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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视阈下文化类真人秀的窘境与突破 
肖雪菁  王艳 

（西安培华学院  710016） 

摘要：文化类真人秀对引导舆论、传播文化价值观和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近些年在众多综艺过度追求娱乐

化的时候，文化类真人秀以其独特的节目内涵和节目形式向大众传播文化。目前我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类型的电视节目，每一种电视

节目在发展的同时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虽然当前我国的文化类真人秀还处相对弱势的发展阶段，但是随着观众对文化的需求愈来

愈强，文化类真人秀必然会走入更多观众的心灵和视野。 

文化类真人秀由于其独特的节目内容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瓶颈，和其他类型的电视节目在对市场的竞争上存在着劣势。本文运

用叙事学理论进行本篇文章的发展脉络的梳理，其次以真人秀代表节目为研究案例，探寻我国文化类真人秀的发展现状和问题。从

创作途径，传播手段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地研究，剖析文化类真人秀在融媒体时代下的社会价值与意义，探索文化类真人秀的发展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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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化类真人秀的发展是基于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文化

真人秀要满足人民群众的观看需求，要扎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

里，不断地推陈出新，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类真人秀创作

的根基，把创新作为文化类真人秀发展的源泉，提高文化类真人秀

的制作水平，发扬更多良好的文化价值。 

绪论 

本文通过对电视节目的观察和整理，文化类真人秀主要有两大

类。一种是基于知识问答，由参赛者通过回答来进行比赛。该节目

注重选手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忆与运用，通过题目、答题、选手 PK、

晋级、通过等环节，增加了节目的娱乐性和趣味性。比如《汉字英

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二是以特定的文化或文化现象为中

心的情景真人秀。与前者相比，这类节目缺乏对知识记忆的回顾，

而更多地是对传统文化的阐释与阐释。在节目场景中，通过嘉宾的

表演和主持人的旁白让观众回到历史中去切身体验，从而让观众更

好地了解其背后的历史和价值。比如《咱们穿越吧》，《叮咯咙咚呛》

等节目。 

1 文化类真人秀的现状及问题 

近几年，国家不断发布引导文化传播的政策文件表明大环境下

文化类真人秀创新的必要性。文化类真人秀通过丰富的节目形式和

极具传统文化内涵的节目内容引起大众的观看兴趣，收获了非常可

观的节目效益。目前我国文化类真人秀有一套固定的模式“文化+

节目”，在这样的环境下观众已经产生了一定的视觉疲劳，随着时

间的推移，传统文化的简单传播已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如何在保

持文化类真人秀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打造全新的节目形式，弘扬

优秀文化价值取向。例如<<典籍里的中国>>和《国家宝藏》这种新

形式的文化类真人秀都采用了多条叙事线塑造立体人物和多维度

的叙事空间重演历史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使节目大火的

同时也弘扬了文化，提高了观众的文化素养。但我们也应该理性地

看待，虽然文化类真人秀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节目，也取得了不错的

节目效果和社会收益，仍存在着需要关注的问题,例如： 

（一）同质化问题 

前几年的《中国诗词大会》和近年《国家宝藏》等节目的走红

也间接影响到部分地方台为了过于追求快速得到节目收益而忽视

了地方台文化类真人秀本身的节目特色。很多文化类真人秀是在室

内录制，极少数的节目是户外形式。最近几年最受观众喜爱的也大

多是户外竞技型的真人秀。例如《跑男》，通过各种竞技游戏和明

星参与深受观众认可。许多文化类节目面对的难题是，目前，诗词

和文章似乎已经成为了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不应

只拘泥于这一角，而要多去挖掘那些深埋其中的瑰宝。 

（二）流量明星分量过重，节目主体偏移 

在融媒体时代，明星效应越来越强，流量对于一档文化类真人

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但是过于多的明星比重可能反倒会使效

果不增只减。像《登场了洛阳》邀请了汪涵做主持人，第一期就邀

请了王一博录制开场白，罗一舟、唐九洲、连淮伟、刘隽、李浩源

等人分成两队，一堆跟随考古团队去体验考古现场的环境，另一对

则去博物馆参与讲解。本身节目的用意是好的，但是过于多的明星

在节目中导致节目想要的东西太多，最能吸引到人的节目本质没有

很好地表达出来，节目重心出现了偏移。文化类节目的主旨是传承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嘉宾在节目中只是发挥媒介符号的作用，辅助

