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星嘉宾们卷起袖子种地、在村屋里生火做饭、
与村民一起“把酒话桑麻”……近年来，一批以乡村
生活与文化为主题，展现乡村和美风貌的综艺节目
热播，田园风光和乡土文化随之走进更多观众的视
野。以乡村为题材的综艺节目为何能获得观众青
睐？如何以综艺镜头传递乡村内涵？怎样以乡村综
艺节目的热度激发振兴新动力？本期对话邀请高贵
武、刘俊、章碧珍、单丹霞四位专家和从业者进行深
入探讨。

很多人喜欢乡村类的综艺，是因其
拥有独特的治愈氛围。乡村综艺除了本
身承载的助推乡村振兴、展现和美乡村
的社会意义外，还能给观众提供情绪价
值，带来治愈精神的力量

主持人：近年来，越来越多综艺节目将创作视角
对准乡村生活，出现了一批广受欢迎和好评的乡村
综艺。乡村综艺发展的趋势是什么？为什么以乡村
为主视角的综艺节目在荧幕上越来越火热？

高贵武：近年来乡村综艺发展的趋势是节目
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新潮。“深入”指
的是综艺与乡村的真实生活更贴近，越来越深入
地嵌入乡村生活的日常场景中。“年轻”不仅指在
乡村综艺节目中有了更多年轻人的身影、更受年
轻人欢迎，也指在表达和呈现方面的年轻态，尤其
是表达语态上的年轻化。“新潮”指的是乡村综艺
节目从内容的选择到形式的设计，都吸收了当下
综艺节目中的新潮形态和元素。通过这样的节
目，观众特别是在城市生活的年轻观众，不仅可以
从中得到娱乐性享受，还从新时代乡村生活中满
足了对诗意田园生活的想象和向往，成了他们放
松身心的重要途径。

刘俊：对于近些年乡村综艺的发展趋势，有两点
规律值得总结。其一是主题性，现在很多乡村类综
艺节目在主题上自觉向服务社会、振兴乡村上靠
拢。节目站位较高，有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乡
村发展的主动意识。其二是可视性，近些年乡村类
综艺节目的内容具有较高观赏性，经常在环节、游
戏、人物、场景、叙事、纪实等方面的设置上进行创
新，让主题性的立意通过脉脉温情、故事悬念等方式
打动观众。通过低姿态的叙事，让观众在自觉接受
的过程中体悟乡村发展。

章碧珍：面向乡村的综艺越来越受关注，一方面
跟社会大众的情绪与价值需求有关，2015年《向往的
生活》刚开始策划筹备的时候，也是顺应当时的趋
势，很多在城市生活的人会到周边乡村度过周末和
假期，希望能够过一种向往的乡村生活。另一方面
跟乡村振兴的整体政策推动密不可分，作为内容创
作者来说，有责任也有义务去积极响应、作出贡献，
用内容创作为乡村做更多宣传。

所以我认为未来在多种综合因素的推动下，会
出现更多乡村综艺发展的新契机与新题材，而每一
档节目发现乡村、展现乡村方式都不一样，日趋多
元化，乡村综艺作为一类题材将呈现出百花齐放的
局面。

单丹霞：当前乡村类型的综艺越来越符合市场
的审美与期待，慢节奏、熟人局……这些元素都是观
众喜闻乐见的。而且越来越多乡村综艺更加关注真
实，以纪实的方式去展现乡村生活真实面貌，以更加
多元的视角去观察和深度参与乡村生活，以新颖、精
准的内容切口进行垂直化创作，将新农村、新农民作
为节目创作的源头活水，所传达的是回归生活的另
一种答案，呈现出乡村发展的蓬勃朝气。

主持人：与其他题材的综艺节目相比，您认为乡
村综艺的优势在哪里？

刘俊：与其他题材综艺节目相比，乡村类综艺
具有三点优势。第一是特殊的风貌，乡村美妙的自
然风景与独特的人文风貌，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元
素。第二是体验的质感，乡村综艺中呈现的乡村生
活体验既有趣味性又非常质朴。例如嘉宾参与农
活劳作，用天然的食材制作菜肴，以及“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生活状态，这些都是极具质感的生命
体验。第三是生活的节奏。当下很多乡村类综艺
都属于慢综艺的范畴，呈现乡村生活恬淡、安静的
状态，这样的乡村类综艺给予观众一种预支的生命
体验，让观众通过荧幕也能沉浸式感受乡村生活的
真切魅力。

章碧珍：不能说以乡村为题材的综艺一定是有
优势的，不同节目关注的领域和呈现方式不同，比如
游戏类的综艺能够直接带给人快乐，美食类综艺能
满足观众对于美食的享受和关注，每种类型和题材
的综艺都会有各自的受众。

