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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学期的课堂上王老师补充了一个非常值得我深入思考的理论知识，即

狂欢理论与“广场围观”。狂欢理论是王老师在郭莉莉组做完《康熙来了》节目

报告之后所提出的，而“广场围观”是在我们组做完职场类真人秀节目报告之后

就“斗兽场”这一概念所提出的。我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课下查阅资料后发

现，我组提出的真人秀节目中的“斗兽场”形式其实不仅仅具有“围观理论”的

影子，它与《康熙来了》中喧闹的节目氛围一样，也具备狂欢理论中“营造一个

狂欢的广场”这一精神内核。 

简单来说，对于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斗兽场”上的看客）而言，“斗兽场”

真人秀节目形式具备一种窥视和围观的特征，而对于节目本身的参与者和制作者

（“斗兽场”上的角斗士与怪兽）而言，“斗兽场”真人秀节目形式具备一种狂欢

和表演的特征。因此，我欲以管窥豹，仅从王老师提供的众多有价值的理论中的

狂欢理论出发，浅析狂欢理论与真人秀节目形式中“斗兽场”这一视觉形态之间

的对应关系。以进一步为理论结合实践提供参考案例。 

 

一、 狂欢理论基本概念介绍： 

 

 “狂欢”是巴赫金(M．Bahktin)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和《弗朗

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两部文学理论著作中

提出的关键概念，与此相近的核心词是狂欢节、狂欢式和狂欢化。 

第一，狂欢节对颠覆的强调是为了重建，在否定的同时还有再生和更新，而

狂欢节的更新精神与自由浅层次上的解放精神不谋而合。同时，狂欢节将外界“人

化”可以说是自由深层次上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的精神体现。此外，狂

欢节的欢乐与笑是使人达到自由的途径。因此，狂欢是自由生命的张显，狂欢的

深层意义是人的自由。 

第二，狂欢式“是几千年来全体民众的一种伟大的世界感受。它使人解除了



恐惧，使世界接近人，也使人接近人了，它欢呼更替演变和相对，反对恐惧、教

条和官方。”1 从这个层面上说，狂欢式代表着一种精神内涵，它是狂欢节的核

心所在。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使人们获得独特的狂欢认知，如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

交替与变更思想的存在、快乐的哲学和理想的精神等。 

第三，狂欢化帮助人发现迄今未知的新鲜事物的某些启发式的原则。狂欢化

把一切表面上稳定的、已然成型的、现成的东西，全给相对化了；同时它又以自

己那种除旧布新的精神帮助人进入内心深处，进入人与人关系的深层中去。因此，

狂欢化更多的代表一种形式上的内化。 

 

二、  “娱乐至死”年代中的狂欢本质： 

 

由上文可知，狂欢理论所蕴含的狂欢节、狂欢化和狂欢式本质与当 

下泛娱乐化的媒介语境不谋而合。狂欢是自由生命和草根意识的彰显，其内涵是

强调个体的自由与个性的释放。而当今社会“娱乐至死”的喧嚣环境恰好使得个

体的人能在媒介中得以伸展被压抑过久的双脚双手。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看似

张扬个性的草根明星和舞台达人们，却被更广泛且封闭的“围观广场”（即传播

媒介前的观众们所营造的舆论环境）所包围，自由与体制的矛盾在媒介所营造的

狂欢氛围和围观环境下愈发明显，构成一组极为吊诡的关系。 

巴赫金认为狂欢是没有边界的，无论高低贵贱都可参与其中。同时，狂欢又

是普天同庆的，它能够让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彻底忘却“日常”与“正统”，而全

身心地投入到自我与他人的自由交往中。“狂欢节用笑声消解了官方的观念，而

采取了非官方的民间立场。”2 而大众文化是与精英文化相对的，狂欢化理论中

的“取消等级制”和“俯就”表现在大众文化中则是对精英文化的拆解与戏谑。 

在由电影、网络、电视、动漫和电玩等现代媒介和传统印刷媒体共同构筑的

大众文化空间里，话语中的严格规范被抛在一旁，宏大叙事被消解，破除权威、

颠覆官方尽显无疑。在交友类真人秀节目中，传统规范的相亲模式已被嬉笑怒骂

的强大娱乐场代替；在职场类真人秀节目中，传统的企业招聘模式已被个性张扬

的企业代表和嘉宾代替，呈现在你眼前的就像是一个狂欢节的广场，电视作为大

                                                             
① [俄]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巴赫金全集·诗学与访谈[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P212. 

② 吴承笃. 巴赫金诗学理论概观——从社会诗学到文化诗学[M]. 山东: 齐鲁书社, 2009 年 8 月: 

P177-180. 



