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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明星竞演类综艺节目的价值导向探析
——以《披荆斩棘的哥哥》为例

李幸芷

（南京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2001）

摘要：近年，明星竞演类综艺节目以“真人秀”的形式为观

众带来制作精良的视听享受作品。其符合大众审美的诸多特点让

此类节目一经播出，便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收获了较高的收视

率。本文通过探析湖南卫视综艺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的审美

特点与价值导向，来阐述明星竟演类综艺节目应如何利用自身特

点发挥其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作用，重塑“寓教于乐”

的电视综艺节目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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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竞演类综艺节目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为观众提供休闲

娱乐。这类节目一般以“明星”“艺人”为节目主体，以歌舞演

出为主要内容，以“真人秀”的形式展现艺人们的“跨界”表演。

明星竞演类综艺的特点是由“偶像创造”转变为“偶像再造”，

让原本在各自领域早有成就的明星、艺人走下“神坛”，从零开始。

纵观今年的几档明星竞演类综艺节目，几乎都伴随着“青春”“向

上”“励志”等标签出现在电视荧屏中。在观众的见证下，艺人

们在各自新的领域逐渐成长与蜕变，期间让观众感受到，成功之

于每一个人都实为不易。而由芒果 TV 在今年推出的明星全景竞演

类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在吸取了同类型节目诸多经验的基

础上，以全新的姿态重新掀起此类节目的热潮。

一、重现经典，跨时空的审美融合

《披荆斩棘的哥哥》精心搭建了一个舞台，将不同年龄、领

域和文化背景的“哥哥”们聚集在一起，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多

元与跨界，呈现出一种“跨时空”的审美融合。节目组召集了 33

位平均年龄 30 多岁的男性艺人同台竞技。在这些艺人当中，年龄

最大的是 57 岁的“beyond 乐队”成员黄贯中，而年龄最小的是“快

乐男声”选秀出道的歌手白举纲和说唱歌手布瑞吉，两人均 28 岁。

艺人们的年龄虽然相差近 30 岁，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地展现出突破

极限、勇于挑战自我的拼搏精神。节目中除了歌手，还邀请了以

刘迦、李响为代表的中国青年舞蹈家，以张智霖、赵文卓为代表

的香港电影演员等。不同年龄、不同专业领域的“哥哥”们相聚

在一起，以各自不同的表演风格同台竞技，这一方面使节目呈现

出丰富多彩的舞台效果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拓展了舞台的“容

量”。观众们非常惊喜地看到自己昔日喜爱的偶像再度登台演出，

并努力突破自己，节目仿佛将观众们置身于一个跨越了历史与地

域的时空长廊，让他们心中最难忘的、最动人的的情愫都可以在

这里得到回应。

二、垂类深耕，以群像叙事树立榜样

随着传播模式逐渐由大众传播走向分众传播，在垂类领域进

行深耕是电视节目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电视综艺节目突出其特

色，提升节目品格的途经。“从接收者角度，是各得其所、各取所需，

也是媒体功能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披荆斩棘的哥哥》中，节

目采取群像叙事的表现手法，将故事的主角由个体变为群体，以

一群人的故事来讲述一个时代的故事。节目以达成“舞台演出作品”

为主线，在主要表现明星嘉宾们舞台竞技演出的同时，穿插展现

嘉宾们舞台背后的训练与生活。在嘉宾们激烈的舞台竞争与温暖

的幕后故事中，《披荆斩棘的哥哥》塑造出一副“青春”“励志”

的榜样群像。

节目对“哥哥”们的刻画，从舞台上的表演细节到舞台之外

的相处，以“全景式”的叙述方式展开。例如某一期节目中，林

志炫在演唱《飞云之下》时因不小心踩空而跌落，导致歌曲的结

束部分未能完美呈现。无独有偶，梁汉文在彩排《3189》时也意

外从舞台跌入观众席中并轻微受伤，虽然他极力忍住伤痛试图搞

笑缓和气氛，但还是被队友们严肃地劝去休息，为了不影响整个

团队节目进度，梁汉文非常敬业地在敷冰块之后继续彩排。观众

们在《披荆斩棘的哥哥》中不仅看到了每一位“哥哥”作为公众

明星的专业素养与敬业精神，还切实感受到明星也同普通人一样，

并非十全十美。

在节目中有这样一段话：“所有的‘少年’注定被时间稀释，

跌跌撞撞地长大，再不合群地老去。但一定有谁，种下了火焰的

种子，崩裂出生命应有的坚韧层次。” 这段话很好地概括出《披

荆斩棘的哥哥》这档节目的核心精神：滚烫的人生永远发光。已

经站在聚光灯下的“哥哥”们敢于跳出舒适圈，接受全新的挑战，

他们面对挫折永不言弃，坦然面对并不完美的自己，以匠人般的

精神完成每一次演出，他们用实际行动鼓舞、感动着电视屏幕前

的观众，传递出榜样的力量。

三、重析竞技，深化节目主题

作为明星竞演类综艺节目，竞技性是节目中不可或缺的核心

元素，此类节目本应将重心置于对竞演嘉宾专业技能的展现与讨

论中之上，节目环节设置的初衷也应是为了彰显明星嘉宾们在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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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中所体现出的拼搏精神与合作精神。