很多人喜欢乡村类的综艺，是因其拥有独特
的治愈氛围。当下人们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工作
压力较大，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有时间放松下来“呼
吸一口新鲜空气”，得到身心的治愈。乡村综艺除
了本身承载的助推乡村振兴、展现和美乡村的社
会意义外，还能给观众提供情绪价值，带来治愈精
神的力量。

高贵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通过综艺的方
式吸引和触动观众，让他们对新时代的乡村生活
产生兴趣与好奇，乡村环境、乡村生活、乡村建设
等话题也就自然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这样一来，
乡村的风物、农产品，乃至到乡村生活、创业等，对
更多年轻人成了具有较强吸引力的目标选择。这
恰恰体现出媒体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所创造的巨

大价值和存在的巨大潜力。

一些乡村综艺节目，只是把农村作
为一种视觉奇观、视觉符号来对待，并不
是真正帮助农村发展，也不是真正有情
怀地去呈现乡村的风貌，而更多受流量
的引导、资本的引导，过度消费乡村景观

主持人：综艺里的乡村不仅表现出田园诗意、民
俗乡情，更让人看到新时代乡村的崭新面貌。在您
看来，怎样更好地用综艺镜头传递乡村内涵？

高贵武：乡村综艺节目有独特的制作逻辑和呈
现方式，因为其有着鲜明的乡村特色。节目的背景
设定在乡村，既为乡村综艺提供了独特的视觉景观，
也满足了受众对乡村的视觉渴望。但要想在这类综
艺节目的镜头语言中传递出新时代乡村内涵，还要
从提高文化品质和文化价值入手。

说到底，任何综艺节目除了在满足受众一般感
性的娱乐需求之外，都需要在内在的文化价值上下
功夫。乡村综艺节目在向受众提供具有乡村特色的
娱乐之外，需要在节目的人物、情感、情节、过程、环
境设定上不断向现实的乡村生活贴近，真正反映出
最鲜活的乡村人物、最新鲜的乡村生活、最独特的乡
村精神、最动人的乡村情感、最显著的乡村变化、最
深厚的乡村文化，这样才能真正把新时代乡村的内
涵表现和传递出来。

章碧珍：乡村综艺最终传达出怎样的价值，取决
于创作者的创作目标。在制作一档节目的时候我们
究竟想要去表达什么？想给社会带来什么？这是值
得创作者深思的问题。乡村综艺更接近记录的方
式，也正因为这种接近自然和真实的方式，才更能够
给人带来治愈和真实的力量。《种地吧》呈现的都是
非常真实的画面，包括嘉宾们最开始录制的时候，也
会面对生产生活上各种配备不齐全、不适应农事辛
苦等客观矛盾。但后来的节目中，随着很多现代化
的农机具出现，展现了现代化农业科技的力量，让观
众们看到如今的乡村面貌。这是我们希望通过节目
可以带给大家对乡村的新认知，我觉得这也是乡村
综艺所承载的意义。

单丹霞：真诚永远是最能打动观众的法宝，在
《我们的美好生活》节目中，尝试了一次乡村民宿改
造实验共创，节目嘉宾到浙江省安吉县余村取经，想
把“千万工程”的相关经验带到千里之外的湖南省平

江县白寺村。节目邀请的试住体验官来到“美好生
活”民宿，不仅仅是体验，更多是思考，思考到底能为
这个村庄带来什么，留下什么。平江县当地村民也
是节目创作的重要一环，村民的淳朴与善良和令人
向往的松弛感，酝酿出的“化学反应”在不经意间引
人共鸣、传递美好。

主持人：乡村综艺打开了文艺助力乡村振兴的
一条通路，但也存在同质化、定位不清晰等问题，您
认为接下来应如何主动创新？当下乡村综艺还面临
哪些问题和挑战？应该如何应对？

高贵武：乡村综艺节目的火爆和走红，打开了文
艺助力乡村振兴的一条通路。但综艺节目之间的竞
相模仿和生产创意乏力，也让乡村综艺出现了同质
化和定位不清晰的问题，有些节目在借鉴和吸收更
多综艺元素、提升节目的娱乐性时，往往一哄而上、
有样学样，而这恰恰失掉了最有利的乡村特色，失掉
了乡村综艺的“乡土味儿”，这是乡村综艺节目在今
后发展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开辟乡村综艺的创新
路径，一方面要勇于打破既有的框架，不断借鉴和参
照成功经验，来创造乡村综艺节目的新形态。在这一
点上其实乡村综艺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娱乐潜能和文
化潜力还远没有被开发出来。另一方面就是要立足
于一个地方的特色，基于当地的环境、风俗、人情、文
化、风物等进行深耕，真正把一个地方的乡村特色和
乡村文化挖掘出来。这不仅可以使乡村综艺的内涵
更加丰富，也是节目保持不断创新的关键所在。乡村
综艺节目只有牢牢扎根乡村、保持乡土本色，反映乡
村的真人、真事、真情、真景，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综艺市
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发挥出其独特的魅力。

