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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综艺”：慢下来，去生活

“今天的人们开始渴望慢节奏、慢生活，而这种期待会反映到收看电
视综艺的审美取向上”———

本报讯 近日，“盛世中国·翰墨情怀”庆祝十九大
书法名家精品展在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开幕 。
本次活动由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文华阁书画
院共同举办， 旨在以书法艺术传达中国精神和爱国
情怀。

展览共遴选书法作品 150 余幅， 参展作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以丰富人民的
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为主导，同时体现“文化中国的翰
墨传承”的展览主题。

孔子七十一代后裔，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理
事， 女书法家孔昭巍博士用小楷书写十九大报告中
的关于文化自信一章三条屏。 她表示，对于艺术家，
尤其是青年文化艺术学者来说， 要将自身与国家命
运相结合，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养分，做到追求精
神的高贵与物质的富足并举， 担当起文化发展与振
兴的大任。

本报讯 适逢中国与白俄罗斯建交 25 周年，近日，
由中国美术馆与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共同主办的 “白
俄罗斯国家美术馆典藏精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参
展作品跨越 19 世纪至今，共展出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
典藏精品 57 幅，包括人物肖像画、风景画、静物画等门
类，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 展览由中国美术
馆馆长吴为山、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馆长弗拉基米尔·
普罗科普佐夫共同策划， 两馆倾力合作， 筹备历时两
年， 首次将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典藏精品呈现在中国
美术馆的殿堂。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介绍，作为“一带一路”倡
议中重要的节点国家， 白俄罗斯共和国是丝绸之路经
济带进入欧洲的门户之一。当前，在“一带一路”倡议的
框架下，两国携手在文化领域展开了广泛合作。此次展
览正是落实中国美术馆与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合作协
议的重要成果，凝结着两个国家人民、两国美术馆的真
挚情谊。 （植有整理）

赵亮

笑是一种人类生存的能力， 也为处于
快节奏现代生活中的人们打开了一道情绪

宣泄的出口。 无论是传统综艺晚会中的相
声、小品，还是年终岁尾的贺岁喜剧电影以
及近两年火爆网络、 电视双屏的喜剧综艺
节目， 现代喜剧在不断创新与发展中给观
众带来独特的审美体验， 更让人在笑中体
味人生百态。

这两年的喜剧综艺节目经历了一次集

中大爆发。两年前，以喜剧演员竞技表演为
主要的形式的《欢乐喜剧人》《笑傲江湖》等
推出后，便收获了好口碑和高收视率。随之

而来的，便是各种形式的喜剧节目争相上马，以至于面临着节目
扎堆、内容雷同、创作透支等困境。 在经历过群雄并起乱世纷争
之后，如何进行自我革新与破局，成为喜剧综艺类节目创作上的
难题。近期，以北京卫视《跨界喜剧王》为代表的喜剧类综艺节目
纷纷推出了第二季，并玩起了“跨界”，让观众略显“疲劳”的审美
有了些“新意”。

任何艺术形式的发展都离不开创新。实际上，在综艺节目里
出现跨界的形式，早在音乐类节目就有了成功的先例，比如《跨
界歌王》的反响就不错。无论是《跨界喜剧王》还是《跨界歌王》都
以“跨界”为突破口，为传统综艺节目带来了全新的模式。 以《跨
界喜剧王》为例，节目聚集了商界、文化界、体育界、音乐界、演艺
界等各领域的代表人物，在几位专业喜剧经纪人的协助下，展现
属于不同领域的幽默风格表演。一方面，避免了专业喜剧演员因
自身的匮乏性所带来的表演局限，另一方面，不同领域的公众人
物如何打破自己熟悉且安全的领域边界而重新面对挑战， 也是
观众所期待看到的。除了“跨界”组合带来的创作火花，节目中还
将弹幕、素人这些新鲜的、更贴近生活的元素运用到环节设置当
中去，令观众耳目一新。

但喜剧节目的创新绝不止于节目形式上的“跨界”，更应体现
在内容上的“新颖”。喜剧艺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美好写照，内容上
的创新就是要及时捕捉到生活中的料与梗。比如《跨界喜剧王》中，
歌手杨宗纬与杨树林、潘阳合作的《紧张先生》，再现了一个不懂
“爱要怎么说出口”的紧张先生在面临爱情时的忐忑和纠结，作品
中还原了“妈宝男”、“挑剔女”等社会上存在着的典型“爱无能”群
体。作品正是以这种嬉笑怒骂的形式，戳中了当下年轻人在恋爱问
题上的困境与迷惘；跨界嘉宾王博文演绎的《存在感》，则讲述了一
个埋头苦干三年依旧是存在感几近透明的实习生， 在遭遇处心积
虑刷存在的同事不公正待遇后愤而反击的故事， 作品犀利讽刺如
今社会上悄然盛行的干得好不如存在感刷得好的不正之风。

