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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摆脱“生得快死得早”怪圈

老牌综艺节目纷纷“整容”
本报记者 李婕

《艺术人生》

要走“时髦”路线
《艺术人生》常因朱军过度煽情

而遭诟病，这次拉来擅长搞笑的谢
娜入伙，可谓一剂猛药。据称节目组
的想法不止于此，谢娜之后还要请
多位明星嘉宾，主编马宁表示：“老
端着说话的那种节目形态已经不时
髦了，只要格调品位是高雅的就行，
节目也希望换一种方式。”

对此，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袁方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艺
术人生》的品牌价值大，名气响，这
是它的优势。但它以请大牌明星为
看点，而明星资源是有限的，节目又
是定期播出，在资源难以创新的情况
下，只能在访谈方式上寻求突破。”

一向爱“端着”的央视低下头来，
开始思索老节目的出路，并频频向
地方卫视伸出橄榄枝。同时，地方卫
视一些已经创办多年的综艺节目也
不断面临新生力量的挑战。像《中国
好声音》这样购买国外版权、以季播
方式播出的节目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势头强劲地瓜分着收视市场，将
一些原本收视不错的老节目挤入尴
尬境地。连《快乐大本营》《非诚勿
扰》这样顽强抗争、保持牢固地位的
王牌节目，都紧绷着创新这根弦。

袁方说：“综艺性节目的寿命一

般在8年左右，像《快乐大本营》这样
办了十几年算是很长寿的了。虽然
它的主要流程和形态具备特定的风
格，但内部环节上经常会有创新，是
它能保持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固定栏目VS

季播模式
以《快乐大本营》《非诚勿扰》

《我爱记歌词》等为代表的老牌综艺
节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遵循
传统电视节目栏目化模式，在每周
的固定时间播出。

“快男”“快女”开启了综艺节目
季播化的新时代，目前声势浩大的

《中国好声音》《中国梦之声》《中国
最强音》也采用季播形式。袁方认
为，季播节目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
新颖和灵活，“有半年甚至更久的时
间来研究和制作一档节目，这是栏
目化节目做不到的。不过，季播节目
失败的可能性也非常大，而且往往
过两三年也不行了。”

袁方表示，“很多电视台保留一
些栏目化的综艺节目作为招牌，突
出品牌的声势，但很多综艺节目完
全可以做成季播模式，因此很多现
存的栏目化节目会慢慢消失。当然，
季播的形式从2005年才开始兴起，
电视台和观众还保留着传统的播出
和收视习惯，但如果老节目变化太

慢太少，将来比较危险。”

观众需要

“安静”的节目
变则通，通则久。对那些已推出

多年的节目来说，还得有一招以一
敌百的杀手锏。相较于新晋的真人
秀节目弱化主持人地位的形式，老
牌综艺节目树立品牌往往依赖于主
持人。《快乐大本营》有“快乐家族”，

《天天向上》有“天天兄弟”，《非诚勿
扰》则有孟非，至于访谈类节目，更
是把朱军、杨澜、鲁豫、李静等名主
持作为最大的招牌，也是奠定节目
风格和特色的主力。

由杨澜创办的访谈节目《天下
女人》已经进入第9个年头，制片人
段女士告诉本报记者，“万变不离其
宗，观众看的还是内容。每档节目的
使命不一样，访谈节目做不到一期
投一百万，但它能够迎合特定人群
的收视需求，观众群很稳定。”

崔永元曾批判中国电视节目
“短视”，“没有人注重深度厚度”，因
此生得快，死得也早。段女士同样认
为，有深度的节目才能走得更远，

“现在的形势是全屏娱乐化，但观众
也需要一些相对安静的，能进入内
心、表达情感的节目，探讨人生永恒
的话题，这样的节目能够保持长久
的生命力。”

央视《艺术人生》要推出朱军+谢娜的“又哭又笑”组合，近日消息一出，期待者众，

也有人表示“不敢想象”“不伦不类”。13岁高龄的《艺术人生》在这关头“整容”，实为全

民娱乐、新秀辈出的现状下，一档老牌电视节目试图返老还童的探索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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