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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网络综艺节目层出不穷，《一席》凭借着鲜明的主题、精品的内容及全媒体

多形态的传播策略，在演讲类节目当中占有“一席之地”，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反馈、较大的社会影响和独

特的品牌效应。本文主要从节目创办宗旨、演讲内容、新媒体媒介优势、存在问题与建议等方面对《一席》

的传播与创新进行分析，以期对知识分享类节目进行深入的研究，对演讲类节目的传播推广提供有意义的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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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席》的节目宗旨立意新颖 

《一席》是由北京一席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 2012
年出品的网络演讲节目，采用了剧场式的现场演讲与线上

视频传播相结合的表达形式。《一席》从创办之初就确立

了新颖而明确的节目宗旨，立意于分享知识、传播思想、

创意文化、获得灵感。一席的宣传语是“人文，科技，白

日梦”，以打造“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节目效果。

《一席》以自己的鲜明的宗旨着力启发、拓展公众视野，

形成不同观点与思想的交汇与碰撞。从社会意义而言，多

元思想观念的交汇与交融中体现了当代社会主流价值观，

留给公众更多思考的空间，使演讲主题成为持续探讨的民

间话题。依据创办宗旨，《一席》将未来发展目标定义到

打造优质视频的分发平台，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不夺人

眼球，分享优质内容，以长远的眼光发展优质的文化传播

平台。 
分享是新媒体时代的主流思想，《一席》正在立意于

分享知识的节目宗旨，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

响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一席》的“分享”模

式不同于类似于《我是演说家》《超级演说家》等通过“竞

技”形式进行的演讲类节目，《一席》从观众的体验视角

出发，更像是在欣赏一场演出，一场文化盛宴，抛开比较

与竞争，使心灵得到真正的洗礼，使思想得到感悟与启迪。 

2  《一席》的节目内容与宣传策略 

2.1  《一席》的节目内容突出现实性与社会意义 
《一席》的演讲内容追求深刻与优质，不仅具有广度

与深度，同时又具有浓浓的人文主义情怀，对于社会的发

展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一席》的演讲内容围绕当下的

社会现实，涵盖了“文化艺术”“女权主义”“关爱儿童”

“环境保护”“科学普及”“医学健康”“人文历史”“就业

创业”等主题，力求在演讲主题的选择与节目内容的策划

方面关注社会的热点与公众的现实需求，寻找演讲主题与

受众思想的交汇空间。在《一席》的公众号中，明确写着：

“一席为邀请制，对演讲者的筛选和评估环节相对封闭，

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自荐和推荐，也不接受任何付费出场的

形式”，演讲者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

特点就是为“爱与正义”发声，面对社会现实，解决社会

问题。如拾玉儿童癌症公益基金会创始人李治中坚持在科

研的业余时间做科普公益，树立预防癌症的正向观念；致

力于垃圾分类的“绿色地球”执行总裁汪剑超，呼吁人们

树立垃圾分类的环保意识；“女孩别怕”公众号的运营者

童姥和她的团队，引导女性树立安全防范意识，通过潜入

危害女孩的黑色产业交易中获取真相，引起社会关注；关

注网络自杀者心理的心理研究员朱廷劭，呼吁使用人工智

能去帮助有自杀风险的人；荷赛获奖者傅拥军作为一名长

期的影像记录者，关注留守儿童和农村发展，等等。 
2.2  《一席》采用不设置主持人的现场形式 
《一席》采用了较为特殊的形式即在节目现场不设置

主持人，一个舞台，一块地毯，一支话筒，来自社会各个

领域的优秀精英和拥有“有趣灵魂”的普通人，作为演讲

者分享他们的故事与人生。这样的演讲模式能够使登台的

演讲者呈现更加真实的演讲内容，《一席》的主办方不过

多对演讲者的演讲内容和演讲形式进行干预，这样有利于

非专业演讲者的自由发挥。大多数的演讲类节目是为了迎

合受众的需求去设定特定的话题，并且结合竞技与真人

秀，不免有剧本化和包装化的嫌疑，演讲者也不乏过度的

煽情和表演，但《一席》给予了演讲者更多空间，使观众

获得真实自然的演讲体验。 
2.3  《一席》简约的舞台设置与朴实的宣传理念 
《一席》追求简约的舞台效果，以契合创办者轻形式

而重内容的节目初衷。一些演讲类节目追求强大的视觉美

感效果，过度追求舞美灯光在节目中的渲染作用，违背了

以思想文化传播为主的演说类节目的初衷。《一席》有着

朴实的宣传理念，不通过广告进行宣传，也不通过明星、

名人吸引受众，我们了解《一席》可能就是偶然的通过一

篇好的文章，一个好的演讲视频。《一席》演讲每月举办

一次，每场演讲时长约 20~40 分钟不等，其节目形式新颖

简约，我们不缺好故事，好的讲述者，可能就是缺少一个

好的分享平台，《一席》给了社会上的“素人”一个展示

自己思想成果、分享社会经验的平台，为我们的社会汲取

更多的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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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席》发挥新媒体传播手段的优势 