这些贴近现实生活的新视角， 脱离了单纯胡闹逗乐的喜
剧形式，不仅仅是靠攒段子、抖包袱，而是以尖锐泼辣的讽刺
和嘲笑揭露和抨击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反面事物。 这种源自
于内容的创新，让观众会心一笑的同时，更带来远超过“有意
思”的体验。 正所谓，喜剧的艺术特征是“寓庄于谐”。 失去了
深刻的主题思想，喜剧
就失去了灵魂；但是没
有诙谐可笑的形式，喜
剧也就不能成为真正

的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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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大芬油画村
大芬村有“中国油画第一村”的美誉，位于广

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是全国最大的商品油画生产、
交易基地，也是全球重要的油画交易集散地。

上世纪 80 年代， 大芬还只是布吉镇一个普
通的自然村， 收入水平很低。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
伐，这里借助廉价的民房和劳动力进行油画临摹、
复制、收购与销售，将油画这种特殊的文化产业带
到大芬村，并逐渐发展壮大。

如今， 大芬油画村内共有大小画廊和门店
1200 余家， 村内聚集油画从业人员约 8000 人，
加上周边社区从业人员约 20000 人。

图为 11 月 16 日，在大芬村街头走廊过道里
作画的画工们。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影视演员关晓彤参演《跨界喜剧王》。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陈俊宇

相对于今年乏善可陈的中国
综艺市场，“慢综艺”算是让人眼前
一亮。

从今年初的 《向往的生活》到
年中的 《中餐厅 》，再到第
四季度一系列民宿经营类
节目《亲爱的·客栈》《青春
旅社》《漂亮的房子》 等的
出现，“慢综艺” 呈现出蓬
勃的发展势头。

《奔跑吧，兄弟》《极限
挑战》《极速前进》 等竞技
类综艺节目，是“快综艺”的
代表。 当该类型的综艺节目出现收视
疲软、口碑下滑之际，“慢综艺”无疑
成为一股清流，自然涌动。

“慢综艺”遍地开花

三个男人， 一条狗， 一个小山村里有处住所叫
“蘑菇屋”。在一年四季的轮回里，主人们通过劳动换
得食物， 招待远道而来的朋友……这就是今年初湖
南卫视出品的《向往的生活》，算是当下生活类“慢综
艺”的源起。 节目一经播出，就收获了不俗的收视率
和豆瓣评分。

有网友评论说，“清菜小粥一样的节目， 铺天盖
地的综艺中的一股清流。返璞归真田园居，一箪食一
瓢饮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

一席话切中了“慢综艺”的核心所在。 中国视协
艺术评论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和群坡说，“慢综艺”让人耳目一新，节奏慢下来了，
结构舒缓，清新自然。

纵观现有播出的节目，“慢综艺” 基本是不设置
复杂的游戏环节，不强调对抗和竞争，而是将嘉宾放
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让其回归日常生活，像普通人
一样聊天做饭，悠然自得的“过日子”，呈现出最自然
的状态。

从《向往的生活》开始，市场已经看到了生活类
“慢综艺”的挖掘潜力，年中的《中餐厅》更是市场反
应良好。 进入第四季度，生活类“慢综艺”更是遍地
开花。

东方卫视《青春旅社》推出了 10 位合伙人经营
的两家青年旅社， 接待来自各地的朋友； 湖南卫视
《亲爱的·客栈》是一档民宿节目，由两对明星伴侣经
营一家客栈； 另外还有一档纪实体验节目 《小镇故
事》，明星嘉宾到特色小镇体验当地民宿风情、生活

特色；浙江卫视《漂亮的房子》主打户外建筑创意挑
战，嘉宾需要先改造不同民俗特征的民宿，再和飞行
嘉宾一起居住体验；江苏卫视《三个院子》则是兄弟
档、夫妻档、父子档三组嘉宾经营自己的院子。

