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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顺应社会的呼吁，以及乐化时代受众

对影视节目多元化需求的影响，电视方言节目纷纷

登上各地电视台，其中以方言栏目剧最为火爆，成

为地方电视台一道“独特风景”。在强势方言栏目

剧《雾都夜话》的带动下，巴蜀地区相继涌现出了一

大批以《麻辣烫》、《成都情事》、《幸福耙耳朵》等为

代表的优秀方言栏目剧，它们凭借浓郁的川味色彩

和强烈的巴蜀平民风格赢得了极高的收视率。但

随着各地媒体纷纷兴起“方言工程”时，电视方言栏

目剧也因自身突显出来的种种弊端而倍受争议。

从而要想在“主流艺术”——普通话电视节目和众

多“夕阳艺术”——方言电视节目中求得生存和发

展，四川方言电视栏目剧该如何进行自身整合和策

略优化；如何适度地把握节目的数和量，成为目前

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主要从四川方言电视栏目

剧的自身起源与发展现状入手,结合《雾都夜话》、

《麻辣烫》、《幸福耙耳朵》等一些比较成功的四川方

言栏目剧，与湖南等地的方言栏目剧对比，从而对

四川方言电视栏目剧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

和分析,找寻出一条让四川方言电视栏目剧由“墙”

向“桥”转变的路径，得出最有利于它发展的策略和

建议。

一 现状：火爆发展中暗藏危机
（一）取得的成绩

自1994年起，在《雾都夜话》方言电视栏目剧的

带动下，巴蜀地方电视台相继推出多部优秀的四川

方言电视栏目剧。仅成都一地，就有《成都情事》、

《麻辣烫》、《大城小事》等多部方言栏目剧上映，并

创下一个个收视高峰。自编、自导、自演，这是四川

方言电视栏目剧的一大特色。“百姓的故事百姓爱

演，百姓演的故事百姓爱看”①，电视荧屏上巴蜀百

姓，他们说的是方言，演的是“自己”。

从收视习惯来看，巴蜀观众有着明显的偏好，

地域特色鲜明，贴近生活的作品大多能够引起共

鸣。结合受众的收视喜好，巴蜀媒体大胆尝试方言

电视栏目剧，向传统影视类节目挑战，定位打造了

“百姓故事会”——不用明星，不编曲折离奇的豪门

恩怨故事，而是用最朴实的老百姓来演绎最真实的

身边故事；借助巴蜀地区的“草根明星”，讲述我们

身边正在发生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采用观众喜

闻乐见的方言形态道出巴蜀之地一个个颇具个性

特色的故事，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

从巴蜀文化底蕴来讲，巴蜀素有摆龙门阵、听

评书、讲故事的文化传统，巴蜀丰富的美景、美食、

民族、历史资源，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名人和

近1.2亿人口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蕴藏着极为

丰富的故事资源。四川方言电视栏目剧正是从巴

蜀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特色出发，以平民化的视

点和立场选择题材，对所选素材进行故事性和戏剧

性加工，然后通过本土“草根明星”们最朴实、纯真

的表演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让观众不由自主地被这

种仿真性所吸引。

《雾都夜话》的开篇语“这不是电视剧，这是真

人真事，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自己演自己的故事”，

以及《麻辣烫》的广告语“个人的故事大家演，大家

的故事你来演，生活的故事我们看，故事的内容你

来编”等等，充分揭示了四川方言电视栏目剧的平

民化和草根性。

从受众市场反馈的情况来看，观众爱看方言电

视栏目剧是因为它本身具有一种超逼真的仿真性，

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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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满足目标受众的心理需求。

