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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慢综尝试

2017年初，我国首档观察类慢
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以一股“清
流”而出圈。《向往的生活》不设定
节目的发展走向，不复杂但带有戏
剧性的游戏呈现，逃离城市进入乡
村的想象，掀起了慢综艺热潮。

近两年来，以乡村田园为题材
的慢综艺也在不断进化，出现了

《种地吧》《岛屿少年》《这是我的岛》
等大批新节目。从时间脉络与内容
变迁上来看,《向往的生活》开启了
国内乡村田园慢综艺的1 . 0时代，
这一阶段，通过展现地方性农耕自
然风光、地方性农耕自然物候、地
方性农耕生产生活、蘑菇屋家族的
温情生活，向观众建构了一种完全
区别于快节奏都市生活的乡村田
园景象。

到了乡村田园慢综艺的2.0时
代，以《哈哈农夫》《漂亮的房子》为
代表的乡村体验类慢综艺开始不
断出现，这一时期的乡村田园慢综
艺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叙事空间、平
淡的叙事内容，任务设置在节目中
的比重开始加大。尽管在此之前，

《向往的生活》中也有通过农副产
品来换取生活经费的任务，但主要
内容仍然聚焦在“蘑菇屋”的乡村
生活营造，而2 . 0时期的乡村田园
慢综艺，显然已经展现出了不一样
的特征，即任务推动代替了劳动本
身的价值。

重回田园初心

到了3 . 0时期，乡村田园慢综
艺逐渐开始重回初心，将节目重点
重新放回到乡村劳动本身。这期间
推出的《种地吧》不仅在人员构成
上符合“坚决反对唯流量论”的要
求，在内容呈现上也紧扣乡村生
活，固定成员们在田间地头真实劳
作200天，向观众展示了小麦从播
种到收获的全过程，让大家的视线
焦点重新回归到土地本身。随着节
目的录制，10位年轻人也随着小麦
的收获完成了自身的成长与蜕变，
这种由真实经历所带来的成长，令
观众更加具有沉浸感。在没有流量
明星、未大力宣传的情况下,该节目
在第28届上海电视节中入围最佳
综艺，获得了收视与口碑双丰收。

《这是我的岛》意图以海岛生存体
验的形式，在展现海岛风景与生存
模式的同时，科普海南岛的独特文
化背景。紧随其后的《岛屿少年》内
容则更加下沉，在福建的岛屿上，
13位背景各异的少年将以13000元
的启动资金在120天内建设岛屿，
充满创意的策划令其登上多个平
台热搜榜。

另类“养成系”

养成系团体，似乎一直以来是
长视频综艺内容的一个重要布局。
以《种地吧》《岛屿少年》《这是我的
岛》为代表的慢综3 .0，其“爆火”出
圈一方面源于脚踏实地地耕作带
来的治愈感，另一方面，见证城市
少年于田间成长的“养成感”、陪伴
感，也同样契合了观众的心理需
求。尤其是后一种模式，在早期的

“养成系”偶像工业体系中颇为常
见。

与以往慢综艺“星素结合”或
全明星阵容不同的是，《种地吧》并
没有实施“流量至上”的节目制作
策略，而是采用全素人模式。节目
组在选角时以“认真种地”为标准，
从200多人中筛选出30多人进行试

拍，随后再经过秋收活动的选拔，
最终选取10位年轻人参与节目录
制。相较于纯明星真人秀，较低的
制作成本、更加真实的表达、更贴
近生活的人物，是纯素人真人秀的
优势。

节目中，每位少年都有着自己
的成长体系和技能点。为尽快通过
劳作获得收成,十个少年被分为三
组：蒋敦豪、何浩楠、赵一博分配到
养殖组,养羊、喂鸡成为他们的日
常；李昊、李耕耘、王一珩、赵小童
分配进了基建组，负责对房屋进行
修整；大棚组则是鹭卓、卓沅、陈少
熙，负责种玫瑰花、种菜和养虾。分
工明确后，他们每天再对自己的板
块负责。从参加生活技能课程培训
到考取农具驾驶执照，十位少年参

与水稻收割、排水渠建设、重达30
吨的化肥搬运以及超过4000盆玫
瑰的种植等一系列农耕活动。通过
运营真实的农场生活，线上“陪伴
式”直播开工打卡，节目让观众第
一次近距离、沉浸式地了解和感受
每一粒种子的生长过程以及养殖
动物的生命力，不仅生动再现了少
年们从不稼不墙到逐步自力更生
的生产历程，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