刘俊：就乡村类综艺整体发展情况来说，至少有
两点问题和困境需要创作者应对。第一，不能过度
消费农村。一些乡村综艺节目，只是把农村作为一
种视觉奇观、视觉符号来对待，并不是真正帮助农村
发展，也不是真正有情怀地去呈现乡村的风貌，而更
多受流量的引导、资本的引导，过度消费乡村景观。
第二，同类题材综艺不能盲目地跟风。最近几年乡
村类综艺节目火爆，导致不少机构和平台盲目地扎
堆、跟风，节目横向之间缺少差异化，导致乡村类综
艺节目的可视性以及口碑逐渐下降。为了避免这一
问题，创作者在策划之初就需要不断地挖掘乡村类
综艺主题定位、叙事环节、悬念人物、场景空间、立意
主旨等的多样性，用发散的思维寻找乡村生活、乡村
发展的亮点，并进行综艺化的模式创造。

章碧珍：当一个题材有越来越多人关注并且创

作的时候，同质化现象是一定会出现的，但是我觉得
任何一个节目只要能够关注乡村，对乡村的发展就
能带来宣传和推动的作用。

成功的内容创作，最终能获得大众的喜欢，并且
有较好的社会反响和影响力，是需要多方面努力与
契机的。首先是要选择好创新的时机，在什么时间
去做什么样的创新题材，这个选择非常重要。如果
超前太多，可能没法引起较好共鸣，如若滞后，就只
能成为跟随者。其次是要做到极致，在同样的乡村
题材中，一档节目要脱颖而出，就要做到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优”就体现在内容创作层面能够在某一
角度比别人做得更加极致。比如一般的综艺节目可
能拍20天，《种地吧》节目选择拍摄200天，这就是拍
摄方式的一种极致。这种极致用对了方向，就会带
来极大的效果回馈。最重要的是要用心，我们发现
当下用户对真实和真诚的要求越来越高，观众不再
满足于节目简单的好笑、好看这些浅层表现，而对内
容表达的真实与真诚更为看重。

单丹霞：乡村节目本就伴随着一定的时代特质
出现，它与传统的快综艺模式有着明显区别，除去综
艺节目的娱乐属性，制作乡村节目需要更多社会责
任感。更具挑战性的是，如今观众对乡村综艺节目
的需求和口味日益多样化，单一类型的节目已经无
法满足观众的需求。应对这样的挑战，制作团队需
要注重独特的选题和创新的节目形式，努力推出更
具有观赏性和创意的乡村综艺节目，满足观众不断
变化的需求。在制作过程中，还要高度重视节目的
品质，乡村综艺常以细腻的情感打动人心，背后支撑
这种情感表达的，便是极具共鸣感的语言和画面。

流量不等于变现。宣传价值是否能
转化为经济价值，关键不在于前端内容
创作环节，而在于后端的配套和体系能
不能跟得上

主持人：有人说，综艺节目虽然可以一时“带火”
某个乡村的旅游和产品，但一旦热度消退，则“雁过不
留痕”，并不能为乡村带来长久发展动力，甚至会造成
人力物力浪费。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应如何通过
乡村节目“出圈”激发乡村振兴的新动力？

高贵武：我个人不是特别认同这种观点。乡村
综艺虽然可以通过娱乐化的手段来展现乡村生活场
景，吸引观众对乡村的关注，但其最直接的作用还是
为了满足人们放松和休闲的娱乐需求。因此，就算

一档乡村综艺节目只是一时而不是长久“带火”某个
乡村的发展，也不能算是过失，而是进行了一种新价
值的探索。

当然，任何综艺娱乐节目背后也确实需要有更
加深厚的文化底蕴，不能完全超然于“寓教于乐”或

“以文化娱”之外，而是要在提供精神娱乐之外体现
文化产品应有的深度和价值。对乡村综艺节目来
说，最需要做的也许是切实向受众提供真正高品质
和高品位的节目，在充分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丰富
观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之后，激起观众对乡村全方位
的关注和热爱，进而间接地为乡村振兴赋能。

刘俊：我认为，在综艺节目的制作播出周期内，相
关地方成为网红打卡景点是非常正常的，在节目播出
一段时间后，这种热度的消退也属于正常现象。要想
让推介效应持续，还需要不断加入当地发展的一些新
特点、新亮点，不断刷新观众，即未来潜在的游客对当
地的良好印象。同时，当地相关的主流网络媒体及各
类自媒体也需要自觉肩负起服务当地发展的责任，通
过灵活多样的手段，例如短视频、微纪录片的制作，以
及网络直播等方式推动当地的宣传。