相对于其他节目类型，方言电视栏目剧最大的

优点就是低成本高回报。在经营上，投入低、产出

高，不需要演员、翻译创作人员等大量的专业人员，

审查上也相对简单，因此缩短了制作周期。内容

上，方言电视栏目剧是处于栏目和电视剧之间的中

间形态，兼具栏目和电视剧的双重特质，既能够拥

有新闻的现实感和真实感，又能够发挥电视剧的娱

乐性、艺术表现力。

四川方言电视栏目剧成功的原因除了方言电

视栏目剧本身具有的短小、故事性强，低成本、高回

报等共有特征外，很大程度还是因为“新闻演义”的

功劳。巴蜀方言电视栏目剧的故事都是以真实的

新闻事件为基本题材进行二度改编的，这些故事本

身作为新闻事件，已在观众中拥有了较高知名度，

借新闻事件做故事，利用“本土明星”加四川方言的

形式拉近与观众间的距离，给受众一种亲近、贴切、

返璞归真的感觉。

总的来说，巴蜀方言栏目剧正是凭借浓郁的地

方文化和厚重的生活底蕴，以及它模糊虚构与真实

的界线，创造了一种“真人真事”的情景，让观众的

审美需求得到满足，从而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赢得了

一大批忠实的观众。

（二）暗藏的危机

实践证明，方言电视栏目剧的确是投资小见效

快的节目形式，但随着各地媒体“方言工程”纷纷兴

起时，观众也很快产生审美疲劳。虽然目前四川方

言电视栏目剧收视率不低，但口碑却也没有之前那

么高了，如《雾都夜话》曾被一些专家指责为品味低

下、制作粗糙的节目。也曾有人这样评价它——一

个无聊的人，创办了一个无聊的栏目，吸引了一大

群无聊的人。

理论上讲，方言电视栏目剧是一种方言、电视

媒体，跨区域、跨文化传播发展以后出现的区域性

传播趋势的产物，它将节目的本土化意识和本地化

战略角度相结合，让方言电视栏目剧具备了纪实

性、参与性，成为媒介平民化的必然趋势的产物。

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注定了方言电视栏目剧在

今天比较尴尬的定位和模糊的生存状态：一是栏目

和剧的定位，方言电视栏目剧是栏目还是剧？二是

新闻性与故事性之间的含糊定位，方言电视栏目剧

是新闻故事的再现还是虚构的戏剧？三是草根性

和专业性之间的矛盾，我们在保持草根性、保持平

民化、保持生活质感时一定要在具体上做到专业性

的描述和专业性的表达。第四点体现在形式创新

的乏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模糊。

四川方言电视栏目剧作为方言电视栏目剧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面临“模糊定位，边缘生

存”的尴尬局面，要应对种种争议。因此，四川方言

电视栏目剧要想在众多的方言节目中形成影响，保

持高收视率，必须追求规模化、品牌化效应，必须加

强自身资源整合，打造新的竞争优势。

二 文化特色作基石 改革创新谋发展
继重庆《雾都夜话》节目后，除巴蜀，其他省份

也纷纷涌现出多部优秀的方言电视栏目剧：湖南有

收视率9个点的《故事会》③，广东有高达36个百分

点的《外地媳妇本地郎》④，陕西有收视率达到了7个

点的《都市碎戏》……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把四

川方言栏目剧撂倒在沙滩上的阵势。

这些栏目剧同样是采用本土方言和业余演员

来讲述市井百态。但在这些后起之秀身上也有着

诸多值得四川方言栏目剧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拿湖南的方言电视栏目剧为例，《欲望都市》主

要以都市情感故事为题材，邀请有一定表演经验的

演员，特别是大量使用娱乐频道的签约艺人，如星

姐、超男等，让《欲望都市》比其他的栏目剧更青春

时尚，符合现在大多数白领女性观众的需求；《晓了

显火》在题目的选择上充分利用永州方言，打造自

身的特色，避免了死板的效仿，同时也让别人无从

模仿。

“改不一定生，但不改一定会死。”清华大学教

授陆地认为。⑦这也是目前摆在四川方言电视栏目

剧面前的“华山之径”。任何节目形态都不可能一

成不变，为了更好地应对市场竞争，四川方言电视

栏目剧必须不断地学习和创新。

（一）打造精品“艺术”

四川方言栏目剧的主体受众主要为巴蜀地区

的民众，具体可细化为巴蜀之地的中下阶层，其中

以女性居多，年龄偏大，在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思

想领域和审美领域的地位都普遍偏低，职业一般为

工人、农民、家庭妇女、退休人员和下岗工人。

他们喜爱四川方言电视栏目剧的心理动因有

三点：一是补偿心态，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诸多问

题和挫折在观赏此类节目时能得到有效地疏解和

宣泄；二是认同心理，四川方言电视栏目剧在最大

程度上对现实生活进行了还原，从而有一部分观众

从中找到了自己生理和心理上的模拟感觉；三是满

足心理，观众本来认为上电视、做演员是遥不可及

的事情，但是四川方言电视栏目剧给了他们成为剧

中演员的机会，梦想成真的感觉使观众产生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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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满足感。

