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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类节目如何打开话匣子

天天娱评

□师文静

谈话类节目《圆桌派》已经做
到了第六季，依然维持着超强口
碑。从这一季开始，这档节目有了
一个明显的变化，不再是固定嘉
宾谈不同流行话题的纯价值观输
出，而是邀请各行各业的嘉宾就
各种开放多元的深度话题讨论，
比如人艺演员谈表演、物理学家
谈黑洞、心理学家谈社会心理现
象、天文学家科普天文知识、考古
学家畅聊考古前沿科技等，兼具
知识科普和价值观的输出。这档
节目将当下流行的脱口秀节目与
经典深度访谈相结合寻求新的生
机，可以看出老牌谈话、访谈类节
目的破与立。

《圆桌派》第六季第一期就立
住了好口碑。这期节目邀请的嘉
宾是北京人艺演员濮存昕、李光
复，两人畅谈在人艺演话剧的趣
事儿。濮存昕分享了他演《白鹿
原》如何塑造白嘉轩的故事：一开
始为了找人物的特点，他跑到陕
西农村体验生活，但总感觉不对
劲儿，依旧找不到乡绅族长这类
人物的灵魂，后来灵机一动，发现
陈忠实就是他的模特，随后在塑
造白嘉轩时就往陈忠实的个性特
色上靠拢。李光复是人艺的“老戏

骨”，诠释角色活灵活现，一个人
可以同时模仿于是之、郑榕、蓝天
野打乒乓球，惟妙惟肖，仿佛《茶
馆》中人物复活了一般。节目中，
濮存昕和李光复畅聊演人物的心
得和体会，原来很多观众并不在
意的角色打哈欠等小动作，里面
都非常有戏。两人对戏剧与文学
的关系、戏剧意义的阐释，可谓深
入浅出，有理论、有实践，还结合

《茶馆》聊出了趣味性。
节目第二组嘉宾是国家天文

台研究员邓李才和北京天文馆馆
长朱进，这一期天文主题的对谈
也非常有趣，两人对于给行星取
名、外星生命、行星撞地球等问题
的趣味科普，很像科普课堂。徐
累、邱志杰两位艺术家谈的是当
下的审美问题，谈到了城市审美
和乡村审美等，探讨了很多现实
的问题。

这一季节目又邀请邓亚萍参
加，畅谈自己从运动员到剑桥大
学土地经济学博士的故事，邓亚
萍像上一季节目一样，又让观众
看到她从乒乓球职业生涯沉淀出
来的人生哲学和智慧，邓亚萍对
失败、胜利、勇敢、自信的独特解
读，给观众带来很多启发。节目还
邀请了心理专家武志红畅谈了现
在很流行的心理咨询现象；邀请
脱口秀演员呼兰、周奇墨畅谈喜
剧创作的痛苦和快乐；邀请考古
研究员唐际根聊考古发掘的趣事
儿和前沿技术，科普了很多考古
知识和历史知识，大家知道现在
的考古发掘还能通过独特的技术
测出六千年前的陶釜煮过蜂蜜；

邀请中科院研究员曹则贤、张双
南畅聊量子力学、黑洞、数理化教
育等问题，很令人深思……寻找
各行各业的专家做访谈，最大可
能地打开了话题度和涉猎面，让
观众在对该节目嘉宾、模式感到
略有审美疲劳之时，节目的这种
变化，打开了广度和深度。

几张椅子、几个人是传统访
谈、谈话类节目的经典模式，这类
节目可以说是电视节目的“老祖
宗”，据统计，访谈、谈话类节目备
受欢迎的时候，市面上有大约150
档此类节目，比如《杨澜访谈录》

《鲁豫有约》《超级访问》《锵锵三
人行》，但随着荧屏上综艺类型的
更新换代，《朋友请听好》《仅三天
可见》《非正式会谈》等一些年轻
化、娱乐化的访谈节目兴起，传统
访谈类节目逐渐式微乃至消失，
只有仅存的诸如窦文涛、陈鲁豫、
陈晓楠、李静等几位主持大咖，还
在不断地创新节目。顺应时代潮
流的《圆桌派》以脱口秀形式出
现，前几季节目以趣味话题、社会
热点吸引老中青观众，在窦文涛
的主导下，保持住了老牌谈话节
目重深度、内涵的特征，在话题选
择上也很流行化以吸引年轻观
众。这档节目经过不断尝试，最终
成为第六季这种回归到类似专业
访谈的模式。《鲁豫有约》《非常静
距离》走了一条很类似“访谈+”的
创新路，就是让主持人走出演播
厅，将视角延展到被采访者的生活
场景、工作场景之中，让节目呈现
最大程度的丰富性和可看性。

因为综艺类型极度丰富，访

谈类节目现在只是很小的一个分
支，当下大部分还在持续中的访
谈类节目甚至很难出圈，但网络
综艺节目的灵活性，其实也为这
类节目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
间，让这类节目可以不断试错、调
整，重新出发寻找生机。优秀的深

度谈话类节目具有独一无二的意
义，它可以给观众带来更多价值
观的冲击与思考辩证能力，风浪
不断淘洗之后，终有深度内容的
沉淀和回归，在《圆桌派》这类节
目的坚持下，高品质的大众化谈
话类节目还有可能集体回潮。

