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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春晚：爹味，改頭換⾯的國學，與⼤灣區
輓歌
三⼗年的時間，港台藝⼈在春晚舞台的意義和地位完全不同。「温拿」在春晚的再聚⾸，不如說這更像是⼀個時代
的輓歌。
特約撰稿⼈ ⿈愛琴 2022-02-01

1983年，中國⼤陸的中央電視台（CCTV）推出了春節聯歡晚會（⼀簡稱「春晚」），中國⼈第⼀次通過⼀檔電視節
⽬感受到⼀種「天涯共此時」的節⽇感，⽽國家也試圖通過這樣⼀檔節⽬傳遞出某種改⾰信號，亦即⾃ 「春晚」誕
⽣伊始，已並⾮⼀檔簡單的節慶娛樂節⽬，⽽是承載着政治宣傳作⽤，微妙地向中國⺠眾傳遞著官⽅定調的時代主
旋律該是怎樣。
近年，隨着網絡平台和新媒體的興起，電視台不可避免地⾛向衰落，中央電視台也不例外。春晚中國⼈⼼中的地位
已越來越低，甚⾄出現了⺠眾每逢除⼣夜⼀邊看「春晚」、⼀邊 「吐槽」的⽂化現象，這檔以「凝聚」⺠⼼為⽬的
的節⽬早已失去了它的基本盤。
2020年的疫情讓每年必遭矚⽬的「春運」話題冷清下來，⼈⼝流動減速令春節似乎失去了原有的闔家團聚意味；⽽
與此同時，或許因為春晚⼀貫「粉飾太平」，追求官⽅美學統治下的喜慶感，春晚在⺠間的⼝碑也跌⾄歷史新低。
在此基礎上，剛剛過去的2022年春晚基本上可以「乏善可陳」來形容，若說往年還有網友有興趣討論主持⼈唇膏的



⾊號，今年的春晚可能就只有「無聊」兩個字來形容。節⽬直播剛剛結束，網友就發出「⼀年不如⼀年」的評論，
甚⾄還有⼩品被發現與往年雷同，展現出創作者的乏⼒。
曾經統治中國⼈除⼣夜熒屏的春晚為何越來越難看？除了近年政治對⽂藝創作的影響持續加強，電視節⽬的衰落與
創作者的意識僵化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在意識形態掛帥的今年，「好看」已不再是這檔節⽬追求的⽬標，春晚不
再是國⺠節⽬，⽽是做給官⽅看的「⼋股⽂」。作為⽂化現象的觀察者，筆者已不再期待從春晚裏看到創意和感
動，我們從中可以考察的，或許只剩下時代的病症。
春晚幾乎每年都有以家庭⽭盾為中⼼的⼩品，創作套路往往是通過⽭盾的解決弘揚時代「正能量」，似乎這樣的設
置⽐較符合春節闔家歡樂的氛圍，但其實只能⼈為製造尷尬的氛圍。

春節聯歡晚會第⼀個⼩品《⽗與⼦》。影⽚截圖

不加掩飾的爹味
春晚幾乎每年都有以家庭⽭盾為中⼼的⼩品，創作套路往往是通過⽭盾的解決弘揚時代「正能量」，可謂刻板。這
類節⽬的主創似乎認為這樣的設置⽐較符合春節闔家歡樂的氛圍，其實只能⼈為製造尷尬的氛圍。
「爹味」是2022年「春晚」給⼈帶來的強烈印象，其中第⼀個⼩品《⽗與⼦》幾乎是不加掩飾地展現了這點。⼩品
的故事不複雜，講述了開出租⾞的⽗親因為兒⼦要辭去穩定⼯作創業離家出⾛，在得知兒媳終於懷孕後⼀家⼈獲得
了和解。在中國全⾯開放「三胎」政策出台的背景下，這個⼩品的⽬的不⾔⾃喻。⽗親對兒⼦的認同並不在於兒⼦
成就了什麼樣的事業，⽽是他是否可以成為「⽗親」。⼩品將常⾒的⽗⼦衝突得以化解的根源放在「傳宗接代」這
樣⼀個具有象徵意味的⾏動上。
2022年的春晚⼀⽅⾯建⽴⽗權的合法性，⼀⽅⾯不斷地對⼥性進⾏污名化。⼩品《喜上加喜》強化了兒媳和婆婆之
間的⽭盾，講述了兒媳為了做「網紅」在網絡上塑造了⼀個不講理的婆婆之後發⽣的啼笑皆⾮的事情。在這個故事



裏，兒⼦的⻆⾊幾乎是隱形的，他扮演着調停兩代⼥性的中間⼈，道德上最為無瑕和無辜。
在春晚的邏輯裏，中國家庭⼀定是「男強⼥弱」的，男性的社會地位永遠要⾼於⼥性，⽽⼥性則永遠無法理解男性
⼯作的重要性。

