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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爆棚却口碑一路下滑话题爆棚却口碑一路下滑，，
《《一路繁花一路繁花》》为何重蹈为何重蹈““花学花学””覆辙覆辙？？

倪萍在直播中透露李小冉因
不堪网络恶评，退出了《一路繁花》
的节目群聊。这一爆料瞬间将李
小冉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大年初四凌晨 1 点 20 分，李
小冉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退群是
正常现象，并对网友恶评一一回
怼。

此前 1月 23日，刘晓庆在接受
采访时正式宣布不再参加《一路繁
花》的录制，并指出节目恶意剪辑
对她的形象以及她与李小冉的关
系造成了伤害。

刘晓庆的退出，引起互联网的
一片哗然。很多网友担心，这位

“流量担当”的离场会让《一路繁
花》难以延续此前的播出热度。

《一路繁花》以开年第一爆的
姿态亮相，在首播当天便迅速攀升
至多个权威第三方数据平台的榜
首位置，证明了其不可忽视的市场
号召力。但随着节目的深入，有关
嘉宾的质疑声逐渐增多。

综艺开播，观众不适，艺人挨
骂，参与节目的隐形成本不断增
加。长此以往，这种趋势可能会让
娱乐行业进入一个不健康的循环。

《一路繁花》给行业上了怎样
的一课？对于国内综艺，抛弃“扯
头花”，又能如何获得流量和关注
度？

话题爆棚却口碑下滑，《一路
繁花》难逃综艺魔咒？

《一路繁花》是由爱奇艺出品、
打火机工作室精心打造的一档跨
龄旅行生活体验真人秀。该节目
汇聚了 6位平均年龄超过 60岁的

“大女主”和 2位新生代弟弟，共同
踏上一段充满探索与交流的旅程。

节目的嘉宾阵容强大。蔡明、
向太、李小冉、刘晓庆、倪萍、张蔷
等姐姐们各具特色，有着鲜明的性
格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贺峻霖和牛
在在两位弟弟为节目注入新鲜活
力。

《一路繁花》未播先火，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60+姐姐们极高的话题
度。刘晓庆的“庆奶”形象早已成
为互联网上超绝精神状态的符号；
倪萍在《再见爱人》中对杨子的犀
利评价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向
太一家更是微博热搜榜的常客。
其他几位姐姐也都各有特色，为节
目增添了丰富的看点。得益于此，
节目在出发首日便收获了116个热
搜热榜，一场揭秘直播也直接收获
了 110个热搜热榜。此外，节目官
宣后多次登顶微博综艺影响力榜
TOP1，充分显示出观众的高度期
待。

自 1月 10日首播以来，节目便
呈现出“高开”的强劲势头，在爱奇
艺平台的热度值迅速突破8000，并
在猫眼、灯塔、Vlinkage、骨朵等多
个权威第三方数据榜单中均拿下
TOP1。此外，节目在微博综艺影响
力榜和抖音综艺榜等社交平台也
均获 TOP1，成为社交媒体讨论的
焦点。这一现象进一步证实，节目
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高
话题度和舆论讨论度。

从社交媒体的传播情况来看，
《一路繁花》的出圈片段主要可以
归为三类。其中，前两类分别是搞
笑幽默类片段和展现嘉宾超绝精
神状态的内容。

幽默元素是综艺中不可或缺
的调味剂，能极大地提升节目的趣
味性与可看性。在《一路繁花》里，
幽默元素在日常片段中俯拾皆是，

“小品女王”蔡明和坦率直言的倪

萍则是这档节目幽默担当的主力
军。

蔡明在电话问候时，别具一格
地调侃倪萍“从井里头出来”，这一
神来之笔，网友笑称“熬夜背梗也
达不到的高度”。还有一回，“迪斯
科女皇”张蔷未戴假发现身，蔡明
一句“今早没摸电门就出门了啊”，
瞬间让现场气氛欢乐爆棚，网友们
也被逗得忍俊不禁。由于倪萍和
向太参加节目之前受伤去医院看
过骨科，蔡明又机智发挥，戏称二
人是“一个单位的”，幽默的联想令
人拍案叫绝。

展现超绝精神状态的片段，主
要集中在刘晓庆身上。在高原上，

“七旬老太”刘晓庆扛着行李健步
如飞，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活力与坚
韧。在饭桌上，刘晓庆秉持“吃饱
再说”“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坚定
捍卫自己吃饭的权利。当众人讨
论午饭吃什么意见不一时，她坚持
要吃肉吃鱼，面对李小冉的反对也
不为所动，最终还自信地加鱼并确
实吃完。

