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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传媒视域下的流行音乐回归 

———以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为例

李　燕

（湖南工业大学 音乐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流行音乐在近些年受到，得益于电视传媒的广泛影响和导向，尤其是近两年的一档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的制作
颇为成功，引发收视狂潮，它区别于其他选秀节目的最大价值是其对于流行音乐的解读与判断融入到了节目的整个过程。

在这个舞台上，观众从对以往选秀节目中“看热闹式”的单纯听歌方式升级为对流行音乐的欣赏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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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传媒背景下的流行音乐回归前状

流行音乐依托电视传媒得以发展的态势在中

国起步较早。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刚刚改革开

放的社会对流行音乐文化的渴求度加大，人们开始

通过电视了解时代流行音乐，这时，流行音乐歌手、

流行音乐创作者都在受众的追捧中得以迅速成长，

港台流行音乐也在内地刮起一股旋风。此时，

《ＣＣＴＶ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顺应而生，它由中央

电视台全力打造，当时不仅带动了中国原创流行音

乐和演出事业的蓬勃发展，也形成了对歌唱人才的

挖掘和培养的机制，节目开播至今推出的一大批歌

唱家和明星以及无数耳熟能详的歌曲，至今仍在传

唱。从２００４年《超级女声》开始，伴随着无数的质

疑，到如今，电视流行音乐选秀节目已经在中国的

屏幕上走入第十个年头，吸引大批怀揣着流行音乐

梦想的年轻人前赴后继，乐此不疲。实现“草根明

星”的梦想也渐渐成为多个选秀节目的关键词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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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牌。也正是因为他们抓住了“草根明星”的内在

渴望，在公平公开的程序中传递来自奋斗和梦想的

力量，因此赢得了观众的青睐，取得了极高的收

视率。

如今各大卫视的选秀节目，多标榜要为“实现

普通人的音乐梦想”“寻找中国内地真正的好声

音”，但是当流行音乐的音乐性和娱乐性发生冲突

时，在“收视率”这根指挥棒下，节目组起初宣称的

“音乐本质”最终都不自觉地拐到了娱乐性。比如

歌手演唱过程中频繁插播的观众煽情流泪的镜头、

评委的毒舌点评、选手的丰富表情、歌手感言等，就

是在这种情况下，流行音乐不再依靠音乐本身取

胜，而是让噱头成了砝码。数档选秀节目的总导演

就自嘲，在选秀这个舞台上，是一群“不懂音乐”的

人正在操纵音乐。如今的电视台开节目策划会，编

导们不会再讨论谁的唱功有实力，而是争论着如何

制造噱头和话题，给选手各自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

定位，除此之外“故事策划导演”的地位更是越来越

重要。诸如：草根励志的人生经历，草根呛声明星

……制造各种看点。但是我们静下心来去反思，在

这些花哨的背后，流行音乐自身的价值究竟何在？

所以，根植在收视率泡沫中的电视音乐选秀节目注

定属于娱乐的范畴，在这样的舞台上的流行音乐注

定是不纯粹的。音乐性本身的被忽视，使流行音乐

在这场被誉为视听觉盛宴的选秀活动中，仅被定为

于一个被消费的角色，流行音乐的审美认识、社会

教育功能并没有得到适当的宣扬与传播。

以上种种选秀节目的怪象让流行音乐完全成

为了一个虚壳，光鲜的包装、华丽的舞台都没能挽

回观众的视觉疲惫，节目一旦失去了音乐的本质的

挖掘，就无法真正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收视降低，

电视传媒利用流行音乐作为选秀节目的卖点，最终

让选秀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向来在节目制作理念上先于同类电媒的浙江

卫视打破了这种僵局，节目制作人真正认识到流行

音乐本身的魅力和价值，他们于２０１２年７月强力

打造了一档大型专业的流行音乐真人秀节目，取名

为《ＴｈｅＶｏ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中国好声音》。创意来源

于当时席卷海外的流行音乐飓风《ＴｈｅＶｏｉｃｅ—美国

之声》，节目秉承为振兴中国流行音乐乐坛、着重培

养流行音乐人才的宗旨，用电视与舞台的双重结

合，发掘真音乐、真声音。

　　二　传媒视域下的流行音乐回归方式

（一）流行音乐“真声音”的回归

如今的电视流行音乐选秀节目，只要以收视率

作为衡量节目成败的标准，专业性和大众性恐怕就

是最难调和的矛盾。如何在专业流行音乐人的艺

术追求和大众手握的电视遥控器之间做出抉择，一

直是摆在媒体面前的一道难题。《中国好声音》一

直在标榜“回归流行音乐本身”，那么它是如何做出

选择的呢？对此，《中国好声音》的宣传总监陆伟做

出了回应：“《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唯一的评选标

准就是声音，如果有人希望用除了声音以外的其他

方式吸引眼球，我们在第一轮就将他们排除在外，

我们希望呈现的就是纯粹的好声音，让节目很

干净。”