春節聯歡晚會以「抗疫」為主題的⼩品《休息區的故事》。影⽚截圖

以「抗疫」為主題的⼩品《休息區的故事》則以對⼥性醫護⼈員的矮化營造⼀系列笑料。在這個作品裏，男性⻆⾊
是主任醫⽣，⼥性⻆⾊是護⼠⻑，家庭⽭盾的核⼼是兩個⼈因為男⽅的⼯作，辦了四次婚禮都沒有辦成，⼥⽅因此
想要分⼿……可⾒，在春晚的邏輯裏，中國家庭⼀定是「男強⼥弱」的，男性的社會地位永遠要⾼於⼥性，⽽⼥性
則永遠無法理解男性⼯作的重要性。這個⼩品將兩位主⼈公塑造成抗疫的醫護⼯作者，卻着⼒突出男性醫⽣⼈格的
偉⼤，罔顧真實事件裏⼥性⼯作者付出的犧牲。

錯位的⽂化傳承
與幾個⼩品令⼈不適的「爹味」相⽐，歌舞節⽬突出了所謂中華⺠族的傳統⽂化，試圖以「中國美學」召喚出⼀種
⺠族向⼼⼒。但讓⼈遺憾的是，在春晚的舞台上，⼀切都被官⽅主旋律美學包裹，傳統藝術形式不但不能發揮其魅
⼒，反⽽給⼈不成體統的錯覺。
就拿舞蹈詩劇《只此⻘綠》 來說，該劇的主創號稱此劇靈感來⾃宋⽂化，以王希孟創作的《千⾥江⼭圖》為靈感來
源，以舞蹈展現「⻘綠⼭⽔」的美感。但與其說央視的鏡頭呈現出的是傳統繪畫美感，不如說⼀直在追隨美麗的⼥
性舞蹈演員。鏡頭將⼥性曼妙的⾝姿放⼤，讓創作者為劇場舞台設計的「⻑卷」變成了電視機美學塑造出的「特
寫」畫⾯，⼤⼤折損了這齣劇⽬的美感。
⽽強⾏加⼊的「三星堆⽂物現場發布儀式」粗糙得像是央視的《鑑寶》節⽬，讓原本應該更具學術性和嚴肅性的⽂
物發掘⼯作成果展⽰變得廉價，也折損了珍貴⽂物的價值。在春晚的邏輯裏，三星堆⽂化本⾝的內涵並不重要，重



要的是通過發掘⽂物這件事刺激⺠族精神和⾃豪感，其實是本末倒置。
與其說央視的鏡頭呈現出的是傳統繪畫美感，不如說⼀直在追隨美麗的⼥性舞蹈演員。

春節聯歡晚會戲曲節⽬《⽣⽣不息梨園情》。影⽚截圖

⾄於戲曲節⽬《⽣⽣不息梨園情》以歌曲串燒形式將不同形式和流派的劇⽬混雜在⼀起，讓⾝着傳統戲服的藝術⼯
作者置⾝在現代舞美燈光下，以⾛⾺觀花的⽅式，唱着不同戲劇種類的唱腔，時⽽表達「忠君愛國」的思想，時⽽
⼜呼喚纏綿悱惻的愛情……這樣不倫不類的形式，傳遞給年輕觀眾的只能是傳統戲曲的莫名其妙，⽽不是所謂的傳
統之美。
⾄於⽐較受到觀眾好評的所謂「創意⾳舞詩畫」《憶江南》，其實就是組織了幾位以演技著稱的名演員，以扮演古
⼈的⽅式遊⾛在⽤⾼科技營造出的視覺奇觀裏，給⼈⼀種他們置⾝在《富春⼭居圖》裏的錯覺，幾位演員⼀邊遊
⾛，⼀邊吟誦古詩，以此表達所謂的詩畫之美。這樣的⽅式看似新穎，其實並⾮是對古⼈詩詞的真實演繹。⽐如節
⽬設定了漁夫、樵夫、⾏者、讀書⼈等不同的⻆⾊吟誦詩歌，以此尋找到「⼋個⼈物所表現出的悠然⾃得，與當下
⼈⺠⽣活幸福指數的⽇益增⻑的契合點」，根本上忽略了中國古代⽂⼈具有批判和憂患的精神。
對於春晚的舞台來說，主創試圖借⽤古⼈的「⼭⽔畫」歌頌今天的時代，卻忽視了古⼈在他們的語境裏借「⼭⽔
畫」感懷⾝世，批判時局的意圖。就拿《富春⼭居圖》裏所謂的漁夫、樵夫等⻆⾊，早就有學者分析過，⿈公望所
表達的並⾮普通⼈對⽣活的怡然⾃得，⽽是⼀群不願意為元代暴戾的統治者服務⽽隱居的讀書⼈。所以，春晚所謂
的弘揚國學恐怕只是⼀個美麗的笑話，如果真有所謂國學背景的觀眾，⾯對這樣⼀部借古⼈⽣活諂媚當下的作品，
恐怕只能啞然失笑吧。
主創試圖借⽤古⼈⼭⽔畫歌頌今天的時代，卻忽視了古⼈在他們的語境裏借⼭⽔畫感懷⾝世，批判時局的意圖。例
如⿈公望所表達的其實並⾮普通⼈對⽣活的怡然⾃得，⽽是⼀群不願意為元代暴戾的統治者服務⽽隱居的讀書⼈。