刘晓庆在节目中展现出积极
生活的态度深深打动了观众。网
友们称赞她精力旺盛、胃口好、情
绪稳定且情商高，认为她的这些优
点正是当下许多内耗型年轻人所
欠缺的。甚至有粉丝表示：“她参
加真人秀太晚了，如果能提前20年
看到她的表现，我的人生观念肯定
会更早转变，人生也会过得更好。”

而第三类出圈的热门节目片
段则是嘉宾之间的矛盾纠纷。在
视频平台上，包含这些矛盾片段的
节目正片和剪辑视频播放量极
高。同时，一些二创视频对矛盾片
段进行重新剪辑和解读，也获得了
很高的播放量和点赞量。这种现
象甚至可能是节目组在营销过程
中有意引导的结果。

观众对节目中明星间的矛盾
反应强烈。一方面，部分网友认为
节目组刻意制造矛盾以吸引流量，
质疑节目是否存在“剧本”操作；另
一方面，也有观众指出，矛盾的过
度放大破坏了节目应有的轻松氛
围，将节目形容为“宫心计”或“大
型真香现场”。这些因素共同导致
节目口碑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

为何综艺节目里常常奏效的
制造矛盾手法，这次在《一路繁花》
翻车了？

综艺“战火”绵延，观众情绪
“上头”？

《一路繁花》在处理节目中的

矛盾元素时，遵循了行业内较为常
见的操作模式。

节目利用冲突剪辑展现矛盾
情节，有效感染观众并引发舆论对
立。在此过程中，双方观众的情绪
被不断激发和激化，进而推动节目
的话题度和热度进一步提升。

李小冉与刘晓庆之间的矛盾
被重点呈现，并引发了广泛关注。
矛盾的起源是领队迟到事件，刘晓
庆作为领队迟到两个多小时，打乱
了行程安排，导致其他成员在寒风
中长时间等待，李小冉因此表示不
满。此后，刘晓庆认为让年轻成员
贺峻霖承担更多工作是一种锻炼，
而李小冉则认为领队应更多地承
担责任，以减轻年轻人的压力，双
方再次产生分歧。此外，在点餐环
节，矛盾进一步升级。由于刘晓庆
饥饿且与餐厅老板娘关系较好，她
希望多点一条鱼，但李小冉从经费
角度出发表示反对，两人各执一
词，进一步加剧了矛盾。

矛盾片段播出后，引发了观众
的广泛讨论，并对李小冉和刘晓庆
的个人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李
小冉的个人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大
量负面反馈，评论量达到数千条。
她被网友称为“黑莲花”“毒蛇姐”，
并被指责“空有美貌没有脑子”。
甚至有人将其面临的状况与《花儿
与少年 6》中的周雨彤相类比。而
刘晓庆则被部分观众质疑存在“倚
老卖老”的行为。

在 1月 22日的直播中，刘晓庆
称节目组将原本轻松愉快的吃饭
场景剪辑成她与李小冉之间的矛
盾冲突，不仅损害了她的个人形
象，也破坏了她与李小冉的友谊。

从观众心理层面来看，冲突性
内容确实能在短时间内激发观众
的好奇心和讨论欲，让节目迅速获
得热度。但艺人频繁置身于舆论
风波之中，其公众形象势必遭受侵
蚀，个人品牌价值亦随之贬损。随
着负面影响的累积，艺人参与综艺
的隐形成本悄然攀升，包括形象修
复成本、心理压力成本及潜在的合
作机会损失。鉴于此，那些爱惜羽
毛、注重长远发展的艺人将愈发审
慎地对待综艺邀约。

节目中还存在诸多不合理安
排，航班时间的不合理规划以及行
李超重扣费问题直接影响了嘉宾
的用餐经费，并最终让嘉宾自行承
担后果。这种安排甚至导致蔡明
因长时间未能进食而引发低血糖
症状。这种以牺牲艺人健康为代

价的节目设置，引发了网友的强烈
不满。观众们纷纷指责节目组缺
乏人文关怀，只注重制造戏剧冲突
和话题，却忽视了嘉宾们最基本的
需求和健康，使得这档本应充满欢
乐与美好的旅行综艺，陷入了舆论
的漩涡。

从传播效果和价值传递层面
来看，一些展现女性力量的情节，
本可成为节目极具传播力与影响
力的亮点。

倪萍因同为母亲的“不落忍”，
给卖土豆的单亲妈妈转钱，这份善
良与共情令人动容；向太谈及对原
生家庭的理解，袒露内心深处的情
感；蔡明回忆电影《红楼梦》配音时
与刘晓庆的过往，满是岁月沉淀的
情谊。

然而，节目在叙事上浅尝辄
止，在素材处理上过于粗糙，未能
围绕这些情节展开深度挖掘，使得
女性间相互支撑的力量、积极向上
的价值观，没有通过巧妙的叙事线
串联并放大呈现。

