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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仲维莉

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娱乐行
业几近停摆。上半年不论是电影还
是综艺节目都比较萧条，云综艺的
收视率也不甚理想。而从五月伊
始，新综艺接二连三地官宣，各大
卫视以及视频网站皆铆足了火力
冲击下半年。不只是之前的综艺新
一季，下半年定档的上新综艺就超
过50档！各个题材遍地开花。一场
综艺收视争夺战，就此开场。

突出各台优势
新综艺纷至沓来

今年各大卫视都在稳固自己
优势的同时，不断地开创新品。下
半年原创综艺集体爆发。最突出的
要属湖南卫视，一向在内容创新方
面有独特见解的芒果台今年各个
种类都有涉及。例如比较擅长的音
乐综艺今年又推出了《听什么歌都
像自己》，《巧手神探》则对准的是
手工领域，融入了解密等色彩，更
赋予了文化综艺新的看点。还有
《鲜厨100》《父子对对碰》以及为
冬奥会准备的《热闹少年》等，都十
分令人期待。而东方卫视则持续在
喜剧领域和舞蹈领域拔得头筹。舞
蹈类综艺此次引进英国BBC的《最
棒舞者》，采用云观众投票网台联
动新技术，或将带给观众全新的体

验；喜剧方面今年将推出《喜剧有
新人》，拟邀沈腾、贾玲等喜剧明星
继续发掘喜剧类人才。而浙江卫视
则开始打造明星个人品牌的综艺节
目，例如金星的《谈谈心，跳跳舞》；周
杰伦的《周游记》；徐峥的《一宅到底》；
还有邀请王菲参与的《天赐的声音》，
光是这些颇具话题的明星就足够
为节目拉来一波收视。

老牌综艺创新
流量颜控年轻化

除了原创综艺，一向受大家欢
迎，口碑好的老牌综艺始终是各大
卫视收视率的王牌保障。《奔跑吧
兄弟》第四季、《极限挑战》第六季、
《最强大脑》第七季陆续在下半年
上档。大IP的好处是不用过多宣传
就会有流量，但是劣势在于观众会
出现审美疲劳。还容易遭到同类型
网综的分流。所以如何在大潮中稳
住自己的地位，老牌综艺必须解开
枷锁。首要就是从嘉宾阵容上创新。
以《极限挑战》为例，原先的极限男人
帮只剩王迅一人在，而换上来的雷佳
音，岳云鹏，宋小宝都是大众所喜爱
的喜剧演员，碰撞全新火花给人耳目
一新的感觉。另外还邀请到了顶流迪
丽热巴与当红小生邓伦，满足了一批
“颜控粉”，打破了老牌综艺与年轻
人的壁垒。而内容方面也不断地提
升烧脑程度。虽然开播之初褒贬不

一，但是不断地迎合观众口味、创
新变革是值得肯定的。

网综重视互动性
带货类综艺成新宠

网综今年更是不甘示弱，各大
平台都在持续发力。爱奇艺今年深
耕了体育方面，《我们是冠军》《夏
日冲浪店》让明星与体育竞技近距
离接触；而作为后疫情时代的节目
趋势之一，一批带货类综艺逐渐成
为新宠，优酷的《有间闲鱼铺》《嗨
皮仙女》《花花淘花铺》等都是以
“带货”为主题的综艺节目，且会和小
红书、闲鱼、淘宝、天猫等电商合作。腾
讯今年则利用网络平台优势，开发了
一档互动综艺节目《我+》，创新融合
了影视剧,互动游戏,综艺等多种形
式打造的真人角色扮演。当然王牌也
不能丢，《风味人间2》继续强化“下
饭”标签，与德云社合作喜剧新品
《德云斗笑社》也是今年的一个重
头戏。
总的来说卫视和网站在创新

方面各有千秋。但是从目前播出的
新综艺收视效果来看，表现与反馈都
平平。明星的重复，内容的雷同让观
众的审美疲劳加剧。创新固然是好，
但在量提上来的同时，质也要跟上。
毕竟每一个优秀综艺的诞生都是台
前幕后人员的苦心孤诣。下一个爆款
在哪里？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半岛记者 仲维莉

