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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下国内不少综艺节目热衷于用高片酬邀请明星加盟，片面追求轰动效应和高收视率的背景下，北京卫视坚守“有价值观

的收视率才是有价值的收视率”的理念，推出了以“非遗”文化项目为核心选题的“国内首档传统文化展示真人秀节目”《传

承者》，聚焦传统文化遗产生存现状，探寻传承者背后的故事，并提供了新老两代人思想交锋的舞台，开创了大型季播节目的

全新题材类型。这既让北京卫视“差异化”、“极致化”的办台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也传播了马头琴、京剧、高台花鼓等大量民

族传统音乐文化遗产，促进和提升了音乐受众的相关思考和素养。

［关键词］传统音乐文化 音乐传承 真人秀

近几年，在《奔跑吧兄弟》、“爸爸”系列真人秀节目

引发收视狂潮之时，北京卫视低调前行，不动声色地推

出了一档传统文化展示类的真人秀《传承者》，以推动中

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节目宗旨，选拔优秀的“非

遗”传承者，向世界人民展示包括音乐遗产在内的博大

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也颇受好评，收视率表现不俗。

第一季《传承者》由陈道明、范明、侯佩岑、王纪言组成

“导师”阵容，并且由能言善辩、代表年轻人心声的青年

代表组成青年团，于 2015 年 11 月 14 日首播时就获得了

1.55%的收视率，在竞争激烈的周六晚间同一时段排名

第三。第二季改名《传承者中国意象》后，由陈道明、华

少、朱丹、范明担任“导师”，又不负众望，在 2016 年 9

月 11日首播后延续了收视佳绩，收视率稳居全国同时段

节目前五。这说明，只要通过合理创造，收视率与社会

效益并不一定是矛盾的。也可以说，在国内电视真人秀

节目跟风情况较为严重、同质化的节目导致观众审美近

乎疲劳的情况下，北京卫视坚守着“有价值观的收视率

才是有价值的收视率”的理念，给国内同类节目带来了

一缕清风。

《传承者》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原因自然是多

方面的。笔者仅根据个人看法总结以下几点，并以其音

乐文化传播方面的事例佐证之。

一、内容为王，
聚焦传统文化生存现状

中国内地荧屏上现存的真人秀节目大致可以分为四

类：以《奔跑吧兄弟》、《非诚勿扰》为代表的娱乐类真人

秀；以《交换空间》、《赢在中国》为代表的生活服务类真

人秀；以《公民行动》、《梦想合唱团》为代表的公益类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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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卫视《传承者》节目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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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秀；以《为她而战》、《婚姻保卫战》为代表的情感类真

人秀。在这四类真人秀节目中，明星几乎是永远不能缺

少的主角，而娱乐休闲和高收视率是不少节目的主要追

求。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电视战场上，内容为王是一个看

起来不会过时的“真理”。而在真人秀节目如雨后春笋

之际，北京卫视没有一味跟风是难能可贵的。该台着眼

于内容方面的积极创新，别具一格地以一档将中国传统

“非遗”音乐和其他文化项目的传承为宗旨的真人秀节

目，得到收视率、好评率的“双丰收”，可以说表面上意

外但实际上不意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息，在人类历史文化的

长河中熠熠生辉，这无疑是丰富的节目创意资源。但

是，一些短视的做法让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始终面临一个

怪圈的诱惑，即一味购买海外电视产业的版权，甚至原

封不动地照搬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引起过轰动、获得过高

收视率的节目。诚然，这样做也可能在内地取得一些漂

亮的收视率数据和较强的话题性，但新瓶装旧酒、换汤

不换药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如果想长期在竞争激烈的视

听娱乐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推陈出新，努力设计

富有首创性的“名片”型节目。北京卫视应该深知，以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节目的特点，是关注度和收视率的一

