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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媒介环境

的变革给戏曲传播带来了挑战，但与此同

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如何抓住新传播格

局下的机遇让传统戏曲破壁焕新，是文艺

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由中共湖南省委

宣传部、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广播

影视集团（湖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听

‘湘’当有味的戏”《2024湖南戏曲春晚》

以“新”字当头的精神构筑了双面舞台，以

“人”字为核的讲述贴合当下情绪的时代

故事，以“美”字抢眼的要义彰显出戏曲

艺术和潇湘文旅之美，让传统戏曲焕发

“青春态”，为“广电+戏曲”的破圈创作、

广泛传播与创新发展带来了诸多启示。

“新”字当头，形式翻转：
走进双面惊喜舞台，生动诠释
“十年功”

起源于农耕时代的戏曲文化，承载

着时代的情怀，借助传播形式的更新迭

代，戏曲艺术在一次次蝶变中焕发生机

与活力。《2024湖南戏曲春晚》以“新”当

头探索台前幕后，向观众张开怀抱，迈

出了戏曲破圈的宝贵一步。

《2024湖南戏曲春晚》大胆突破传

统单线叙事的方式，以新意呈现出台前

幕后的翻转空间，让观众能够全方位地

了解一出好戏的起承转合。晚会从开场

便放下架子，走出传统的“报幕-表演-

串场”的单线型叙事，镜头跟随着主持人

汪涵来到后台催场。主持人汪涵变身戏社

班长与即将登台的戏曲演员及幕后服装

师、盔头师、乐队等人员展开互动，你一言

我一语中，戏班后台忙中有序的热闹氛围

以全景式的角度呈现在观众眼前。

晚会还将后台妆造、台前准备、绝

技表演等环节呈现在荧屏上，并设置了

观众到后台体验全套戏装的环节。在戏

曲名角肖笑波和张璇带来的节目《梅花

报春》中，两位中国戏剧梅花奖湘籍获

奖者当场挑战“3分钟换装”，带领观众

直击倒计时抢装的紧张和刺激。更有戏

曲艺术家日常流程中“未见其人先闻其

声”的后台导板唱，在紧锣密鼓的默契

配合中，双空间的镜头撬动了立体叙

事，让戏曲爱好者能够深入后台瞧一

瞧，带领“外行人”欣赏戏曲、看懂戏曲。

无须“审美门槛”，更不要“准入考

核”，镜头自会循循善诱带领观众进入戏

曲艺术的世界，戏曲演员也展现出接地

气的一面，在娓娓道来的唱词中，观众便

可直观地看懂戏曲。在双面互动中，翻转

舞台巧妙赋予观众沉浸式的生动体验，

后台视角真实呈现出演职人员的幕后心

血，让“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默契

与汗水再见天日。在“一场大戏，双面精

彩”的主题驱动下，不仅彰显当下的活力，

更是十台百场的巧妙联结，千屏万幕的

戏曲之韵，和戏曲艺术破圈的盎然生机。

“人”字为核，抓住情感：
跨圈合作降低生涩感，同频唱
响“众生情”

《2024湖南戏曲春晚》牢牢把握合

家欢的调性，邀请各界人士合作，不仅

为戏曲爱好者准备了饕餮盛宴，也是为

年轻人打造一场戏曲的梦幻体验。晚会

邀请各个圈层的艺人合作表演，紧贴时

代情绪，深耕湘味情怀，唱出众生之情，

以浓烈的情感表达冲淡戏曲表达中略

带深奥的生涩感。

本次湖南戏曲春晚重点展现戏曲人

的传承，以人为中心构筑起“零门槛”的

准则。晚会中有近期颐之年的老戏骨，有

活跃在舞台和荧屏的中生代，也有初出

茅庐的烂漫少年，更有传承家族衣钵的

稚嫩孩童。无论老少，无论资历，这些热

爱戏曲、关注戏曲的人们打破“次元壁”