推动文化传承。[3] 

（三）观众参与度低，无良好互动机制 

现在的文化类真人秀很多都忽视了观众的参与度这一环，只有

将观众带入到节目当中，加强观众的参与感，使大家身临其境，节

目才会更加欣欣向荣。传统文化类的综艺节目就非常注重打造这种

心理上的、虚拟性的参与。[4]像早期的《中国诗词大会》运用了双

频互动的方式，让人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只要扫一扫上面的二维码

就能参加，与参与游戏的嘉宾一样，人们也可以进行答题，答题后

会显示打败了多少名对手。这样的互动方式有效提高了受众的参与

积极性。现在的文化类真人秀也可以通过相关社交软件和视频软件

进行互动，增强节目黏性。 

（四）泛娱乐化问题严重 

目前我国文化类真人秀存在的比较明显的问题也有泛娱乐化，

综艺节目需要以本身的地方特色为基础，将优秀文化植根于节目之

中，而不是因为刻板观念，过于忽视受众，忽略了受众的对于传统

文化的心理需求。片面的认为只要节目形式有趣就可以吸引到受

众，要改变节目的功利化思想，加强节目的创新意识，传播积极向

上的思想内容。好的内容才是被评论认可的最主要原因之一。[4] 

2 文化类真人秀的优化策略 

随着中国硬实力的强大，国家现在越来越重视文化软实力，不

断施行新的文化类政策，中央电视台作为主流电视台不断创新文化

真人秀。文化类节目从萌芽到现在，与发展阶段对应的是以往的节

目必然不适用于现在的阶段。这说明每一个可以长久坚持下去的节

目都必须要有能够保障其收视长虹的方法。本研究通过对不同节目

的展现方式分析提供以下几个建议。 

（一）跨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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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文化类节目的内容大部分是采用主持人的表述。例如曾

经红极一时的《百家讲坛》，《百家讲坛》在形式上采取讲授的方式，

虽采取的是观众感兴趣的历史话题，但节目形式却过于单一，在其

他节目纷纷寻求转变的时候没有与时俱进，节目也就此沉寂。发展

到现在，很多当红的节目多采用较有资历的明星跨界来到节目中担

当主持人再加上专业人员的讲解和明星沉浸式表演的形式，让观众

得到视觉上的鲜活。每一件国宝都有一个明星守护人以及与之相关

的“素人守护人”，他可能是志愿讲解员、考古工作者、收藏家、

博物馆工作人员等等。[5]像张国立在《国家宝藏》中担任主持人，

他的资历比起很多主持人年纪都要大上不少，所以很多年轻人下意

识的就会认为这个节目肯定是一个具有浓厚历史感的节目。《国家

宝藏》很巧妙的运用的观众的心理感受达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主

持人也可以用简单的几句开场白将节目的基调稳重了下来。 

如何将本身带着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的东西与现代文化融合

起来，用“文物+明星”的两者巧妙结合，产生一种流量和质量完

美结合的效应。由像张国立、汪涵这样的主持人讲解将节目打造成

一个颇为具由古老历史感觉的现场，让受众身临其境，而不是只感

觉在讲述一个遥远的故事。当节目的主体真正是历史和文化的时候

才可以让人感觉到传统文化的深度，另一方面采取去主持人化的方

法，让主持人在现场随机应变也可以加强主持人的职业素养，提高

行业内对主持人的要求，作为合格的主持人并不只是简单的表述节

目内容。 

（二）创新性表达 

随着现代科技的蓬勃发展，社会已经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多媒体、多渠道、多平台之间相互融合是势在必行的。现在，无论