众文化的承载体，在真人秀节目中变得更加大众且趋近于世俗化。 

 

三、 真人秀节目中的“斗兽场”形式——围观和狂欢的公共广场： 

 

   对于当下真人秀节目来说，目前以《非诚勿扰》和《职来职往》为代表的节

目形态便重建出了一个可知可感的狂欢广场，这也就是我们组突发奇想提出来的

“斗兽场”。从视觉上说，这一形式主要表现在多对一的半圆环舞台、亮灯灭灯

的晋级程序和对草根嘉宾焦点化呈现上；从听觉上说，这一形式主要体现在不同

嘉宾之间多角度多立场的话语交锋上，丰富的视听体验共同营造出一个假定性极

强的“斗兽场”。 

 

《非诚勿扰》的半圆形狂欢广场和多对一的围观广场（上图） 

 

《职来职往》的半圆形狂欢广场和多对一的围观广场（上图） 



 

古罗马斗兽场的半圆形狂欢广场和多对一的围观广场（上图） 

   

古罗马斗兽场的座位设置与《非诚勿扰》的女嘉宾站位设置（上图） 

图 1 古罗马斗兽场与真人秀节目形式之间的对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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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场外的围观者而言，他们沉浸在“窥视癖”得以满足的欲望狂欢中，对

于场内的表演者而言，他们沉浸在“暴露癖”得以满足的欲望狂欢中。而奇观化

的“斗兽场”和电视媒介使得整个看似不合法的欲望宣泄“合法化”——在电视

机前，观众可以合法地窥视他人而不用承担窥视隐私所带来的法律责任；在舞台

秀场上，表演者可以合法地暴露自己而不用承担暴露隐私所带来的道德谴责。于

是电视机和“斗兽场”共同构成一个假定情境，在这一假定情境下，人们可以尽

情地狂欢。 

                                                             
③ 图片来源：http://image.baidu.com/ 



这一假定情景与电影也极为相似，电影院是一个巨大的黑匣子，而观看电影

的观众们则在这一黑暗封闭的环境中透过银幕窥视银幕中发生的人与事。正如电

影批评家陈旭光所言：“电影摄影机无所不能，没有什么地方不能进去‘偷窥’。

这突破了人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受限制的窘境，也使得观众获得了最大的假象性的

自我满足。而从根本上说，就像人需要艺术的慰藉一样，人也需要电影的沉醉忘

我乃至自欺欺人。”4 真人秀节目中的“斗兽场”则在电视环境中重新建造出一

个类似电影黑匣子的狂欢与围观广场，正如电影一样，节目参与者于其中“沉醉

忘我”，而节目受众则于其中“自欺欺人”。 

在电影《天堂电影院》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空间母题是电影院前的广场，而反

复出现的叙事母题是在广场上不断叫喊“广场是我的！”并排挤他人的流浪疯子。

用导演托纳托雷的话来说，广场这一空间母题暗指电影院所象征的公共话语空间，

因其公共，所以人们可以在此空间中相互交流，甚至共同窥视电影屏幕。而疯子

意图独占广场这一叙事母题暗指电影院所象征的私人话语空间，因其私有，所以

每一个人对它拥有至高无上的支配权利，就好像每一个人在看电影的过程中都会

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情感发泄方式。但是有意思的是，疯子最终在广场上的落魄处

境实际上隐喻了电影的公共空间属性“战胜”了电影的私人空间属性。电影永远

是一种公共的，假定性的，集体的，合法的“偷窥方式”。《天堂电影院》中的广

场，不也是对真人秀节目中“斗兽场”形式的具象化写照吗？ 

 

电影《楚门的世界》批判媒介所营造的狂欢与围观的广场对个人权利的扼杀（上图） 

                                                             
④ 陈旭光、戴清，影视鉴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P21. 



 

《非诚勿扰》中暴露嘉宾隐私信息的大屏幕与《楚门的世界》极为相似（上图） 

图 2 电视媒介对人的包围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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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我看来，真人秀节目中的“斗兽场”形式实际上是狂欢和围观的公

共广场的具象化形态，这与电影、电视的本体影像形态和传播方式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 

 

四、 结论： 

 

综上所述，真人秀节目中的“斗兽场”形式与狂欢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节目形态所营造出的广场空间与电视媒介的传播属性和公共空间属性在某种

意义上的实现重叠，使得节目受众与节目参与者共同沉浸在一种狂欢和围观的节

日气氛中。 

正如电影《楚门的世界》所探讨的“媒介吞噬人性，娱乐瓦解道德”的命题

一样，借助“斗兽场”形式的真人秀节目是否存在“娱乐至死”的嫌疑？也正如

当下人们所热议的《非你莫属》（此类真人秀节目的代表）已然失去正确的价值

判断标准一样，制作此类真人秀节目的电视人其良心和道德是否会遭到质问？这

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五、 余论与致谢： 

                                                             
⑤ 图片来源：http://image.baidu.com/ 



 

最后简单说一下我对这门课的感受与想法，刚开始的时候我不太适应，觉得

为什么影视节目策划和符号学能扯上关系，我固执地以为影视节目策划就应该说

一些实践方面的东西，但是经过一学期的听课与课下查阅资料，我发现很多理论

都能指导影视节目策划的具体实践。这些在我之前以为“空洞乏味”的理论知识

竟然在我们组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一一应验。这种感觉非常好，有一种发现惊喜和

“洞穿其中奥妙”的奇妙快感。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是我在这门课上的最大收

获，我也从小组实践中总结出了一些属于自己的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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