给人的心中送去光明是艺术人肩负的使命，四

川方言电视栏目剧要形成品牌、深得巴蜀人心，就

必须做到戏碎而神不碎；坚持“故事平民化、语言地

方化、演员群众化”的特殊风格，尽可能去关注人物

的命运、理想和追求、道德观、社会责任感，以情动

人，传播真善美，给人以阳光、美好向上的力量的故

事和精神；用全真纪实的拍摄手法及平民化加好莱

坞式的叙事方法，将普通百姓身边的真实故事搬上

荧屏,在原生态的现实生活故事上进行提升，从而最

大化的获取市场和观众。

事实也证明，只有立足于大众文化的土壤，我

们才能培植出高尚的精品艺术“巴蜀故事”，就是要

将四川方言电视栏目剧与受众的审美习惯相对接，

不仅在内容上是巴蜀故事，艺术形态上也是巴蜀百

姓的作风、巴蜀人民气派的巴蜀故事。讲好巴蜀百

姓的故事，需要深刻地理解巴蜀民间传统的文化精

神，这种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第一是通俗。第二

是寓教于乐。巴蜀故事中依循受众的审美要求，通

常采用大团圆的结局，根本上也是一种对和谐的社

会结构和伦理关系的向往。所以，利用节目弘扬真

善美，宣扬人性道德、社会公德和法律法规准则将

成为四川方言电视栏目剧的大趋所在。

（二）扩展地域受众

目前四川方言电视栏目剧的受众还仅仅局限

在巴蜀地区，要实现节目的可持续发展，还须扩展

地域受众。如何扩充地域受众？作为方言节目，语

言是一大难关，所以混用普通话和方言将成为四川

方言电视栏目剧的新亮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地方方言艺术的继承固然重要，但要让方言

这堵“墙”彻底转变为“桥”，淡化方言是必须的。现

在纯粹使用方言的有一些，但是大部分是方言和普

通话混着用，主持人讲普通话，演员说方言，这种方

式是规避现在关于使用普通话标准广电总局和国

家语委规定的好方法。目前总体的思路以普通话

为主，方言为辅。全部使用普通话会使方言栏目剧

失去地方特色，所以，坚持普通话和方言的交替使

用，这点对四川方言电视栏目剧的运作是相当有好

处的。同时也便于外地观众接受和理解，这是媒体

竞争的需要，也是四川方言电视栏目剧实现走出去

的必经之路。

（三）培养“本土明星”

《真实故事》的栏目编导认为，“栏目剧的最高

境界就是要让貌似粗糙的外壳有最真实、最实在的

内容，让老百姓在以为它到底是戏剧还是真实的悬

念的状态中一直从开始琢磨到最后。”⑧实质上，这

也是收视率保障的需要。而要造就这种悬念，其中

功不可没的要算一大批“民星”原汁原味的表现

了。《幸福耙耳朵》中田菜农贴近生活，真实纯朴的

表演，把一个老实巴交的“耙耳朵”形象演绎得活灵

活现，赢得了观众的热烈喝彩。但是目前巴蜀本土

“民星”还较少，演技的提升空间也很大，所以开办

演员培训班，培养“专业”的群众演员，打造“本土明

星”，深造“民星”也是目前四川方言电视栏目剧的

当务之急。

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方言电视栏目剧是现在盛行

的草根文化大潮流下媒介平民化的产物，同时也是

电视媒体应对激烈竞争的产物。四川方言电视栏

目剧主要依靠新闻性、故事性、本土性的内容，以写

真纪实的风格、平民化的路线、亲民化的剧情在消

费市场上赢得了较高的收视率，但要实现节目的可

持续发展，四川方言电视栏目剧今后几年就要在培

养创造力，打造自身差异化栏目上下狠功夫，要充

分以身边真实新闻事件为蓝本，开掘新闻背后的故

事细节。在延续新闻价值，弥补新闻及时播报的空

白和遗憾，产生新闻纪实报道无法具备的感染力的

同时，顺应观众对电视节目的消费需求，稳固一大

批忠实受众，从而赢得更广阔的消费市场和发展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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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al Trends
of Sichuan Dialectal TV Column Opera

CAO Jin-ying1，XU Jian-ping2

（1.Xichang College，Xichang，Sichuan 615022；2.No.9 Eelementary School，Xichang，Sichuan 615000）

Abstract: Represented by Night Stories of Misty Capital，Tingling Spicy Hot Pot and Love Life in Chengdu.，
numerous excellent dialectal TV column operas sprang up in Bashu district recently. Considering their distinct
Sichuan peculiarity and strong Bashu grass-root style，they won extremely high audience rate. However，with“The
Dialect Project”set up everywhere，dialectal TV column operas are becoming controversial owing to their inborn
defects. In order to survive in“The Mainstream Art”（TV programmes in Putonghua）and numerous“Sunset Art”
（dialectal TV column operas），it is urgent to integrate Sichuan dialectal TV column operas themselves and optimize
strategies. And it cannot be neglected to control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V column operas moderately can not be
neglected.

Key words: Sichuan dialect；Television；Column opera；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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