这也反映出《一路繁花》陷入
了“成于话题，败于话题”的窠臼。
在策划执行过程中，制作团队过度
依赖即时性话题，片面追求短期的
热度和流量。大量资源被投入到
制造话题、推高热度上，却没有将
足够精力放在能够沉淀于人心、激
发持久共鸣的情感连接和深刻故
事的挖掘与呈现。而这些深层次
内容，恰恰是一档节目能够深入人
心、形成独特文化价值的关键所
在。如此一来，节目虽能在短期内
凭借话题热度吸引观众眼球，但从
长远看，缺乏深度内涵的支撑，难
以实现节目 IP 的长效建设。

既然如此，为何此前国内真人
秀如此热衷于“扯头花”？

节 目 过 度 营 销 ，何 时 能 止
“伤”？

叙事学中，矛盾冲突是构建故
事张力的核心要素。在国内，真人
秀以“矛盾”为卖点起源于“花学”
时期。

《花儿与少年》中，许晴等嘉宾
在旅行安排和团队沟通上产生了
分歧。这些冲突被镜头捕捉并放
大，成为节目播出后的热门话题。
正是这些话题，成功吸引了大量观
众，使节目热度居高不下，也让真
人秀行业意识到矛盾冲突在提升
节目话题度上的重要作用。

此后，《中餐厅》和《五十里桃
花坞》系列综艺也凭借类似的矛盾
冲突策略获得了显著的红利。在

《中餐厅》中，黄晓明的“明学”式管
理风格，如“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
觉得”等金句频出，引发了全网热
议，进而带动了节目的高收视率和
高流量。而在《五十里桃花坞》第
一季中，宋丹丹和张翰之间的“社
交博弈”备受关注。两人在节目中
的对话和态度不仅引发了观众对
代际沟通和社交边界的讨论，也使
这些话题成为节目出圈的重要因
素。

综艺节目面临激烈的市场竞
争。矛盾情节的存在能够迅速引
发社交媒体上的热议，制造话题和
热搜，从而提高节目的曝光度和知
名度。这种策略不仅为节目创造
了更多的讨论空间和衍生内容，还
能使节目在播出后保持较高的话
题度，进而延长节目的生命周期。

在《一路繁花》中，矛盾叙事所
引发的反噬，本质上是观众在多年
矛盾冲突叙事的长期影响下，情绪
阈值被显著提高的结果。这种“预
制菜矛盾”的叙事模式，已使观众
产生了审美疲劳。

更为重要的是，《一路繁花》中
的 60+“大女主”们凭借长达几十
年在荧屏上的活跃表现，早已深深
烙印在大众的集体记忆之中。这
种长期的陪伴与情感沉淀，使得观
众与她们之间建立起了深度且稳
固的情感纽带。观众不仅熟悉她
们的艺术作品，更对她们的人格魅
力和人生经历有着深刻的认知与
认同。基于此，当节目中出现通过
剪辑等手段制造的虚浮“预制菜”
内容时，观众会敏锐地察觉到这是
对她们所珍视的嘉宾形象的一种
破坏。观众会不自觉地站在嘉宾
的角度，共情嘉宾们可能受到的伤
害，进而对节目产生强烈的不满情
绪，这种情绪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节目在观众心中的口碑与形象。

在观众真情实感的审视下，矛
盾噱头常常显得不堪一击。

鉴于“预制菜”式矛盾叙事的
虚浮本质，破局的关键在于反向操
作，即关注具体的人物和真实的故
事。

观众在观看真人秀节目时，渴
望满足情感共鸣的需求。《快乐再
出发》作为近两年最成功的真人秀
节目之一，其制作模式极具参考价
值。与《一路繁花》相似，二者的嘉
宾都有着丰富深厚的故事背景，且
彼此间存在长期情感交互历史。
《快乐再出发》成功之处在于深度
挖掘嘉宾背景故事。制作团队深
入了解嘉宾过往经历，无论是演艺
生涯中的起伏，还是生活中的点滴
感悟，都成为节目素材。在处理嘉
宾情感交互时，充分尊重情感的真
实性，不刻意制造冲突，而是通过
自然的镜头语言捕捉嘉宾间真挚
的情感流露，让观众感受到纯粹的
友谊与温暖。这种基于真实情感
和故事的创作手法，不仅丰富了节
目内容，更提升了节目品质，使节
目能够在众多真人秀中脱颖而出。

《一路繁花》虽然凭借高话题
度与强大嘉宾阵容取得了初期的
市场成功，但在处理节目内容与嘉
宾形象时的不当方式，导致其口碑
下滑。这警示了国内综艺行业，应
更加重视节目的深度内涵与嘉宾
的真实体验，避免过度依赖矛盾冲
突来博取眼球，应更加注重情感的
真实流露与故事的深刻挖掘。只
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保持长久的生命力，真正实现节目
IP的长效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