强势合作，都在湖南戏曲春晚的舞台上

绽放出光芒，也正是一次次的破壁，让湖

南戏曲直至今天仍葆有鲜活的生命力。

全国最小的“小梅花”奖获得者是

年仅5岁的孔际翰，作为湖南娄底的金

陵甘氏家族京昆艺术的第五代传承人，

他和外婆汪小丹组成了“最萌年龄差”

的戏曲限定组合，共同表演了昆曲唱段

《牡丹亭·游园》。年龄的差值彰显了戏

曲艺术的魅力，在突破年龄圈层的合作

中，展现出的是戏曲事业的代际传承。而

湖南4位平均年龄85岁的花鼓戏名家钟

宜淳、龚谷音、李小嘉、刘赵黔，她们对戏

曲一生的坚守和热爱更是温暖全网。音

乐是一门不用翻译的国际通用语言，民

族的就是世界的。湘籍歌手廖佳琳与国

家一级演奏家蔡霞带来中西方文化碰撞

演奏《花鼓魅影》，更有诸多名家跨界混

搭，在艺术碰撞的火花中弘扬中华文化，

重现时代记忆，描绘戏曲之情。

戏曲中的精神财富滋养着人的心

田。家国情怀、忠孝情谊、万家灯火……

戏曲中承载的是中国人的精神基因。耳

熟能详的故事传递着朴素的道理和对

真善美的向往。晚会中，《白蛇传》《牡丹

亭·游园》《四郎探母》等家喻户晓的经

典故事在晚会中被加以改编创作。本土

化的故事经由改编创新，使得传统元素

和流行文化再度碰撞。在跨界改编中，

映照的是时代情绪，唱出的是百姓之

声，让广大观众沉浸式代入、同感和共

情，让更多人看懂、爱上戏曲。

“美”字抢眼，投其所好：
“文旅热”点燃“戏曲热”，破壁
焕新“山水美”

戏曲之美不仅在精妙绝伦的舞台上，

更在言语之外更广阔的意义空间里。戏曲

的美需要多元化的展示，它并非单一的艺

术形式，它可以同任何艺术跨界融合。我

们应看到戏曲文化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利

用这一特点传递更加新鲜的视听感受。

当下中国的文旅市场爆红，戏曲艺

术更应巧妙借力湖南山水之美，以“文旅

热”激活“戏曲热”，让文旅的美打动年轻

观众，进而传达戏曲之美。戏曲中两三步

亦是万水千山，五六人也可当千军万马。

戏曲想象力的边界被无限延伸，连接到

观众心里的“真”，也绵延至湖南好山好

水中。湖南戏曲春晚利用XR虚拟技术

等先进视听手段，让湖湘大地的名山大

川、江河湖泊、奇峰异岭在舞台重现。昆

曲XR秀《牡丹亭·游园》以杜丽娘和春

香的视角，在悠扬的曲调中，岳麓山、张

家界、洞庭湖、杜甫江阁等湖南美景渐渐

铺陈在观众眼前，巧妙地实现了“文化+

科技”“戏曲+文旅”的融合。“不到潇湘，

怎知春色如许”，而舞台上下，观众未至

潇湘，便能亲身体验潇湘秀丽景色，将姹

紫嫣红、鸟语花香尽收眼底，以身临其境

的体验穿梭在潇湘天地间，领略艺术和

自然双重的美。

美景抢眼，留下目光驻足;美曲动

人，打动年轻观众。这边是戏曲开锣、余

音绕梁，那边是潇湘美景、鬼斧神工。在

传统戏曲艺术与湖南山水的交相辉映

中，戏曲艺术实现了更广范围的破圈创

新和更深层次的跨界融合。戏曲艺术中

以简驭繁的想象力在跨界融合中破壁

新生，戏曲之美的内涵在广阔的潇湘秀

美山水中再度焕发活力。

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统的

舞台形式，让传统戏曲的表演空间得到

了极大的延展。文艺工作者应发挥好电

视媒体的戏曲传播作用以及网络视频

网站的自制功能，依托虚拟现实等科技

手段，构建戏曲传播新格局。让技术赋

能戏曲传播，全方位加强观众的“零门

槛”体验感，在不断破圈中实现戏曲的

焕然新生。

（作者系湖南卫视大型活动中心主任）

为年轻观众“零门槛”打开传统戏曲
——以《2024湖南戏曲春晚》为例

□杨子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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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媒介生态环境的深刻变化和