与以往的明星竞演类综艺节目中强调明星“秀”的成分不同

的是，《披荆斩棘的哥哥》在呈现手段上以求“真”为标准。这

档节目的定位是全景音乐竞演综艺，因此在节目中，导演尽可能

地弱化脚本的设置对嘉宾们的干预，以趋近相对真实的记录手法

来展现“哥哥”们台前幕后的表演和生活的真实状态。节目围绕

明星嘉宾们的“歌舞技艺”，大篇幅展现嘉宾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竞演团与评委团之间对歌舞创作、风格、演技上的探讨交流。例

如节目中第一次“公演”时，林志炫团队成员因为合作理念不一

而产生了分歧。队长林志炫希望发挥队员们各自所长，展现最完

美的舞台效果，而对员李响则认为应该突破自我，给观众带来不

一样的惊喜演出，结局如何并不重要。这种因创作观念而产生的

矛盾几乎存在于所有嘉宾合作挑战的综艺节目当中，这也是节目

制造话题和看点所在，但《披荆斩棘的哥哥》并没有借“嘉宾们

创作理念不一的分歧”来发挥，而是较为完整客观地记录了他们

从分歧的产生到解决的过程。在竞争面前，“哥哥”们秉持着公

平、团结的原则，所有的矛盾都以最终能呈现出团队最佳状态和

舞台效果为前提，争论中所展现出来的是他们每个人对这个舞台

的专业态度与敬业精神。而拥有一致出发点与目标的“哥哥”们，

在互相碰撞、磨合之后，达到了共赢，呈现给观众的是一场兼具

专业水准与创新的视听大宴。《披荆斩棘的哥哥》还运用大量篇

幅去记录嘉宾们舞台后背的生活场景。同样是第一次“公演”前

夕，节目通过几组长镜头完整展示出“哥哥”们在宿舍的真实状

态：有的人聚在角落切磋音乐，有的人在一旁安静地打游戏。这

种赛前平静甚至略显无聊的生活场景的展现，才是我们生活中最

真实的样态。观众从中看到的不再是舞台上光鲜亮丽的明星，而

是同他们一样的普通人。从这些“熟悉”的邻家“哥哥”们身上，

观众体味到的是一种超越竞争关系的和谐感。

《披荆斩棘的哥哥》通过真人、真事、真实记录的方式，将

节目中的“竞争”元素与“合作”精神揉在一起，转化成明星嘉

宾们自强不息、勇于拼搏、顾全大局的美好品质。这档节目重新

剖析“竞技”的含义，从“虐星”变成“造星”，摒弃无意义的

争议内容，更多地从矛盾中去彰显人性正向的一面，体现出向真、

向善、向美的节目品格。 

四、守正创新，弘扬新时代文化精神

在消费主义文化盛行的当今社会，艺术逐渐与商品划上等号，

沦为消费产品，作为大众艺术的电视综艺节目也避免不了受到商

业化浪潮的冲击。回溯中国历史，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有“男儿

当自强”的古训，意思是作为男人应当具有坚毅的性格和顶天立

地的志向，应当勇于承担起家庭与社会的责任。而作为具有极大

教育和舆论引导力的电视综艺节目，有责任为公众做出正向的引

导，有义务在节目中杜绝低俗炒作，以正能量的内容传递主流价

值观，弘扬新时代文化精神。近日，在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关

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中便提到：“把好

文艺节目导向关、内容关、人员关、片酬关、宣传关。要重视倾

听人民群众呼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对违法失德、造星炒星、

泛娱乐化、‘流量至上’等坚决说‘不’，让主旋律和正能量充

盈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空间。”因此，为大众提供休闲娱乐方式

的明星竞演类综艺节目，也应该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注重寓

教于乐，承担起美育的社会功能。

在《披荆斩棘的哥哥》中，节目组没有选择“流量型”明星，

而是邀请了赵文卓、张晋、张淇、白举纲等形象气质较为硬朗、阳光，

符合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硬汉”们。在情感的表达上，节目通

过描写“哥哥”们之间的兄弟情、朋友情、亲情等，生动展现出

他们作为明星、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等不同社会角色时，或阳刚

四溢、或深沉厚重的心路。当然，作为一档综艺节目，并不是完

全不考虑节目效果，摒弃流量，而是要为观众树立起一批德艺双馨、

具有正气的明星，借他们的影响力再为电视文艺作品赋能，在扩

大优秀文艺作品的传播力的同时，为观众带来正确的价值引导。

在《披荆斩棘的哥哥》中，节目组巧妙地将“歌舞表演”元

素与“文化科技”“国家发展”“民生”等国家重大事件的主题

结合在一起，体现出这档节目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例如在名为《超

前营业第一期：户外大比拼中》的一期节目中，明星嘉宾们通过

游戏与益智竞技的方式为自己的队伍增加“火力值”，其中的知

识竞答环节的内容就大量涉及了我国航天航空事业发展和中华传

统文化。在嘉宾们第一次“公演”中，节目组也为了向我国载人

航天事业致敬，设定了“太空留言板”。“如果今天是和外星人

的第一次联合演出，你将如何用这首歌介绍地球？”面对节目中

这个情境考题，陈小春团队用一首改编的新歌《3189》表达出他

们对现代社会中，人与社会、科技、伦理之间关系的反思。

“优秀的文艺作品，不是吸纳明星、炒作明星，而是能够在

真正意义上制造明星。” 明星竞演类综艺节目作为大众文化特殊

的精神产品，应与时代同步，以人民为中心，以优质的内容满足

观众真正的精神文化需求。守正创新，传递真善美主流价值观、

弘扬时代精神，这不仅是明星竞演类综艺节目需要恪守的节目品

格，也是每一位电视从业人员应该牢记于心的创作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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