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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综艺节目的注水方式，主

要有两种。一种是主次不分，重

复、冗余信息过多。不管是营造轻

松愉悦氛围的慢综艺，还是以竞技

为主的户外综艺，都从嘉宾接到邀

请开始记录，出发上车、途中采访

等环节巨细无遗。这些本该是花

絮内容，却常常以“先导片”的名义

出现在需要付费观看的正片序

列。好不容易进入正题，故事东拼

西凑，素材随意堆砌，嘉宾的插科

打诨、程式化的游戏互动占据了大

部分叙事空间，主线情节却成了点

缀。更有甚者，对容易上热搜却于

故事讲述毫无帮助的桥段大肆渲

染。比如户外综艺里某位嘉宾跌

倒的情节，要用不同机位重复播放

多次。恋爱综艺里男女嘉宾的手

不小心碰了一下的画面，也用慢镜

头着力渲染。除了正片时长被拉

长，综艺节目还增加了花絮、直拍，

实际上内容都大同小异。

另一种注水方式是题材类型

扎堆，用新瓶装旧酒。部分综艺题

材类型出现创作瓶颈，很多节目赛

制、流程都是复刻经典模式。除了

大的类型框架缺乏新意，具体情节

也落入俗套。无论是室内访谈游

戏类综艺，还是户外竞技真人秀，

游戏环节都离不开你画我猜、传声

筒、猜歌名、撕名牌等几个项目。

节目在嘉宾邀请上也有一定

重合度，某位艺人火了，就成为综

艺节目争相邀请的对象。有观众

无奈地说：“差不多的嘉宾，差不多

的游戏，我都分不清自己看的是哪

个节目。”