观众审美的升级，传统音乐类综艺节目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创新压力。观众已

不再满足于单一的娱乐体验，渴望在欣

赏音乐的同时，获得精神上的疗愈、深

层次的文化熏陶和情感共鸣。作为

“音乐慢综”门类的首创节目，《时光音

乐会》主创团队持续探索创新，以亲切

温暖的氛围、从容闲适的慢节奏、回归

音乐本真的纯粹表达、积极热烈的跨

屏交互，力求带给观众新的体验，为音

乐慢综艺节目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创作

路径。

开启回归音乐本真的慢表达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德国社会学

家、音乐理论家阿多诺和哲学家霍克海

默就提出了“文化工业”概念，揭示了大

众文化商品化、消费化的本质，即在资

本主义文明中，文化产品被当成了商

品，按照一定的程序，大规模、批量化地

生产出来，呈现出商品化、标准化的特

点。从2013年《我是歌手》风靡全国开

始，国产音乐类综艺节目全面进入“竞

演时代”，胜负博弈、紧张赛制、巅峰对

决、梦想光环等元素几乎成为音乐类综

艺节目的标配。综艺节目被动卷入“工

业化”“商品化”的生产模式，吸引观众

的是激烈的竞争，但随着人们对慢节奏

生活的向往，这类竞争机制也逐渐失去

吸引力，观众逐渐产生审美疲劳，竞演

类综艺逐渐进入创作瓶颈期。

受到新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主流

价值观的积极引导、大众审美趋势的转

变提升等多重因素影响，更注重内容深

度和情感体验，追求高品质制作和人文

关怀的慢综艺节目开始备受青睐。《时

光音乐会》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

运而生，开启关于音乐慢表达的尝试。

与传统的快节奏的音乐综艺相比，

慢综艺以松弛闲适的状态呈现节目内

容，展现出更真实、更贴近生活的一面，

强调情绪的自然流露和情感共鸣，会尽

可能地关照参与者的内心反应，引发更

深层次的共鸣和对彼此价值观的认同。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开始

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渴望逃离封

闭压抑的环境，到自然广阔的空间中寻

找生命链接的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

带着崭新音乐气质的慢综艺节目《时光

音乐会》脱颖而出。在诸多种类并存的

综艺市场上，它的突破和创新是值得探

讨与研究的。

内容构建与形式呈现寻
求新突破

形式创新，以极简模式构建观众与

节目的全新连接。《时光音乐会》摆脱被

市场绑架的生产模式，打破传统音综的

竞演模式，首次将慢综艺元素与音乐节

目相融合，没有复杂赛制、没有华丽的

舞台和夸张的设计，成熟歌手摒除胜负

欲，以乐会友，音乐寄情，给大众带来

颇具疗愈力的陪伴。如《时光音乐会》

前两季脱离录音棚与竞演舞台，舍弃

喧嚣浮华，将场景置身于如诗如画的

自然旷野中，大家自由围坐，营造出户

外音乐会温暖、醇厚、静谧的沉浸氛

围。没有激烈赛制带来的紧张和冲突

感，歌手们可以彻底放下包袱，让这场

音乐会在人物关系、情境营造和话题

制造中自然生长，观众也不用担心自

己喜爱的歌手被淘汰，歌手们通过歌

声释放出一路走来的人生感悟，唤醒

了大众的个体意识和时代记忆，直抵

人心，历久难忘。

内容创新，以“故事+音乐”构筑慢

综艺的全新视角。《时光音乐会》几乎

囊括华语流行乐坛的代表性人物，如

何激活歌手之间、歌手与歌曲之间、观

众与节目之间的尘封记忆？能否穿越

时空，搭建起一座“时代音乐桥”，并借

助故事性元素，构建引人入胜的故事

结构，是节目成败的关键。《时光音乐

会》采用文学剧本的手法，以叙事和音

乐的两条主线交叉并行，既让故事成

为音乐的注脚，又通过音乐将故事的

情感进一步升华，从而构筑起音乐慢

综艺的全新视角。

写信读信，以文学的美感唤醒集体

记忆。《时光音乐》中设置了“写信读

信”的环节，以充满仪式感的方式让时

光音乐人与自己对话。比如第一季中

的节目开篇，节目组以第三视角，让每

位歌手给过去的自己写一封信，展开

一场直击灵魂的对话，并引出一系列

和音乐相关的故事。谭咏麟选择写给

1985年的自己，那一年他发布了电影

《龙兄虎弟》的插曲《朋友》，时隔36年，

当《朋友》这首歌在《时光音乐会》中再

度唱响，上世纪80年代的青春记忆仍

然真挚，让人唏嘘感慨。《时光音乐会》

以文字为载体引出的悬念设计颇具仪

式感，也更好地诠释出节目所要传递的

理念和价值观，让这档音乐慢综艺节目

充满文学的美感。

流行音乐经典引发跨越
代际的情感共鸣

日常化叙事，以松弛的状态提供情

绪价值。来赴《时光音乐会》之约的歌

手，个个都有主角光环，在华语乐坛有

着重要地位，但节目放弃以往音乐综艺

节目惯用的激烈赛制和戏剧性冲突的

设计，舍弃主持人机制，尽量打造出属

于“时光家族”的场域，营造家庭朋友圈

的聊天场景和氛围。“时光故事”正是这

个场域的重头戏，在这样的“家族聚会”