１．节目定位“梦想、流行音乐”，做到用流行音

乐来“动情”而不“煽情”

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曾说过：“浙江卫视是第

一梦想频道，《中国好声音》与《中国梦想秀》在精

神上是血脉相连的，它秉持着以精英实力打造大众

文化的宗旨，不断发挥正面能量，鼓舞和激励人们

不断向前奋斗，相信梦想，也相信奇迹。”［１］《中国

好声音》非常注重节目与观众的内心情感的互动，

使电视屏幕前的观众都能尽量感受到欣赏现场演

唱会的强烈视听效果，而且还能准确挖掘到歌手

“动情”的声音，用声音说话，增加了节目的可看性。

《中国好声音》的节目定位是“大型励志专业

流行音乐评论节目”，但要仔细研究不难发现，参与

者“选秀”和评委“表演”的独特卖点决定其依旧属

于电视流行音乐类娱乐节目的范畴。同时，《中国

好声音》的选手已经在地方进行过层层筛选，摈弃

以往零门槛选秀模式。其宣传总监陆伟说：“先是

音频组录音，让选手们在这样的设备下唱一首自己

最满意的歌，从中挑选出近４００组，主要看中三种

类型的好声音，嗓音能唱得特别高的，流行唱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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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特别好的，还有很另类很怪异的声音。”［２］同时，

节目组对于选手们身后的故事也非常重视，编导们

基本上都是按照“３＋２”的模式进行海选：“３”指选

手们歌唱的水平，“２”则是选手背后的故事。比如

我们熟知的歌手关?在台上呼喊不为爱只为流行

音乐，还有为母亲梦想高歌的女孩吉克隽逸，为寻

求自信而参加比赛的哈尼小王子李维真等等。

２．“盲听”模式让选手靠声音、靠实力说话

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增添了一个特殊的

元素符号“转椅”，而这一特殊符号出现的阶段，这

种现场评委的“盲选”模式，很受观众的喜爱。四位

评委导师背对歌手，完全根据演唱的技巧情感来选

择歌手，争相纳入自己队伍；而实力相当的歌手，可

能同时能得到多名导师的青睐，此时的选择权可以

交给歌手自己。导师为了“争抢”学员，不惜用许多

独特的方式，现场气氛融洽轻松，节目组给予歌手

的这种反选权能充分体现对歌手本身的尊重。

另外为了突出“流行音乐至上”的理念，节目组

在“盲选”阶段对流行音乐与声音的执着和坚持近

乎苛刻。不但聘请到了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音响总监金少刚的团队来担当对现场声音的控制，

而且还请来了原零点乐队的贝斯手王笑东带领的

演奏家级别的乐队，担任现场伴奏以求流行音乐品

质，另外对歌手的专业背景、外形的弱化处理，更是

加深了观众对于声音的关注。在现阶段的“偶像泛

滥”的时代，节目组的精心设置重新强调了以“声

音”为唯一标准的流行音乐基础构成。回归流行音

乐本质、回归声音本质，这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价

值观和评价体系都是一次重新梳理。

３．好导师与好声音成就好节目

《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导师阵容强大，由四位

在中国流行音乐乐坛非常有影响力的四位导师组

成：刘欢、庾澄庆、那英、杨坤。这四位导师流行音

乐风格各具特色且素养全面。刘欢是华语乐坛著

名的流行歌手，在中国流行乐坛早已经成为旗帜性

的人物，其地位举足轻重，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哥”。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人杨坤有着辨识度极高的嗓音，

在多年的流行音乐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那英则是华语乐坛首屈一指的实力派歌手，影响力