记者 刘雨涵

大视野 有厚度

《天下长河》以清朝康熙年
间的黄河治理工程为线索，讲述
靳辅、陈潢两位治河能臣经历数
十载风雨，守护黄河安澜、还百
姓平安的故事。治理黄河是中国
历朝历代治国的重点工程，但此
前未有影视作品完整地触及这
一题材，《天下长河》以此切入历
史肌理，是一种大胆而新颖的尝
试。

在最新剧情中，朝堂上的一
场治河辩论引得观众连连叫好，
大臣之间的针锋相对高能烧脑，
同时也揭示出治河之艰难。陈潢
提出“黄淮一体”，但是康熙皇帝
又要考虑是否会影响漕运和漕
粮；陈潢建议给黄河制定河道，
被讥讽“那他岂不是成了龙王
爷”！他申请治河银两，户部官员
质疑，“钱让你先拿着玩，最后你
说多少就是多少”；靳辅指出自
己治河要手握人权、财权、兵权，
康熙无奈笑道，“朕现在好像债
主上门一样啊”……一番唇枪舌
剑，不只是朝堂之上的钩心斗
角，更是千古治河难题的现实困
境。《天下长河》聚焦治河，但并
不止于技术问题，同时也在挖掘
治河困难背后的历史局限性和
政局复杂性，这使得剧情一波三
折、扣人心弦。有观众点赞说：

“好久没有看过这样大视野、有
厚度的历史正剧了。”

剧中的两位主人公靳辅和
陈潢，一个是治世能臣，一个是

大国工匠，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的化身。靳辅从戴罪之臣被康熙
破格提拔为河道总督，他动容地
立誓：“昨日之靳辅已死，今日之
靳辅，与黄河共存！”展现出“虽
九死其犹未悔”的风骨。面对更
改河道、淹没祖坟的反对声音，
靳辅力排众议，讲求大局观———

“小慈乃大慈之贼”。陈潢则是一
位天才般的治水专家，他自称

“河伯投胎”，网友送其“技术大
佬”的称号，但剧中有人将陈潢
讥讽为“二百五”。他心性豪爽，
毫无规矩，在皇帝面前也是“你
呀”“我呀”相称，康熙说，“早上
给他一个官做，不到天黑，就把
所有人都得罪遍了。”不过观众

表示看得好爽，“我需要这么一
张嘴。”靳辅为民请命、筹谋大
局，陈潢智商超群、硬刚直怼，两
人的治河搭档，让观众也燃起了
事业心。

群像剧 新表达

作为一部群像剧，《天下长
河》还塑造了一批形象丰满的角
色，而且每条故事线的推进都逻
辑清晰、有条不紊。康熙、索额
图、明珠的君臣三人组，让人看
出了一些《铁齿铜牙纪晓岚》的
感觉，观众评价罗晋饰演的康熙
皇帝“有味道”“没有距离感”。此
外还有陈潢、高士奇、徐乾学的

兄弟三人组，尤其是一日七迁、
直达御前的高士奇，从落榜举
子、教书匠，一日之内被康熙连
下七道诏书，成为行走南书房的
布衣宰相，被网友称作“职场锦
鲤”，而且这个人物是有史可考
的。《天下长河》还用喜剧的方
式，揭开了官场众生相。徐乾学
被观众称作“喜剧人实锤”，他的
发言———“当大官的一马当先，
像我们这种当小官的，往前一
看，可不都是马屁吗”，让人笑中
有所思。此外，《天下长河》的感
情戏份含量几乎为零。康熙的第
二次大婚，在婚床上吃花生瓜
子，随手揭了皇后的盖头，最后
说忙活了一天大婚不知道耽误

了多少政务，在新婚之夜就跑去
加班了，妥妥的“直男”属性。

曾几何时，历史剧有过霸屏
的时代，《康熙王朝》《雍正王朝》

《大明宫词》《汉武大帝》……这
些剧集都是当年的收视冠军。后
来的《大秦帝国》《大明王朝1566》
等历史剧，虽然获得了好口碑，
可惜收视成绩十分惨淡。严肃性
与市场性、思想性与观赏性之间
的平衡问题，让传统的历史正剧
遇到了创作困境。

《天下长河》的出现，证明了历
史剧并没有断层，它还在不断开
拓出新的创作角度，生长出新的
表达方式。《天下长河》遵循“大事
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通过
传奇式的表达手法，营造出庄谐
并重的风格特点。不为帝王将相著
书立传，不专注宫廷权谋心术、后
宫斗争，而是讲述了中国工匠天下
为公的精神，呈现出“人民是历史
的创造者”这一唯物主义历史
观，以真诚的文艺创作回答了面
向人民再造经典形象的文化命
题，这显示出当代文艺工作者的
责任担当。

《天下长河》不仅讲述中国的
治河历史，更传递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理念，歌颂了中华民族自强
不息的奋斗精神。立足历史，观照
现实，一部好的作品，应当是文艺
价值和社会价值并重的。

《天下长河》获得高口碑

历史剧体现文艺创作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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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湖南卫视和芒果TV播出的《天下长河》，成为当下荧屏上不多见的历史剧，从治理
黄河的历史题材切入更是前所未有。《天下长河》基于可考史实创作，有着治河史诗的恢弘、
朝堂制衡的权谋，也有君臣互动的诙谐，在历史叙事中把握了现实质感。在古偶、玄幻、仙侠
等古装剧题材扎堆的影视大环境中，《天下长河》的出现拓展了创作维度，体现了当代文艺工
作者的责任担当，同时，这部剧也能够让观众看入眼、走进心、开动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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