中，只有真实、不做作的倾听分享，做回

普通人的轻松和坦荡，让观众在无形之

中被带入节目的场景，带来层次分明的

内容质感和观感体验。

如《时光音乐会》第二季中，从歌坛

隐退全身心回归家庭的孙悦，又在知天

命的年龄强势复出并依然保持充沛的

生命力，让大家看到生命不同阶段的努

力和精彩。而在听歌猜名游戏中，时光

家族的人们全部变回孩童，抢答的、耍

赖的、木讷的、干着急的，无论是欢乐喜

悲，还是困境中的成长，《时光音乐会》

都把它当成生命的常态，不回避，不掩

饰，所呈现出的真诚和松弛感，构成《时

光音乐会》珍贵的底色，将“慢”的魅力

更加从容地释放出来。

回归音乐本身，以纯粹的热爱传递

生命力量。回顾那些现象级节目，不难

发现，无论节目形式如何变化，追求艺术

本体的价值仍然是音乐类综艺节目坚守

的初衷。《时光音乐会》执着于这份纯粹

的坚守，将经典音乐融入时代记忆和歌

手生命体验，成就不同年代歌手之间的

音乐碰撞，凸显音乐原本的生命力和创

造力，真正向观众传递慢综艺的治愈感。

如《时光音乐会·老友记》，以友情

故事为基底，将音乐呈现进行全方位升

级。深受“90后”“00后”欢迎的歌手张

杰，挑战新一代“战歌”《孤勇者》，嗓音

温暖磁性又高亢嘹亮，带来积极向上的

能量；伴随芒果台综艺节目成长的邓紫

棋呐喊“天空没有极限，我的未来无

边”，那种用尽全力冲破阻碍、与命运搏

斗的勇气，特别励志。相对于前两季，

2023年推出的《时光音乐会·老友记》聚

集了更多新生代的年轻音乐人，他们的

演唱既照见当代青年人的生活态度和

蓬勃风采，也创造了许多温暖朴素的音

乐作品，被观众持续关注和期待，自是

情理之中。

多元营销策略有效触达
更多目标群体

传播创新，通过多元的新媒体营销

扩大影响力。新媒体时代，如何综合运

用新媒体端对节目进行营销，是慢综艺

发展路径中的关键一环。以第一季为

例，从2021年 10月 22日首播到2022

年 1月 28日收官，《时光音乐会》14期

节目连续获得三网同时段省级卫视收

视第一、微博抖音综艺榜长期第一、电

视新综艺网络影响力领先，宣推触达用

户规模38.3亿，《时光音乐会》被业内认

定为慢音综标杆。对于节目创制团队

来说，这是一次带着冒险精神的重新出

发，能收获如此广泛的影响力，与宣发

的整体布局和互动性参与感的提升密

不可分。

构建独有的传播体系，进行针对性

内容投放。从《时光音乐会》的音乐品

质、口碑建立、人物热度、观众交流通

道、大事件引流等方面分头分批调研入

手，建立明确的宣传目标，构建属于该

节目独有的传播体系，并针对各块任务

进行具体分解。除了传统的电视媒体

和广播电台的营销途径，新媒体营销，

尤其是热搜话题运营和短视频运营发