当然，“慢综艺”依旧只是电视综艺的一种类型。
“我觉得‘快综艺’和‘慢综艺’都是一个大综艺的形
态，‘慢综艺’并不是一个新的节目类型，只是综艺节
目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是一种新的制作理念。 ”湖
南卫视制作人、《亲爱的·客栈》监制夏青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如是说。

“生活在别处”

恰逢今年，“慢综艺”的出现自有缘由。
“‘慢综艺’的出现迎合了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

需求。 今天的人们开始渴望慢节奏、慢生活，而这种
期待会反映到收看电视综艺的审美取向上。 ”和群
坡教授分析道。

他同样提到，国内经济保持稳步增长，直接促成
旅游业的发展。 当人们通过旅游特别是境外游，发
现了慢节奏的生活的可能性，也就意识到“这是自己
希望的生活”。

这与媒体研究者尤亦春的观点不谋而合，“快慢
综艺”的变迁符合周而复始的发展变化规律，这种综
艺制作理念变化的本质，是受众文化鉴赏力的波动、
改变和进步。

《中餐厅》 导演王恬表达过一种认识，“快综

艺”是快节奏社会的初期产物，可以筛选出节目最
精彩的部分让观众目不暇接。 “慢综艺”则是快节
奏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走累了，总要停
下来静静心。

就如《亲爱的·客栈》打出的旗号就是“慢下来，
去生活”。 在山清水秀的泸沽湖边，平时需要快节奏
工作的艺人， 放慢节奏生活 20 天，“用心去感受生
活，聆听内心深处的自己”。

“‘慢综艺’的出现应该会带领中国的电视综艺
朝清新方向发展，区别与传统综艺节目的‘喧嚣’，
让观众内心获得澄净。 ”和群坡认为，这也会对国人
的生活方式有所启发，当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
为一句流行语，那么“慢综艺”呈现出的慢生活正是
人们向往的“美好生活”。

慢生活还与当下城市生活中的焦虑形成鲜明对
照。 由此来说，“慢综艺”就是带领观众逃离都市的
喧嚣，将肉身短暂安置于田园生活之中，营造出“生
活在别处”的意象。

有媒体观察者指出，客栈也好，旅社也罢，说到
底，“生活在别处”原本就是人们心中闪烁的一个执
念，宽慰焦虑是电视综艺的底色。

“小火慢炖”

在当季热播的“慢综艺”中，只有《亲爱的·客栈》
首播收视率破 1，《青春旅社》与《漂亮的房子》均是
收视与反响平平。

而稍早出现的《见字如面》《朗读者》等文化类
慢综艺，普遍拥有良好的口碑，这种“小火慢烹”式
的综艺，以极简主义缓解社会的文化焦虑。 不过，
节目的 收视率 欠佳，面临叫好不叫

座的尴尬。
当同类型节目一拥而上

时，在和群坡看来，这就得由市场与观众来决定，
“要么生存下去，要么难以为继”。基于没有剧情设

置、人物性格设定、矛盾冲突等元素，“慢
综艺 ” 就像白开水 ，偏
“素”。 摆在电视人面前
的考题就是， 如何形成
风格？ 如何靠平淡的桥
段获得观众青睐？

有业内人士表示 ，
对于“慢综艺”来说 ，精
神内容的确定， 显得尤
为重要， 它首先决定了
节目能否成立，其次，它
也将规定节目从嘉宾选
择到环境内容设计的全
部走向。

《亲爱的·客栈》总导演陈歆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提到，节目需要一个顶层设计，主要包括选角、建立人
物关系、增加节目变量。 如果顶层设计不做好，后边再
怎么挖掘都没用、会乱套。

“节目中人物之间的矛盾过于突出的时候，观众的
抗拒心理就开始呈现出来， 轻则给差评， 重则放弃收
看。 ”夏青认为，慢综艺实际上是在“找一个平衡点”，
“我们要了解观众需要什么，了解观众的心态之后再引
领观众，让观众在节目中找到舒适感。 这个时候，一个
节目就形成了它的风格。 ”

不过 ，当下的 “慢综艺 ”尚未形成爆款 ，其制
作仍然处于摸索阶段 。 相对来说 ，以 “快 ”为理念
的综艺节目已经发展成熟 ， 想要与之抗衡 ， “慢
综艺 ”首先要提升原创能力 ，进行更新升级 ，丰
富节目模式 ， 从而延长节目的生命周期 ， 避免
“昙花一现 ” 。