综艺节目注水，首先与创作过

度追求商业价值，违背艺术规律有

关。赞助商在与节目组签订合同

时一般会规定产品的露出时长。

艺人参演综艺节目，也希望增加曝

光度。所以，节目篇幅越长，意味

着品牌和艺人的曝光时间越长，可

能会给观众留下更深的印象。于

是，篇幅注水成了照顾多方诉求的

办法。其次，综艺的表现形式越来

越复杂，可呈现内容越来越多。以

前节目主要在棚内录制，主持人和

嘉宾站在舞台上，内容相对单一，

所以素材较少。而现在的综艺节

目拍摄场景更加多元，棚内除了主

舞台，还增加了观察室、化妆间等

场景。户外场景选择更多，几乎可

以做到“移步换景”。即使是在一

个固定地点，几乎每位嘉宾都有专

门的摄像机直拍。几十台摄像机

不停歇，积累了大量素材，剪辑时

又出现取舍不当的现象，内容难免

冗长重复。再次，一些综艺节目创

新乏力。面临多变的市场环境和

受众趣味，有的创作者不敢轻言创

新，所以将创作视野局限于已通过

市场验证的成熟模式或常规类型，

以低成本、高效率生产形制标准的

“文化产品”。这种理念虽然能控

制市场风险，却压制了从业者的创

造力，造成内容同质化。同一类型

缺乏创新的“水货”多了，还会导致

“赛道注水”，造成产能过剩。

因此，综艺节目创作不能光走

量不走心。要拧紧“注水龙头”，我

们必须加强精品意识，提高创新能

力，为行业持续生产优质“干货”。

创作者应坚守艺术追求和价值导

向，以匠心打磨故事，以诚意锻造

品牌。在策划主题立意时打开格

局，挖掘更多传播正能量、弘扬主

旋律的内容。在拍摄、剪辑时应将

艺术质量放在首位，让节目内容围

绕主题展开，服从叙事需求。在这

个过程中，我们既可以深耕传统类

型，也可以开辟新型样态。但不管

采取哪种路径，都应勇敢走出创作

“舒适区”，减少自我重复，让有意

思的文化娱乐功能充分融入有意

义的主流价值观。令人欣慰的是，

近两年综艺节目领域涌现出劳作

纪实互动真人秀、文博类节目等新

类型、新形式，持续不断地为创作

注入源头活水。相信不久的将来，

随着创作挤掉水分，从业者将以更

加严谨的创作态度推出更多扎扎

实实的精品力作，使综艺节目发展

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据光明日报

综艺节目不能走量不走心
□周逵

中央电视台与西嘻影业出品，

付宁执导，肖战、李沁领衔主演，电

视剧《梦中的那片海》不久前在央

视首播，并上线腾讯视频。故事从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笔，剧名

里的“那片海”是关联着几代北京

人地缘情愫的什刹海。而从播出

以来的各界反响来看，“那片海”又

不仅限于那代人、那座“四九城”。

据中国视听大数据（CVB），作品开

播当天的收视率为1.461%，稳居全

国同时段第一；腾讯视频的站内数

据显示，该剧热度值突破27000，领

跑全站热播榜；酷云、猫眼等多个第

三方数据平台亦佐证，上线多日来，

它始终位列剧集热度总榜日冠。

随着东方卫视加入《梦中的那片海》

1.5轮播出行列，那段老北京青年

的故事正进一步跨越地域和代际，

抵达更多观众的情感共鸣地。

其实，导演付宁与什刹海的元

素叠加，观众会天然联想到京味儿

剧。但《梦中的那片海》在传承中

有创新，主创一方面在细节上努力

营造老北京生活的韵致，另一方

面，剧方将笔墨重心落于时代进程

中青春的不同求索。当网友留言

“被肖春生把未来和广阔天地紧紧

相连的台词戳中”，该剧能俘获不

同代际和地域受众的奥义便可见

一斑——青春的金线，连着人生海

海与广阔世界——这道理，和当下

青年需要的情绪价值同频同源。

肖春生无愧为“什刹海小分

队”的灵魂人物，不单因他文能引

经据典、“武”可爬树翻窗冰上亮绝

活，更因肩上有担当。掩护同好、

保护兄弟，识时务挺身而出、明是

非化干戈为玉帛，开篇的一系列名

场面就奠定了人物洒脱坦荡又极

富正义感的性格基调。叶国华既

有兄弟义气的A面，“与春生一同

入伍”是他心心念念的人生理想；

可友情撞上爱情，人性真实的“小

九九”噼啪作响，左右为难、进退维

谷的B面引出网友关于孰轻孰重

的人生排序题。故事最初以“对照

面”出现的天哥同样立体多维，他

身上有着老北京典型的局气、敞

亮，也有着面对心爱姑娘时的克己

复礼。

女性角色同样色彩各异。蜗

居胡同的贺红玲有才气、有傲气，

是什刹海最明媚的红玫瑰。家庭

条件制约了她的音乐梦，但“放弃”