《憶江南》以演員以扮演古⼈的⽅式遊⾛在⽤⾼科技營造出的視覺奇觀裏，給⼈⼀種他們置⾝在《富春⼭居圖》裏的錯覺，以此表達所謂的
詩畫之美。影⽚截圖

強⾏塑造的「⼤灣區」
2021年，名詞「⼤灣區」成為媒體的熱點，在湖南衞視的綜藝節⽬《披荊斬棘的哥哥》裏，來⾃⾹港的明星陳⼩春
等⼈就被稱為「⼤灣區哥哥」。可⾒，在宣傳概念上，「⼤灣區」正在成為粵語區的代名詞，⾹港、澳⾨、廣東等
地被這個詞語扭結在⼀起，淡化了原有的本⼟意味。
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港、台灣都成為了官⽅話語裏的「敏感詞」，不少原本活躍的⾹港⽂化與娛樂界的⼈⼠因
為政治問題被內地「封殺」。近年來，內地的娛樂節⽬和媒體報導對⾹港明星和⽂化產品都持⼀種審慎的態度。春
晚作為「統戰」戰線上⼗分重要的環節，卻從來不缺乏港台明星。
如果說，前幾年的春晚僅僅是邀請⼀些港台明星出席和表演，今年的春晚則在⽴意上都偏重對「⼤灣區」概念的塑
造，粵語含量恐怕是春晚歷史上最⾼的⼀年。很⻑⼀段時間，春晚語⾔類節⽬都被北⽅⼩品和相聲佔據，今年的春
晚卻特意邀請72歲⾼齡的相聲演員姜昆帶來《歡樂⽅⾔》，試圖以北⽅⼈學粵語的橋段引發觀眾的笑聲，結果卻引
來⼀⽚罵聲。該節⽬不但不好笑，關於粵語的發聲說法也有很多錯誤，可謂適得其反，被⼈評價「這是⼀個給北⽅
⼈看的節」。
前幾年的春晚僅僅是邀請⼀些港台明星出席和表演，今年的春晚則在⽴意上都偏重對「⼤灣區」概念的塑造，粵語
含量恐怕是春晚歷史上最⾼的⼀年。



春節聯歡晚會《歡樂⽅⾔》試圖以北⽅⼈學粵語的橋段引發觀眾的笑聲，結果卻引來⼀⽚罵聲。 影⽚截圖

⽽⾹港⽼牌的温拿樂隊在今年春晚演唱了《朋友》和《ShaLalala》兩⾸⽼歌，其中樂隊成員譚詠麟和鍾鎮濤在內地
名氣較⼤，其他幾位相對不那麼被⼈所知。不管如何，當這隻成員年齡加起來有356歲的樂隊上台時，除了喚醒⼀部
分觀眾的懷舊情感之外，也讓⼈不勝唏噓。
君不⾒，1991年譚詠麟在春晚舞台演繹《⽔中花》時所收到的追捧；⽽如今，他只能作為「⼤灣區」愛國藝⼈的代
表，演唱對年輕⼈毫無意義的⽼歌。三⼗年的時間，港台藝⼈在春晚舞台的意義和地位完全不同。其間，多少輝煌
明星隕落，曾在內地與譚詠麟⿑名的張國榮以⾃殺的⽅式離開世界；「温拿」之後同屬星級樂隊的「達明⼀派」被
「封殺」；曾被認為是「造星⼯廠」的⾹港娛樂圈似乎後繼乏⼒，少有年輕巨星出現……與其說「温拿」在春晚的
再聚⾸。是所謂的「回憶殺」，不如說這更像是⼀個時代的輓歌。
看完整場「春晚」，雖然無數次出現港台明星聯袂的節⽬，但中國觀眾再找不到⾃⼰當年聽張明敏演唱完《我的中
國⼼》所產⽣的情感悸動。若繼續將兩岸四地⽐作兄弟⼿⾜，儘管譚詠麟還在賣⼒演唱：「你為了我 我為了你，共
赴患難絕望裏，緊握你⼿，朋友……」這樣的歌曲，但其實「朋友」的含義早已變質，隨時代⽽改變的新意涵、新
關係，哪裏是能⽤⼀⾸歌，幾句⽅⾔，⼀個新的地域命名，就輕易地「凝聚」起來。

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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