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在拓宽自己的发展渠道，两者之间也存在

着融合。电视虽然是第一媒介，但是在现在信息迅速传播，人手一

部手机和电脑的时期也要同其他媒介进行融合互动，拓宽自己的发

展道路。以前的电视节目大多只能通过电视收看，电话连线或短信

支持。许多节目为了获得观众的更多支持也在寻找创新的方式。但

是一些节目对于多媒体的运用还不够充分。媒介融合的好处在于可

以将不同的媒介相互包容，对传播文化进行很好地宣传效果。比如

央视《朗读者》，在微博和贴吧上的宣传，让《朗读者》在网络上

的口碑越来越好。与此同时，《朗读者》还通过展开线下的朗读角

互动加强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感。现在的文化类节目应该充分利用各

种视频软件联合播出，展现节目拍摄时的花絮和采访满足观众的好

奇心，再通过微博和微信等公众号与观众互动，增加节目的覆盖面。 

3.运用叙事学增强传播效果 

（一）叙事学是一门关于叙事作品、叙述、结构和叙事的理论，

它所体现的叙述话语和叙述之间的关系，都是叙事学的一个重要课

题。进在信息飞速传达的时代，表现文化中最为热门的一种就是视

觉文化，而叙事学可以通过 

（二）节目的叙事者主要包括：节目的主创人员，主持人和嘉

宾。例如《朗读者》中董卿就作为主持人提前构思好要询问嘉宾的

问题以及流程安排，让节目在他们的安排下有序进行。而幕后的主

创人员则需要精细的把握现场、调整机位，再经过后期的剪辑制作

最终将节目完整且流畅的展现给观众。《朗读者》的观众是故事的

重要参与者，他们是“次叙事者”，他们有自己的观点，也有自己

的理解。叙述接受者也是叙述的一部分，就是节目的受众。受众的

反响会使大家做出不同的回应。 

（三）在文化类真人秀中，整个节目的叙述不管从任何维度都

是可以变化多彩的。类似《典籍里的中国》就从三个角度，主持人

的表述、明星嘉宾对于历史的现场还原以及专业人士对于每段历史

的讲解。无论是节目的停顿还是拉长，对于时间的灵活运用使节目

的叙事可以有不同的节奏变化。电视节目以现实的现实与无形的虚

拟现实相结合，让节目的播出效果更加具有生活感，和观众产生共

鸣。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建立历史与当代的关系”是文化类节

目突破困境的根本路径。[9] 

(四）传达主流文化 

信息飞速传播的互联网时代，人们对于信息的接收是片段的不

完全的，甚至在某些时候是会被断章取义的。年轻人对于主流文化

没有很好的认知，有时会对主流文化产生误解，认为主流的就一定

是古板的、严肃的，但是在观看好的文化时才会发现原来历史并不

是遥不可及的。文博类综艺通过对文物的艺术特色和审美路径的介

绍，能够快速提升普通受众的审美水准。[6]例如乾隆和雍正两位一

对父子在瓷器上的品味却是大相径庭，雍正和现代年轻人的审美倒

是相差不多，喜欢简约大方的“logo”，喜欢的瓷器颜色大多也是非

常具有高级感，而乾隆喜欢的却让人一眼感觉瓷器好像误入了东

北，穿上了花棉袄，让人倍感亲切。 

在传播学的领域，受众对节目的期待会直接影响其对节目内容

的解读和接受，不同节目的受众群体亦拥有不同的期待视野。[7]年

轻受众对于主流文化的认知和期待可能有所不同。文化类节目必须

和现实、未来发产生融合的关系，才能获得当代观众（尤其是青年

观众）的关注和尊崇。[8]节目在语言的引导上也需要多加注意，不

要过度玩梗，在词汇的表达上也应该更通俗易懂，不必太过晦涩难

懂。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历史和文化都是高高在上的，媒体要引导

现在的年轻人更好的接收主流文化，弘扬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心。文化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停发展的，时下比较时髦的亚文化很

受一部分年轻人的喜爱，百花是应该齐放，但是良莠不齐的信息会

误导年轻人的价值取向，主流媒体对于文化的引导不可缺少，国家

的富强使得人们不断深化内心对于国家深深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对

于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也也来越看重。现在全民几乎都在关注传统文

化的普及，文化类作品更应该传播高质量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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