个有力保障。在此背景之下，北京卫视不仅着眼于“非

遗”项目上的另辟蹊径，还将其传承人请到演播室的舞

台上，向电视观众“当面”展示他们的独门技艺，这不但

让观众大呼过瘾，还引人反思当下我们对祖先文化传统

的忽视，等于间接地呼吁大家去关心爱护我们的艺术和

文化遗产，不要放任它们渐渐被遗忘。这个节目用“真

挚情怀、真实争鸣、真诚致敬”的三重定位，把许多观众

的视线拉回到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上来了，帮他们

找回了曾经远离的文化之根，激活了潜藏多年的文化之

魂。何况，在节目中通过投票胜出的 10 个项目，将由

“导师”带领，走向联合国的舞台，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人民也能领略中国文化遗产独特的魅力。

这方面可以用该节目对马头琴音乐的传播为例。到

目前为止的两季节目，均邀请了已经年过七旬的国际级

马头琴大师齐·宝力高为观众演奏，他拉马头琴六十多

年，是全世界五分之四马头琴乐曲的创作者，也是内蒙

古新一代马头琴学派的代表，培养了不少青年人才。他

对马头琴艺术的执着和坚守，带给观众很多感动。在他

或热情奔放，或雄浑壮阔地演奏了不少代表作之后，主

持人采访了他，而他在回答中对电视观众表达了对这项

“非遗”的传承的担忧：全世界只有一所学校是专门学习

马头琴的，而这所学校现在只有一百多个学生。从成吉

思汗时代流传至今的音乐遗产，难道要在当代消逝吗？

这无法不引发观众对我国音乐文化传承的沉思。而他

“只要马头琴在，我永远不死”的宣言，更是成功地将节

目的氛围带上了高潮，提高了传播的品质。

二、精神传承，
探寻传承者背后的故事

《传承者》希望让观众在收看的同时也深深感受到，

我们今天传承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种精神，而它

又浓缩和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

各族人民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其生存和发展的纽带、

支撑和动力。所以，在节目中，传承者展示的也不仅是

独门绝技，还有他们背后那令人敬仰的精神。

比如，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之一，《传承

者》第二季第十一期节目就特别突出地弘扬了这一精

神。在这期节目中排在第三位出场的，是当今中国京剧

界人气最高的四大流派传承人，即梅派的李胜素、尚派

的王艳、程派的迟小秋、荀派的管波（这四人也都是梅

花奖的获得者），他们聚首在这个节目的舞台上，演唱了

京剧四大流派的经典曲目《贵妃醉酒》、《乾坤福寿镜》、

《锁麟囊》、《红娘》，可谓非常难得。而 1927年，中国京

剧界评选出了“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

慧生，这四位前辈创造了中国京剧最辉煌的时代，艺术

造诣享誉海内外。为此，《传承者》节目组安排了四位著

名传承人向前辈致敬的环节：唱段结束后，全场嘉宾和

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向京剧四大名旦致敬，四位流派的传

承人也面向身后大屏幕上的四位老师行礼以表敬意。这

种追忆先师的行动，让观众在名角精湛的唱功之外，通

过沧桑的历史传承感，进一步体会了京剧文化的博大精

深及其生命动力。可以说这不仅是对京剧艺术的褒扬，

也是对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精神的礼赞。

团结协作也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之一。这里

的一个例子虽与音乐关系较远，也不妨提一下。在第二

季第五期节目中，天津市杂技团带来了难度极高的节目

《风雪边关》，该节目在代表中国参加的国际各大杂技节

比赛中，均获得最高奖项，成绩十分耀眼。节目中含有

一个旋转 720 度加前空翻上肩的动作，这个号称当今全

球最难的杂技动作是天津市杂技团独创的，演员们排练

时为此付出的血汗自不待言。表演当天，演播室的舞台

比杂技团平时表演的场地要小很多，再加上现场灯光、

舞美、音乐和观众等多重不确定因素，表演难度更高

了。而在这种环境下，天津市杂技团的演员们迎难而

上，齐心协力，出色地完成了表演，赢得了各位“导师”

和观众的满堂喝彩，其团结协作精神令人敬佩。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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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坤更是点明，传承技艺是节目要做的，但是传承其背