《一席》利用新媒体传播媒介的优势，实现了传播

影响力的凝聚。《一席》最初通过现场演讲加后期视频

的方式做传播，围绕演讲视频这一核心，不断拓展到传

统媒介与音频媒介，涵盖了读者、听众、观众等群体。

公众以演讲内容为纽带跨越了人们的社会属性，进行了

思想观念、兴趣爱好、价值层面的深层交流，实现了广

泛的群体传播。 
《一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传播方式，线下通

过剧场式的售票现场演出进行，线上则通过网络各大平

台进行传播。通过文字、音视频等形式在微信公众号、

新浪微博、抖音等平台发布，还在喜马拉雅、网易云、

荔枝 FM 等几大音频 APP 上开辟专栏，更新演讲音频。

《一席》的微信公众号至今已经更新了 814 篇演讲，收

录了从 2012 到 2020 年的全部演讲，网络视频的播放量

已超过 15 亿次。《一席》在 bilibili 的粉丝量达到 48.8
万，在喜马拉雅的粉丝数量达 55.4 万，总播放量超过

1744.2 万。《一席》在演讲内容生产过程中积极通过各

类媒介建构节目与受众的交流通道，不仅有助于演讲主

题的收集整理，核心内容的探讨争议，也实现了对节目

制作源头、生产过程、后期反馈的全程可控。《一席》

不断地拓展业务，推出了访谈类节目《一席枝桠》、视

频课程《一席万象》。《一席枝桠》是谈话类的视频节目，

内容涉及艺术、读书、电影、音乐、旅行等各个方面，

探讨构建我们精神世界的元素。《一席万象》则邀请人

文、科技不同领域的老师，深入地讲授各个专业和学科

的专题。《一席》还通过发展文创来扩大宣传，打造文

化品牌，输出品牌价值观，扩大产业链。 

4  《一席》的不足与发展建议 

4.1  走出《一席》的短视频传播困境 
《一席》在短视频平台的传播上遇到了困难，《一席》

在抖音 APP 的粉丝量仅有 6.4 万，其中最高的视频点赞量

为 37 万，最少的仅有 8 个，《一席》这样的演讲节目在抖

音等短视频平台并不受欢迎。针对短视频的特点，一席可

以通过一些创意来吸引关注，推出短视频特别版演讲，在

短短几分钟内阐述一个独特的观点或传授一个有用的知

识，或者可以把一个长演讲当中最有亮点的一段剪辑出来

制作成短视频，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开展直播演讲，增强

与观众的互动性。由于短视频的互动性强，评论、点赞、

转发量会影响短视频的播放量，互动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

宣传推广方式，通过与受众的互动沟通，及时得到节目效

果的反馈。 
4.2  拓展《一席》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4.2.1  邀请热点人物，打造精品内容 
《一席》内容定位偏小众，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传播范

围，需要拓宽主题的范围，强化主题的重点，抓住主流热

点，进一步扩大知名度与影响力。《一席》在内容和演讲

者的选择上要尽量选择大众舆论所关注的热点，依靠热点

人物和话题带动流量，在文艺的基础上，尽量贴近大众，

可以进行内容上的层次划分，既有相对抽象专业的知识，

又有类似于大众科普通俗易懂的演讲。面对社会发展中出

现的各类现象，把握网络舆情变化，捕捉热点话题，再结

合《一席》的独特风格打造精品内容，邀请热点人物进行

深度演讲，有效增加《一席》的影响力。 
4.2.2  依托剧场型演出模式，带来关注与流量 
《一席》可以通过创新剧场演出形式，将剧场型现场

演出作为《一席》的一个亮点和品牌标志，打造精品现场，

形成稳定的品牌个性，塑造品牌情怀，吸引更多热爱剧场

演出的观众，舞台剧、音乐剧、音乐节 live 等剧场演出越

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通过演讲者的现场演讲带动观众

情绪，可以针对个别嘉宾设置签售会或交流会来加大互

动，定期举办相关文艺展览，延伸业务，拓宽宣传形式。

积极与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媒体、公司、电视台合作打造特

别专栏，扩大宣传，吸引流量。 
4.2.3  实现《一席》与传统媒体的有效结合 
《一席》过于依赖新媒体媒介，使节目的传播渠道较

为单一，缺乏电视平台基础。在新媒体不断衍生的时代，

建设高质量的网络、电视节目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成为主流趋势，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应时代所

需不断改革创新，传统媒体依然拥有大量的公众群体。目

前国内演讲类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与影响力效果显著，这得

益于电视台这个大平台的传播效应，能在短时间内形成有

规模的影响力，同时再与网络视频平台结合，将影响力扩

大到新媒体。依据我国演讲类节目的制作流程，电视台与

传媒公司合作制作节目已成为发展的趋势。《一席》在保

证新媒体传播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传播市场，与电视台

进行多方面合作，真正实现全媒体多形态的传播渠道，实

现传媒公司与电视台的有效合作，扩大受众规模，广泛传

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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