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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視頻當道 王牌綜藝IP遭遇製作瓶頸

從影視劇到綜藝節目，能發展出人物關係
的組合最能攢流量。有網友調侃：「沒關
係，不爆款。」《花兒與少年4》產出了如
楊冪和趙金麥的「麥阿冪」，丁程鑫、趙今
麥的「前程似今」，李斯丹妮和韓東君的
「喊冬天」等組合。節目裏的姐妹情、兄妹
情、姐弟情也一度登上娛樂熱搜榜單。
不僅觀眾喜歡看各式人物組合的火花碰
撞 ，明星嘉賓如楊冪亦如此，她在節目裏
為李斯丹妮和韓東君的情感碰撞花式命名。
觀眾化身為「顯微鏡達人」，發展各類組

合的延伸故事，為日常生活供應一些甜味
劑。此外，追看綜藝、電視劇，年輕的觀眾
也開始發展為「熱心製作人」，喊話播出平
台，甚至給製片人留言，點播想要看的花

絮……因此，也就不難看到，看劇，觀眾更
沉迷花絮；追綜藝，觀眾會蹲守如芒果TV
特供的綜藝「納涼特輯」。
網友的訴求在一些節目中逐漸被滿足。一

起發展不同的人物關係故事，不只是一種簡
單的個人娛樂方式，也演變為網絡社交的硬
需求，更是影視劇、綜藝節目攢熱度的「通
用法寶」。
回溯《花兒與少年》IP系列，該節目最大

的看點一直是人物關係。從前幾季，人物之
間的「撕扯」和衝突帶來的持續熱度，到本
季鎖定美好的關係去突破原本很會造話題的
「花學」配方，李超告訴記者，10天選好7
個藝人嘉賓，每個嘉賓背後節目組都需面聊
二三十個不同的藝人，最終才篩選出本季嘉

賓組合。
李超認為，在

節目策劃階段，
思考「想要呈現
什麼？」「如何
呈現」？當「什麼」成為主題，「如何」成
為格式解題時，角色是所有故事的提供與支
持者。
綜藝節目的成敗很多維繫在選角上，嘉賓

藝人要有鮮明個性，也要能與其他嘉賓互動
衍生不可預期的效果，引發笑點、思考、啟
發都很重要。李超認為，綜藝嘉賓選角，判
斷的唯一標準就是需要有強烈的化學反應。
簡單一點說，就是能不同程度地發展出豐富
多元的衍生故事。

「看湖南衛視、芒
果TV的節目，很容
易動容，也總是熱熱
鬧鬧。」一位80後
中國網友曾分享說，
外地出差住酒店，覺
得害怕或孤單時，打
開湖南衛視，那份快

樂和熱鬧，令人心安不少。
這樣的觀感評價，應該不是互

聯網隨處可見的「水軍」話術。
電視湘軍的名號流傳至今，中國
有不少學者陸續把目光對準這片
持續擁有生產創造力的娛樂熱
土。作為一路從湖南廣電系統成
長的電視人，李超最早師承湖南
衛視的金字招牌之一—廖珂團
隊。
真實和情感的舞台表達，一直

是李超製作節目的核心支撐。李
超對「湘軍文化」和這片土壤後
面的「一帶一師徒制」感觸最
深。像觀眾熟悉的龍丹妮、洪
濤、廖珂等團隊，都是個人風格
明顯的老師。等到了自己帶隊組
團做節目，真實和真誠的信念自
然而然就會貫穿始終。
「真誠確實最打動觀眾，我
會去傳承這樣的理解，培養到
我團隊裏的年輕導演們。」從

行業內最早探索製片人
制度、工作室制度開
始，湖南廣電對爆款節
目的追求從未停止，但同時，對
自己最擅長的「真情」也從未懈
怠。給到觀眾層面的真誠表達，
最直觀的就是用簡單的鏡頭語言
去呈現。
李超也經歷過從繁複到節制表

達的探索期。職業發展中，影響
最深的一個舞台是2012年湖南衛
視跨年演唱會，中國歌手、演員
俞灝明經歷了兩年多的燒傷復健
復出的首舞台，向大家傳遞「其
實我還好」能量。
作為該節目的導演，李超前前
後後準備了五六版的舞台設計。
最後，最為簡單樸素的背影跟拍
模式，從舞台的安全通道，走向
升降台，再從升降台緩緩走向舞
台跟所有的觀眾見面。
一分鐘不到的舞台設計，觀眾

從感受到共情，再到感動於俞灝
明一路走向舞台中央的呼吸變
化，成為當年跨年晚會的「催淚
彈」，也創下了晚會的一個收視
高峰。
自此之後，李超對節目製作，
就朝着「見山是山」的簡單和真
誠不斷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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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資深電
視人，李超感
受到微綜藝已
悄然成風。