和群坡指出，“一方面，观众长期接受的是‘快综
艺 ’，‘慢 ’ 的口味有一个培养过程 ； 另则在叙事能
力、后期制作及剪辑等方面可以借鉴 ‘快综艺 ’的手
段。 ”在行业内形成共识的是，比起靠激烈的肢体动
作搞笑的快综艺，慢综艺的武器则是小清新的后期、
调色以及 MG 动画、鸡汤旁白，注重从日常行动中挖
掘笑点。

尚处于 “试水 ”阶段的 “慢综艺 ”，一炮而红的心
理自然是违背了 “慢 ”的内核 。 和群坡认为 ，制作平
台应该去追求节目的真实自然与文化内涵 ，用 “小
火慢炖 ”的耐性 ，引发观众对于生活的思考和人生
的感悟。

《功守道》：是情怀，还是营销？
本报记者 刘洋

最近，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和武打高
手联袂携手主演的影片《功守道》，还未在平台上映，
就已经在“双十一”来临之前吊足了大众的胃口。

“全明星对决马云”、“与王菲对唱”、“在奥斯卡
影后妮可·基德曼的介绍下首映”， 如此喧宾夺主的
话题之外， 最火爆的宣传点还在于所有人的免费主
演，只为了配合马云将中国武术的文化推向世界。

那么，这样一部时长 22 分钟，只在网络平台上
播放的短片，真的可以具有如此的魔力吗？

从 11 月 12 日在优酷上放出成片以来， 仅三天
《功守道》共获点击量 1.27 亿，而最新一集的热播节
目《爸爸去哪儿》，则有 9 千多万的点击量。

临时起意的“马师傅”，连续打败了拳击奥运冠
军邹市明、 中国功夫明星吴京、 泰国功夫明星托尼
贾、“香港黑帮打手”向佐、横纲相扑手、“武学高手”
甄子丹、“扫地神僧” 李连杰……最后却被华山派出
所的民警赶走了。

虽然武术指导袁和平、 洪金宝等如雷贯耳的大
名出现在了片尾，“逻辑呢？ 我们也不知道，你问导演

文章去。 ”腾讯娱乐这样说；“抱歉，有钱真的是万能
的。 ”观众留言时这样说。

当“双十一”遇到“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马云，不
论是被网友嘲讽的“杰克苏”式自恋还是被大众转
移了重点的 “钱多任性 ”的评论 ，除了成就马云的
“个人秀”，“推广中国武术文化”的初衷却似乎并未
达到目的。

自 2009 年，淘宝商城在 11 月 11 日的“光棍节
大促销”已成惯例，2012 年又被马云改成“购物狂欢
节”，到 2017 年，这个中国人的购物狂欢节已开始变
成全球狂欢节，美国、欧洲和澳洲全面入场。

“通过马云的天才营销 ，我们对外传播了一个
购物节。 ”在北师大青年教师、数字媒体研究学者陈
亦水看来，“马云演电影的行为倒不是针对电影内
容或者市场卖座，恐怕只能视之为一种明显的资本
行为。 过去还有人说功夫片演员再差也比流量明星
值得尊重，然而现在看来，他们一样成了为马云抬
轿子的人。 ”

从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出英译本到 TVB 五十
年经典武侠剧怀旧巡礼， 武侠话题一再被炒热的当
下，情怀不但可以变现，而且能够转化为影响力。

“现在这个，该叫《功夫不负有钱人》”，对于《功

守道》是个人情怀，还是“双十一”营销，抑或是个人
神话的“品牌打造”，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如
此评论，战场如商场，通过影片的“马云光环”，武术
文化的传播实际上已经成为了马云个人影响力的
传播。

从王石到董明珠， 企业家自己站出来成为品牌
代言人本来是资本提高利用效率的一种高明的手
段，然而，像马云这样通过自己的形象，打通“文化影
响力”和“消费购买力”的“任督二脉”，却仍可以看作
是《功守道》的新尝试。

“互联网企业巨头主要是服务于消费者，而马云
着眼的下一步是将互联网运用于生产领域， 即他念
兹在兹的产业互联网。 ”在著名新媒体平台大象公会
的作者高泉看来，‘双十一’ 可能已经不再是马云关
注的重点， 马云正在创造的其实是一套阿里巴巴的
生态系统。

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 我能撬动整个
地球。 ”阿里巴巴集团 CEO 则在“双十一”之前说，
“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将带动制造、生产、流通、贸易、
渠道管理等环节的全方位变革和机会。 ”

那么， 文化的生产与传播能否与产业互联网与
消费变革相连，同样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