不过说到底，一个地方是否能够长期为民众、为
游客所向往，能不能将流量转化为“留量”，最终还是
要看当地的文旅发展硬实力。

章碧珍：乡村综艺给一个地方带来的首要价值
就是宣传价值，让更多人了解乡村、喜欢乡村。而宣
传价值是否能转化为经济价值，关键不在于前端内
容创作环节，而在于后端的配套和体系能不能跟得
上，换而言之，流量不等于变现。

于乡村的长久发展来说，本地农产品和文旅产
品的吸引力、输出力能否迅速衔接上热度，决定了转
换的价值能有多大，“雁过不留痕”往往就发生在没
有衔接配套好的情况下。同时，对乡村产品或文旅
的宣传打造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靠一档节目
能实现的，其宣传和推广需要更持续地关注、建设与
发展。比如，《向往的生活》其中一个拍摄地在浙江
省桐庐县合岭村，拍摄使用的建筑场景“蘑菇屋”被
做成民宿，周边的民居现在也逐渐发展成了可以对
外开放的民宿群，“向往的村庄”这个新标签，给当地
文旅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单丹霞：乡村综艺节目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
促进乡村旅游和产品的短期热度，但是能否为乡村
带来长久的发展动力，取决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好时
机。就以往经验来谈，乡村综艺可通过与地方政府、
企业合作，将综艺推广过程中涌现的资源整合为实
质性支持。同时，注重挖掘乡村文化和资源，打磨乡
村品牌，使其在综艺热潮过后仍能吸引游客和投资，
促使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如《我们的美好生活》录
制地湖南省平江县推广“一村一品”促发展，就是一
次有效实践。

主持人：在您的工作与调研经历中，有哪些优秀
乡村综艺制作模式与案例是值得借鉴的？

刘俊：我曾经参与过《向往的生活》节目的录
制。在策划和拍摄的过程中，节目组非常重视服务
当地发展，且特别设置了调研环节，由我和中国社会
科学院冷凇研究员前往当地进行调研，并录制相关
节目内容，为当地提供了数万字的发展报告。调研
环节的引入不仅为节目增加了可视性，更为重要的
是为当地发展提供了切实的咨询参考和智力支持。
如此一来，节目录制和播出的过程不仅是服务于观
看节目的观众，还能够切实有效地推动当地经济和
社会发展。类似的做法值得推广。

章碧珍：《种地吧》将乡村和土地化为 10位年轻
人的舞台，这种呈现方式是比较有突破性的。主创
团队关注这一题材，是因为我们关注年轻人，也在思
考什么事情值得年轻人去关注，并且可以带给年轻
人力量，让他们产生共鸣。年轻人的舞台不一定都
在聚光灯下，实际上当下年轻人的舞台非常广阔，我
们也看到大学生、“新农人”回归乡村创业正在成为
趋势，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题材是顺应时代潮流的，
也是值得探索的。

之所以采用连续拍摄 200天的方式来呈现种地
这样一件事，一方面是要保证节目的真实性，另一方
面也是强调对土地和劳作的敬畏，让年轻人沉浸式
体验劳作的全过程，也让观众和他们一起看到真实
的田园、乡村与自然。200天做一件事，对综艺节目
来说是突破，但对农事劳动来说则是常态。经过这
样一个劳动过程，参与节目的年轻人或多或少都在
播种与收获之间找到了力量与方向，摆脱了一些原
有的迷茫，土地会无声地告诉他们，也告诉观众，认
真地做一件事情，能够得到一个踏实的结果，这也是
节目想要传达的一种价值。

单丹霞：《我们的美好生活》节目中有许多综艺与
乡村发展直接对接的新尝试。比如乡村民宿改造试
验、建造“耕读书院”、和村庄年轻人一起共创学习等。
通过节目，除了展现出乡村的鲜活面貌和质朴情感以
外，我们更多还想为村庄留下一些东西。在走村过程
中，嘉宾们策划了许多不同的主题活动，邀请试住体
验官来打造各种主题日，也给日后的村民经营“打样”，
教大家如何持续性发展。节目改造民宿、了解民俗，
和乡亲们聊天，倾听他们的生活感受，不仅是希望通
过名人效应推广乡村旅游，更多是希望能够鼓励外出
就业的人们回乡创业和就业，推动乡村的经济发展。

主持人：乡村综艺在真实的镜头记录与娱乐化的
呈现方式中，将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想象还原成真人、
真事、真情、真景的沉浸式体验，让更多观众通过乡村
综艺的“窗口”看见新时代农业农村的变化与魅力，也
将更多发展契机带给乡村。在乡村类综艺的持续创
作发展中，既要立足地方特色、创新内容形式，避免同
质化现象，也应体现文化价值，激发乡村的深层力量。
感谢四位嘉宾做客《对话》栏目，分享精彩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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