极大。庾澄庆来自台湾，因其出色的创作功力在台

湾拥有“流行音乐顽童”之美誉。［３］

这样的评委阵容也引发了深层的审美效应。

比如说刘欢是一个“家长”的形象，比较正统。许多

歌手上来会说：“刘欢老师，我老爸老妈特别喜欢您

的歌。”庾澄庆是个“主持人”的角色，他负责调动

现场。而杨坤则是“悲情痛苦地叙述往事顺便贩卖

演出票”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定位是以往节目中不

曾出现的，在央视也是不被允许的。

除此之外，精心挑选的歌手也都有着各具特色

的好嗓音。来自内蒙古的张玮用他稳定的高音挑

战女歌手黄玲的《Ｈｉｇｈ歌》；知青的孩子平安，用他

天籁般的嗓音演唱主旋律歌曲《我爱你，中国》；阿

黛尔的《Ｒｏｌ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ｄｅｅｐ》被名叫黄鹤的光脚女

孩重新演绎，她霸气的大嗓门震惊四座，等等。其

他还有很多的选手都很有特点，他们选择适合自己

嗓音条件的歌曲，将自己的声音特质发挥到极致，

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赢得评委们的转身。

高素质的评委，高水平的选手，在盲选的电媒

模式下成就了《中国好声音》，使之成为一个为热爱

流行音乐的歌手实现歌唱梦想的平台，它只有一个

简单的宗旨：成就好声音。因此，拥有优秀唱功和

能准确把握流行音乐作品的歌手渐渐脱颖而出，在

四位导师的言传身教下，对于歌曲进行着高品质的

诠释，使得每一期节目都能给观众带来高水准的视

听享受。

（二）流行音乐“多元风格”的回归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市场一直尚未崛起的原因，

主要是原创音乐的稀缺。而《中国好声音》的出现

无疑给低迷而又乏味的内地流行音乐市场打了一

针强心剂。听众不再仅仅局限于那几首乏味的老

歌，从此也开始关注摇滚乐、爵士乐等小众流行音

乐，也许不久的将来，中国内地乐坛中不同流派的

流行音乐会因此得到更多的关注。

１．选秀节目呈现不同流行音乐流派

好声音，强调的就是“声”和“音”，对于前者我

们可以理解为歌者本身的嗓音条件，后者我们可以

理解为流行音乐元素。那么声音合起来就是好的

嗓音唱出好的音乐，在这点上，《中国好声音》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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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发言权的。［４］节目反映出的流行音乐审美趣味

整体上强调作品风格多样化、国际化，摇滚、爵士、

欧美流行音乐、音乐剧和具有“主旋律”性质的流行

音乐等等，在《中国好声音》中均有机会登上舞台展

示。多样化歌曲类型对大众音乐审美的丰富和提

升有了很大的帮助，并提供了良好的音乐导向。

早年的中国流行音乐，对于不同风格和流派

较少强调，内地的观众对于流行音乐的理解就是

简单的通俗唱法，仅仅是理解为区别于民族和美

声的一种歌唱方法。受众认识上的单一使得其他

风格的流行音乐很难打开市场，也就使流行音乐

的创作者难以施展拳脚。而 《中国好声音》的出

现，及时扭转了这一现象，歌手就在已有的老歌

上进行创新，用不同的演绎方式和音乐风格重新

翻唱作品，很受观众认可，如创作歌手刘昊霖用

说唱的方式演绎 《冬天里的一把火》；服装店老板

魏语诺重现经典摇滚歌曲 《花房姑娘》；光头才女

王韵壹用独特的嗓音演绎爵士风格的 《一样的月

光》，细腻的处理与真切的情感深入人心……民族

风、欧美派、摇滚范等，都在翻唱中成功嫁接，

不仅丰富了作品本身，更是一种让大众全面认识

流行音乐的极好的宣传方式。

２．“歌曲改编”为华语乐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

是合理存在的就是现实的”。这句话告诉我们存在

是有合理性的，一成不变的事物终究会被新鲜的事

物所取代，或改进，而不是一成不变的。［４］《中国好

声音》在节目中所展示的上百首歌曲中，改编应该

说是一大亮点，从选手自身到导师以及专业的流行

音乐人都在歌曲的改编方面下足了功夫。比如说

吉克隽逸把彝族的民歌与流行歌曲《ＩＦｅｅｌＧｏｏｄ》

合二为一；袁娅维将《弯弯的月亮》改编成巴萨诺瓦

的风格，曲风独特，就连原唱刘欢都偏爱有加；葛林

改编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将原本舒缓伤感

的歌曲加入了摇滚元素使得曲风颇具喜感，从而得

到了庾澄庆的大加赞赏。还有几位导师亲自操刀

改编的歌曲更是让老歌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比

如“流行音乐顽童”庾澄庆改编的《苏三说》，原作

品本身就是京剧与 Ｒ＆Ｂ（节奏布鲁斯）的融合，而

庾澄庆在改编过程中巧妙的将台湾当地的原生态

流行音乐糅合进去，使其与京剧的段落形成复调，

新鲜至极。杨坤改编的经典歌曲《Ｔｉｍｅｔｏｓａｙｇｏｏｄ

ｂｙｅ》将中国歌曲《不要告别》融入其中……这些作

品的改编不但给比赛和歌手增添了亮点，更重要的

是给整个中国内地乐坛添加了一股新鲜的源泉，促

进了流行音乐发展的可能性。可以说没有哪个选

秀节目能够如此多元化、大规模地将一大批大家耳

熟能详的老作品做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改编或者说

是二次创作，使这些“老家伙”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再加上选手本人对作品的诠释也是可圈可点，这让