从没写在她的青春词典里。恬静

知性的佟晓梅外表柔弱，可无碍磊

落又强大的内心让她在观众心目

中熠熠生辉。青春的前路，她敢于

跳出已有舒适圈，放手一搏追逐医

生梦；严苛的家教环境，她敢对父

母直言，主张“我的爱情我做主”；

只是来到爱情的真相面前，姑娘仍

退守在成全和等待的安全线内。

“什刹海小分队”也好，他们各

自的姊妹兄弟也罢，剧本没给任何

人“一路开挂”的人生剧本，而是给

出诚实不做作的道路。在万物复

苏的时节，每个人怎样去走去奋

斗，即将成为剧中人与观众同题回

答的成长命题。

当高考、改革开放等时代进程

串起北京青年的人生，时代成了推

动人物成长、故事讲述的重要动

能。事实上，把时间线拉长到整个

故事，《梦中的那片海》跨越30余

年，其间，肖春生们历经高考、入伍、

创业等多重身份转变，他们皆投身

历史潮流，在生活与理想的考验磨

砺中不断奋进，与命运短兵相接。

细节里倒映着生活与时代的

点滴样貌，这是如今讲述特定年代

故事的“硬件”基础。在这点上，

《梦中的那片海》完成了必答题。

剧组从内容打磨到背景塑造都尽

可能贴近现实。为让今天的观众

沉浸式感受年代，剧组打造了大量

带有岁月烙印的道具和置景。小

到春生盛饺子的铝制饭盒、每个家

庭的布局装修、人们的穿着打扮，

大到当年什刹海冰场的还原等，剧

组都在往历史真实的渐近线不断

靠近。甚至，剧方还找来冰刀制作

工艺的传承人在剧中本色出演。

而为了老物件的精益求精，在遍寻

不得当年流行的扎啤酒杯情况下，

3D打印技术运用到小小道具上。

一言蔽之，时代感越贴合，越能有

效召唤出父兄一辈的往昔记忆，也

越能让年轻一辈、不同地域观众读

到剧中人的一页故事。

据文汇报

《梦中的那片海》何以能跨越地域与代际？
□王彦

正在播出的当代都市剧《熟年》，演绎中年人

生的压抑婚姻和中式家庭的酸甜苦辣，一部剧把

房子、疾病、孤独、丧偶、婚变、养老等话题全盘剥

开一锅炖，全景式展现中年人生的苦旅、中式家庭

的复杂生活。该剧会集了郝蕾、王鸥、唐艺昕、宋丹

丹、刘奕君、张国强等一众演技派，他们把一群“不

完美中年人”角色的各种心酸、矛盾、痛苦演绎得让

观众深感共鸣，实力演技派打开中年剧的新视野。

《熟年》聚焦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曹翠芬饰

演的老太太身上承担的话题是房子等遗产分配、

老年重病照料、婆媳关系等。老太太有三个儿女，

张国强饰演的大儿子倪伟民是老实忠厚的厨师，

宋丹丹饰演的大儿媳吴二琥是精于算计的超市员

工，刘奕君饰演的二儿子倪伟强是只想从家庭中

逃跑的大学教授，郝蕾饰演的二儿媳张春梅是强

势能干的杂志副主编，王鸥饰演的三女儿倪伟贞

则是展开一段大年龄差“姐弟恋”的电视台节目制

作人，唐艺昕和王彦霖饰演的第三代小年轻夫妇，

买不起房又“无老可啃”，只能陷入纠葛的婆媳、家

庭和事业困境中。这部剧写满了生活互相纠葛在

一起的三代人，又写全了不同状态下的中年样貌，

基本覆盖了老中青各年龄段能触及的所有家庭话

题。虽在现实中这样的大家庭不太多见，但剧中

想要探讨的婚变、买房、退休、健康、养老、精神危

机等一系列问题，是实实在在的人生困境，该剧用

一个中式大家庭全景图鉴，洞察出在各种矛盾和

危机中的中年人的内心变迁。

这部剧花费篇幅最多的人物关系是张春梅与

老公倪伟强的中年婚姻危机。张春梅在职场上勇

敢、干练、犀利又理性，是外人眼中的精英，对女性

的认知观念也与时俱进，不认为女性就应该被定

义被框定；在家庭关系上，张春梅照顾婆婆，能帮

丈夫摆平一切事情，也是外人眼中完美的妻子。

从倪伟强的口中，观众知道，他虽是教授博导，拿

下多项重要研究项目，但除了做研究，他无法掌控

任何事情。张春梅一手操办倪伟强的所有事情，

得知丈夫被学生诬告，直接打电话摆平，就连倪伟

强请假，也有院长跟她通风报信……张春梅就像

换了性别的“父权式家长”，不分青红皂白替丈夫

做选择，越俎代庖解决他所有事情。倪伟强的中

年危机更像是被强权婚姻压抑已久的中年叛逆，

他要放弃科研、实验室、财产、妻儿甚至也不照顾

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他要追求自由，离婚、离

家出走，人到中年做一回自己。

剧中，宋丹丹饰演的吴二琥一家才是鸡飞狗

跳、活色生香的传统狗血家庭伦理剧剧情。其他

人都是体面的知识分子，而吴二琥一家明面上就

过着被钱困住、市侩庸俗、热衷算计的生活，他们

家的困境是缺钱。吴二琥是极品婆婆，对外地儿

媳妇各种嫌弃，两代人住在一套小房子里，撕扯的

都是催生、怀孕、流产、买房以及各种钱的事儿。

吴二琥不仅惦记自己婆婆的大房子，想把小姑子

撵出去，还惦记亲家母那点钱，买房必须让亲家母

出一半钱，跟儿媳妇直接撕破脸皮。宋丹丹演活

了一个张牙舞爪、出尔反尔的婆婆，这个角色不讨

喜，但观众能理解她，“穷”是她的理由和底气。唐

艺昕演的憋屈、受困的儿媳妇也很出彩。

《熟年》中年危机里套着家庭伦理，中年的人

生迎来一场苦旅，中式的家庭牵扯出无穷无尽的

现实话题。在这部剧中，所谓危机，也不过是人生

划出的一个反向抛物线，一切迎来最坏的局面，但

事情又总会回到正常和美好。从预告来看，张春

梅夫妻最终决定陪伴终生，吴二琥也热泪盈眶给

儿媳妇道歉，人生危机就像一场洗礼，剧中人最终

找回初心和自我，观众则看到了自己的生活。

贴着生活走的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并不好

写，吴二琥一家的困境还有强情节支撑，而张春梅

一家的困境，充满了人到中年的复杂性，家庭、事

业、上一代、下一辈，这么多牵扯中，如何去调适自

我，如何去平衡个人内在自私利己的精神世界的

追求，都值得好好探讨。聚焦中年危机的《熟年》

不是长在热搜上的大爆款话题剧，但这种全盘、全

景式对中式家庭、中年危机的呈现，也突破了国产

都市家庭剧的书写范畴、内容框架，最大可能写尽

家庭、婚姻的真实和复杂。 据齐鲁晚报

中式家庭的
中年人生图鉴

□师文静

近年来，综艺节目创作
注 水 问 题 屡 屡 被 观 众 诟
病。期待已久的综艺上线，
却发现只是用片段拼凑剪
辑的先导片；一期节目动辄
两三个小时，情节拖沓；明
明是新节目，却有很多桥段
似曾相识。观众被冗长的
内容消磨得没了耐心，于是
开启倍速观看模式，或切换
至短视频平台了解节目精
彩片段。综艺节目创作注
水，不仅稀释了观众热情，
还带偏了产业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