挥巨大作用。如《时光音乐会》的微博

内容运营，紧跟热点，并运用年轻化表

达，锁定新锐青年，以“艺人+作品+创

意表达”的模式引爆话题关注，成为长

期霸屏微博热搜的秘籍；短视频渠道则

以抖音平台为大本营，内容分发依据

“先短后长”原则，紧跟微直播发布节

奏，先发布歌曲最精彩部分（约30秒），

再根据用户反馈发布纯享完整版，待节

目播出后再发布直播版，一期直播趁热

打铁可连续制造三波关注，《时光音乐

会》因而成为抖音平台同季度粉丝量最

高的新综艺节目；而B站、知乎、豆瓣等

论坛贴吧平台，则以议题设置为先、通

过引导UP主投稿评论以及与艺人的联

合投稿，引流到对湖南卫视、芒果TV相

关账号的关注。

创新多元的互动模式，与观众共创

治愈系IP。《时光音乐会》创立了“艺人

陪伴+观众参与+创作反哺”的互动模

式，比如节目会通过微博发起投票，根

据网友的投票结果决定最终的演唱曲

目，充分体现了对《时光音乐会》忠实观

众的尊重；其次，《时光音乐会》还开辟

写信通道，前后有4000多位网友参与

回信，分享了自己与音乐、与时光音乐

人之间真实感人的碎片记忆，通过跨屏

联动，更多网友的声音能被听到、被传

播，这样的情感的累积，大大增强了观

众与节目的黏性；艺人全程陪伴、观众

体验式参与、创作者奔赴式回应，形成

了良好的呼应，创新实现了《时光音乐

会》这档治愈系IP的共创。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快

节奏的生活现状，使人们对于慢生活有

着深刻的向往和期待。作为慢综艺节

目的清流，《时光音乐会》不按机械化、

工业化的模式生产，不盲目跟风，不鼓

励输赢，不过分追求戏剧性冲突，不过

度依赖歌手，而是追求音乐聆听的极

致、视觉呈现的唯美，追求真挚的人文

关怀、年轻态的互动方式和慢板的留

白，以音乐的治愈能量，形成人类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随着慢综艺的发展，新一季《时光

音乐会》如何避免同质化现象以及节目

内容过于平淡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和研究。随着媒体行业的不断变革，未

来在商业运营和产业发展层面的拓展，

也是一个潜在的研究方向。总之，《时

光音乐会》通过三季节目的有益尝试，

为音乐类慢综艺节目的发展提供了无

限可能，必将孕育出更多值得关注和研

究的新课题。

（作者系湖南卫视节目中心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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