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充满了无限的发掘空间，笔者

认为这同样也为其他歌唱领域带去了借鉴和思考。

（三）流行音乐“演唱情感”的回归

《中国好声音》在播出初期，歌手偏重选择难

度大、音域宽、高音多的曲目来比赛，高音频率

的多少直接决定选手的受青睐程度，因此，整体

舞台的声音都呈现出 “高、躁、强、硬”的趋势，

选曲风格的单一直接影响着导师对选手的综合评

价。在第一期 《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仅在第

一场的１０位歌手中，就有 ８位歌手属于该种类

型。作为比赛，适当的展示自己的声音技巧是可

以的，但是在舞台上一位地追求音量和飙高音只

会让听众听觉疲惫，歌声是乐音，不是噪音；歌

声是美好的，而并非咆哮。

此种现象在导师的正确引导下得以缓解，第五

期节目的出场，让人倍感清新，高音被弱化，情感的

表达开始走向细腻温和，逐渐走向听众内心。选手

李行亮本身就擅长演绎细腻温柔的抒情歌曲，他演

唱完《涛声依旧》，资深流行音乐人刘欢评论道：

“中国需要这样安静的声音，这是流行音乐一个很

重要的部分。”演唱完《渔光曲》，刘欢动情地说：

“你的内心非常的安静，而你的声音也非常的纯净，

我求求你一定要把这个坚持下去，这个在当今的中

国声音里面，是非常难得的。”［５］在淘汰赛中，权振

东和王乃恩两位选手分别演唱了不同风格的作品，

刘欢对权振东如此评价：“你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你

选择了一首平心静气的歌，我钦佩你的勇气，继续

站在这个舞台上唱歌吧。”刘欢在后续的比赛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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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地强调“有理不在声高”。［５］

学器乐的都知道，慢板抒情乐章在演奏中是非

常彰显功力的，其实，声乐表演也是这样。作为歌

手，首先要把自己内心的情感通过“歌唱”传送给听

众并且感染听众。之所以用“歌唱”而没有用“唱

歌”，其意在强调情感的表达。我们经常说，为爱情

歌唱、为幸福歌唱、为祖国歌唱，可见歌唱更多倾向

于情感的表达，而唱歌更多的是一种行为，笔者在

此强调的就是情感问题。在好声音的舞台上，无论

是爵士风、流行风还是民族风，技巧总是服务于情

感，才能让流行音乐打动人，而如何平衡技巧与情

感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大的话题。笔者认为，技

巧是为情感服务的，技巧是要为歌曲情感的表达做

支撑，但最终的结果是打动人心而不是展示技巧。

比如那英组的黄勇和梁博演唱的《北京北京》，黄勇

从开头到结尾唱得过于“满”，技巧达到了，但是没

把这首作品的内涵唱出来；而梁博的演唱很有层次

感，张力十足，时而安静、时而爆发，所以最终留了

下来。作为一名成功的歌者，首先要具有全面的歌

唱技巧，这是毋庸置疑的；其次，为了能够有层次的

表达歌曲的情感，要用心设计每一处演唱技巧；最

后要把技巧融化在流行音乐之中，给观众呈现出一

首情感丰富又不缺乏技巧的流行音乐作品。笔者

认为，要想唱出情感，没有哪一首作品不需要经过

设计，但是，如何设计能够感动别人，还能够不留技

巧的痕迹，这就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技巧了。

在《中国好声音》的年度盛典上，导师庾澄庆说

过这样一段话：“不管今天晚上谁获得冠军，我想最

大的赢家应该是流行音乐本身。”他道出了观众的

内心之音以及这个节目的灵魂所在。声音至上、音

乐至上，成了广大观众对这个节目收看之后的强烈

感受。

《中国好声音》成为了这个时代成就流行音乐

的最好导向。如今的乐坛，好歌手、好作品匮乏，流

行音乐陷入低迷，所以中国的流行音乐急需要一批

像在“好声音”舞台上的热爱流行音乐，为流行音乐

努力执着的年轻人，作为中国流行乐坛和整个流行

音乐产业健康发展的一股正能量。这种正确的导

向将使流行音乐朝着真正音乐化的道路良性发展，

让我们的媒体能真正热爱音乐，敬畏音乐，最终成

就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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