“养成”氛围。在此情境之下，“粉丝”
不仅是嘉宾的仰慕者和文化产品
的消费者，同时也是“新农人”偶像
的创造者和经营者、陪伴者。

不过，诸如“十个勤天”这样的
强绑定也存在隐忧。一段时间以来
的演唱会、春晚等大型活动，十位
少年的相关曝光几乎都是强绑定

的。如果没有“十个勤天”品牌的加
持，他们个人的名字客观上还不具
备广泛的认知，也势必会失去很多
潜在的宣传机会。如果这十位少年
不再作为“十个勤天”集体活动，还
能否保持个人的影响力，这一答案
仍有待商榷。

“剧本”争议

乡村田园作为极具中国传统
特色的文化符号，是中国人精神家
园的投射。乡村田园题材慢综艺的
火爆，映衬了时下观众对“久居樊
笼，回归自然”的渴望以及对“诗与
远方”的拟态想象。然而，当下乡村
田园题材慢综艺对于“慢”节奏的
把控仍有不足，冲突制造、明星作

秀等问题使其饱受争议，导致“慢”
这一主题流于形式，“乡村田园”这
一题材缺乏真实感与深度。尽管慢
综艺以“回归田园牧歌”为旨归，但
从实际效果上而言，却偏离了原有
的主旨，并非真正的“慢综艺”。

以《向往的生活》为例，从第三
季开始，节目中对乡村田园生活向
往的氛围逐渐褪去，劳动换取食材
的镜头比之前更少。乡村田园虽然
是叙事的核心，但主要是作为明星
体验务农活动的背景舞台，村民与
明星彼此观察却难以融入。乡村田
园自然风光被当作休闲元素来展
示，这种描绘是基于城市人的视
角，与真实的乡村生活存在一定的
距离。尤其是后面几季，流量明星
接替不断，冲突话题不断冲上热
搜，常驻嘉宾注重完成节目任务，
重复化的做客、招待、聊天环节，使
得节目成为明星的旅行秀，仅存的
少数劳动环节也变成维系嘉宾之
间联系的工具，变得敷衍和具有表
演性，商业气息严重。

《岛屿少年》的争议则更多表
现在对“剧本”的质疑中，从前两期
13位陌生人未入岛和初入岛时磨
合内容占比过多，到引起全网热议
的争吵“冥场面”诞生，带有套路感
的抓马情节也让观众对节目的真
实性产生疑虑。

刻板标签和过于理想化的描
绘，使得“田园乌托邦”与“真实现
实”间的鸿沟逐渐变大，许多人都
忽略了乡村生活中真实严肃的那
一面。比如《种地吧》中的“收水稻”
环节，其中几个少年刚考过收割机
驾驶证，却还是陷进泥里几十次，
而且有很多边角机器收不到。剩下
几个人连续弯腰收割十个小时，累
得话都不想讲，还得把收割完的水
稻一捆一捆抱出去。辛苦一天收了
3吨，以为不算少，到了粮站发现还
不到起烘量。抢收完水稻要抢种小
麦，但小麦是旱粮，不是直接就能
种。连续雨雪天，地里积水越来越
多，首要任务是排水。有农村生活
经验的成员李耕耘带着大家挖沟，
要把田里的纵横沟相互连通，接到
大的排水渠里。光通沟这一件事，
他们十个人起早贪黑干了十几天，
才终于赶上了播种。

走出舒适圈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种地吧》
以一种纪实的方式让综艺节目在
内容层面走出舒适圈，放弃重装备
与大体量的炫技方式，带给观众真
实感和“泥土味”，并引发社会的思
考，的确表现出了乡村田园题材慢
综艺“向内转、向下沉”的转型与创
新突破。不过，或许是因为节目组

“转型”之心过于迫切，其官方社交
平台账号中发布的招聘启事中所
流露出的“换人意向”引起了粉丝
不满，《种地吧》节目组官方微博粉
丝数从近200万骤减超100万，且仍
无止跌迹象。

在粉丝们看来，如今《种地
吧》IP已经成熟的情况下，不得不
把这颗果实分给他人，是无法接
受的。尤其是节目过去两年的一
系列商业化运作，比如不断增加
广告时长、麦田音乐节直播单独
收费等举措都需要粉丝买单，被
视为是对流量红利的消费；吃到
红利之后又回头指责流量生态，
更被指为一种“既要又要”。这背
后的矛盾，是粉丝和内容方在

《种地吧》成功因素上的认知偏
差；更深层的问题，则是在目前
的市场环境下，流量逻辑天然会
有对内容的捆绑和限制，导致无
法构建全面真实的乡村田园图
景，慢综艺最终沦为商业工具。

2 0 2 3年
起，随着《种
地吧》《岛屿
少年》等综艺
节目意外爆
火，乡村题材
类慢综艺重
焕生机。与此
同时，部分节
目也存在定
位不清晰、同
质化严重、情
感表达片面
化等问题，其
对于田园生
活的想象，也
与真实的乡
村生活相去
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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