享有內娛旅行綜藝真人秀「開山之作」
美譽的《花兒與少年》第四季請來了

綜藝感爆棚的楊冪，作為節目一大熱點嘉
賓，卻意外帶來一個收視話題：即使是楊冪
的粉絲，也少有人能耐心追完電視播出版
本，更多人興致勃勃蹲守網絡端追看片段、
繼而發散節目在各大社交平台的「粉絲流
量」。
此處需贅言一番，《花兒與少年》最初是
2014年由廖珂團隊推出，後續也由「百萬文
案大神」出圈的吳夢知團隊接手操刀過。曾
經主打海外旅行自助真人秀，一眾明星藝人
境外的「囧」遊也激發了中國民眾境外遊的
熱情。

應和觀眾高密度能量需求
《花兒與少年》今年啟動第四季，且節目
聚焦房車、露營，提煉出「發現141公里的
旅行美好」口號。李超在一份旅遊報告中獲
悉，在距離城市中心141公里內的露營地，
帳篷和房車，為疫情之下的大家創造了美好
空間。
出遊，也是一種情緒的出口。李超在節目
製作初期，就希望聚焦美好關係的呈現，在
簡單、真誠的互動中呈現更多「以情動
人」。當節目首波熱搜話題出現無聊、瓶頸
這些詞條時，作為傳統電視人成長起來的製
片人和總導演李超告訴記者，他帶着兩個觀
察來直面。
首先，年輕觀眾，對於綜藝節目的節奏、
內容都產生新的需求。通俗來說是，內容的
看點以及笑點要求更高，需要像一部合格的
荷里活大片，秉持三分鐘產出一個笑點、五
分鐘引出一個大爆點這樣的高密度能量需
求。
其次，一個成熟的項目IP在手，播出後遭

遇創作瓶頸問題，行業人士也在探討，以年
輕人為主打的「小屏時代」，綜藝製作如何
玩轉「大屏小屏」？
「我自己也比較關注一些微綜藝和中視
頻綜藝。」李超借助社交平台各路觀眾
的及時反饋，也在積極直面一個事
實：觀眾對於90分鐘體量的長
視頻綜藝節目，已經缺乏追
看的動能。另一邊，節目

在網端製作的一些15分鐘、30分鐘的短片
內容，反饋就比較熱鬧。
社交媒體時代，綜藝也面臨大屏、小屏的
不同製作需求。正片作為一道主菜端上桌，
一些短小片段經過互聯網的傳播方式來加
工，更加爽口下飯，催人胃口。就拿《花兒
與少年4》的前期策劃和籌備來說，今年
初，湖南廣電內部正開始運行雙媒體、雙平
台融合策略。這番改革對於傳統電視製作人
而言，除了電視收視成績之後，也要考慮芒
果TV網絡端的點擊量、會員收益等數據。

微綜藝和中視頻是大勢所趨
雙平台考核標準激發創作者在節目策劃和

執行時就要清楚認識：不同平台的觀眾更喜
歡看什麼？「其實這一次選角，我們還是考
慮到了網絡觀眾的需求，包括像在時代少年
團丁程鑫、趙今麥和楊冪的選擇上都均有考
量。」李超也在探索。例如，在網絡播出的
第一集，面對粉絲群體，內容編排需要借助
一些藝人的粉絲流量去打出節目熱度。
「粉絲流量對於節目製作其實不衝突，它
更多的是一種新的打開方式，」 李超坦
承，多平台的製作和播出需求，倒逼節
目在整個策劃、執行、製作時去調整
和傾斜。在拓寬觀眾群體的基礎
上，既要保留電視端的傳統優
勢，又要拓展網絡端的新群
體。簡而言之，就是要做
到可以令觀眾「自由切
換」的收看需求。
此類嘗試，李
超「經口碑質
疑一役」後
更 有 頭
緒。

作為湖南廣電內中堅力量的一批青年製片
人、總導演，李超操盤過各式節目。有《運
動吧，少年》這種聚焦體育生的選秀節目，
也有聚焦消防員真實故事的熱血綜藝《勇往
直前的我們》，還主導過湖南衛視多年的雙
十一、雙十二晚會。在不同內容製作和輸出
中，李超也感受到了新的風潮：微綜藝和
中視頻已是大勢所趨。
「未來兩三年，微綜藝會有更多可
能性。我也希望去嘗試製作一些
適合在電視端播出的短視頻綜
藝。」李超，期待自己能
成為引領者中的一員。

追劇、看綜藝得用
倍速，花絮比正劇

「香」……觀眾順應技術潮流而變化的口
味，正在成為傳統電視人必須直面的頭等大
事。作為中國旅行綜藝真人秀開山之作《花兒與少年》播出到第
四季，節目口碑出現「無聊」等熱話詞條。該節目製片人、總導演李
超也有話說：中國綜藝走出了百花齊放的狀態，現在不少王牌IP項目
遭遇製作瓶頸，創作者也需要走出舒適區去應對創作危機。與此同
時，李超也強烈地感受到：90分鐘的長視頻綜藝節目不太吃香，微綜
藝已悄然成風。綜藝製作如何玩轉「大屏小屏」，成為一個傳統電視
人站在十字路口時先要想清楚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