后的精神也是《传承者》这个舞台的使命。

三、百家争鸣，
新老两代人的思想交锋

第二季节目中，华少和朱丹两位“新人”的加入也

让节目的“看点”增加了。同时，老一代“导师”的存在

也是思想交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这里值得重点谈一下

表演艺术家陈道明，他此前一直觉得上综艺节目是“哗

众取宠”。他对自己担任《传承者》的“导师”是这样看

的：“每个人都有义务去传承，这已经不是北京台的事

了，这是中华民族的事。”“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

都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我们看到，他低调沉稳的个人风

格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与节目气质相得益彰，不仅吸引了

更多年龄段的观众，也使节目更具质感。

在节目中，四位导师两两分组，组成两大战队争夺

传承人。而担任青年团代表的是来自《我是演说家》、

《奇葩说》等节目的“辩才”，如清华大学的梁植、《我是

演说家》第一季的亚军陈秋实、被余秋雨称为“中国最

会说话的人”的陈铭等年轻人的代表。他们独特的视角

和观点，代表了新生代的心声，不仅增加了节目的活

力，也为节目提供了有内涵的补充。

导师和青年团，代表两个不同年龄段的思维方式，

两套或许是迥然不同的观念的相互交融和碰撞，吸引了

不少观众的注意力。尤其是青年团和导师意见不同而正

面交锋时，更是让节目充满了“火药味”，把现场气氛推

向高潮。导师们谈记忆与文化，青年团成员注重传承和

发展，这一常见差异增加了节目的思考价值。更值得一

提的是，导师在决定非遗传承人的去留之际，和青年团

的青年代表们一样，手里只有一票的权利，没有特权。

投票期间双方颇为激烈的各抒己见，虽然看起来针锋相

对，但都是为了让中国传统文化继续发扬光大，因此其

矛盾效果在精彩的同时，又是相当辩证的。

当然，在第一季播出期间，陈道明因为在节目上忍

不住“发飙”斥责了年轻人，而着实在网上“火”了一

把：2015年12月27日的节目中，几十个来自山西稷山的

农村孩子表演了一出高台花鼓，虽然赢得了大量喝彩，

但是在“青年说”环节中却被评价为“人这么多，都找不

到焦点，不知道该看谁”、“传统文化节目形式没有变

化，没有创新”、“这项技能不能当饭吃”。这时，一向给

人沉静、儒雅印象的陈道明对几位年轻人说：“你们好大

的胆子啊！”他接着讲了自己的看法：“这个群体性节目

就是群体性的，它需要整齐划一的，有些节目就是需要

这样的。仪仗队，你体现个性行么？总体的要求它是整

齐划一的，难点也在整齐划一……这么多人，让他做成

一个制式的动作，是很难的。”陈道明老师大胆批评、毫

不留情的举动立即在网上流传开来，被不少网友们称

赞，不仅增加了其个人魅力，也为节目传播了正能量，

赢得了更多关注。

必须指出，在青年团的拉票环节中，各位青年代表

也都是妙语连珠，并用真诚恳切的态度留住传承者。双

方并没有因为抢人而闹得不可开交、互相拆台，节目始

终处于一种相互沟通的气氛中。

在大众文化时代，“非遗”类节目或许并不是刺激收

视率的首选，但《传承者》的成绩有目共睹。总导演冷

凇表示，《传承者》的创新首先在于题材定位的突破——

在此之前，在投入超过 1 亿元的季播节目中，没有任何

一个节目敢把“文化传承”与“非遗”作为自身定位。他

说：“如此选择必然承担巨大收视风险，但创新的冲动是

北京卫视对大美公益、首善媒体定位的坚守。”① 可见，

在当今电视综艺节目的泛娱乐化大潮中，至少北京卫视

没有全然迷失。笔者在此还特别想说的是，《传承者》对

马头琴、京剧、高台花鼓等音乐类“非遗”项目的关切，

对当今传统音乐文化展示类节目的创作与传播也具有重

要的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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