近日，《风味人间》第二季正在热
播。片中垂涎欲滴的美食撩动着每个
好食者的心。美食不仅仅是食物，还承
载着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生活方式甚
至精神信念。半岛记者独家对话《风
味人间》美食顾问董克平。美食赋予
我们的，又何止是口舌欢愉的滋味。

人与食物的关系
是一个地方的人文写照

已经不知是第几次来青岛的董
克平还是一如既往地眷恋着大海的
味道。提到海货是津津乐道，“每次来
青岛都能撑到走不动”。作为《风味人
间》的美食顾问，董克平很谦虚。“其
实我在其中做得很少，只是为各集的
导演们提供一些思路”。《风味人间》
系列的大火并不是偶然。它以美食为
入口，切实记录了中国以及世界各个
民族、各个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董
克平始终认为应季应时的食材就是
最好的美味。而人与食物的关系，通
常也是一个地方的人文写照。《风味
人间》并不局限于呈现美食，也将食
物背后的人文思考传达给观众。从
一餐饭的讲述中记录了劳动人民平
常生活的点滴，使观众加深了对中
国传统饮食观念的认知。食物背后
的文化力量和历史传承，使食物已
经不再是简单的食物，而是文化的
承载体。而这些普通人也不仅仅是

农民、工人，文化更是传承者和传播
者，每一集传递出的是他们知足常
乐的生活态度以及对家乡美食的无
比骄傲，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中国饮
食文化的精髓。

“共情”
让美食节目立了起来

任何一种味道记忆都与情感有
关。电视做美食观众吃不到也闻不
到。如何能让观众更深入地感知这份
食物呢，董克平认为，“共情”是《风味
人间》之所以能立起来的主要原因。
“无论甜也好，咸也罢，共情都是最重
要的因素。它能够在讲故事的同时，
让观众产生共鸣。《风味人间》每一集
选择的美食都基本是当地的传统饮
食，是多少年来深深地扎在土地上
的。其实很多食物没有什么复杂的秘
密。但是就像火腿离不开金华，血旺
离不开四川一样，只有当地的美食才
是最有风味的。青岛人也会认为梭子
蟹是最美味的螃蟹，这就是故乡情
结。”味觉里的人情、乡愁、记忆，随时
牵动着观众的心。食物在味觉记忆
中延伸出来的家与亲情的味道，都
能牵引出人对家乡的眷恋，食物成
为了传递情感的最好信使。也使得
其具有了浓厚的人情味与生活感。
怀抱着“对世界的敬畏，对食物的崇
敬，对劳动的感恩”，《风味人间2》
五集就获得了4 . 2亿的播放量。还
被观众称为“减肥禁片”，这无疑是

对《风味人间》的最高认可。

饮食文化的复兴
也是中华文化的复兴

与《舌尖上的中国》不同，《风味
人间》系列更强调全球化。而这一季
的《风味人间2》国外篇的比例比第
一季篇幅又有所加大。董克平认为，
东西方的饮食其实有很多不谋而合
之处，比如说小麦在中国是馒头，到
了西方就变成了面包，烹饪方式不
同，但都是大家平日里所依赖的主
食。董克平表示，食物是所有人类文
化的起点。《风味人间》中西对比的
拍摄手法，不仅是表现文化的差异，
也是文化的交融。中国幅员辽阔，上
下五千年的悠长历史，饮食文化异
常丰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
法比拟。饮食文化的复兴也寓意着
中华文化的复兴。而这一切都建立
在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
富足的基础上。就国际而言，从美食
节目中了解到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
的魅力。食物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
的纽带，使中国的饮食文化张力得
以完美释放。借美食探讨百味人生，
这是中国人在东西方饮食文化交融
碰撞中对本土美食的一次完美展
示。美食的交流，也是文化的交流，
中国美食在国际间的流转，是中华
美食的骄傲，也建立起了中华儿女
的民族自信。这或许也是拍摄美食节
目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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