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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屏呈现打造沉浸式春晚

今年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技术
创新应用上再次突破，实现多个“首次”：
首次实现“8K超高清+三维菁彩声”春晚
直播；首次使用我国自主研发的8K超高清
摄像机参与春晚摄制；利用总台首创的智
能伴随技术实现高清/4K/8K版春晚同步
制作；首次采用三维菁彩声制作春晚音频
信号，最大限度还原春晚现场的音效，打
造身临其境的效果。

今年春晚还将充分运用XR、AR等前
沿科技，打造惟妙惟肖的虚拟舞台，为观
众带来极致体验。自由视角超高清拍摄
系统叠加智能插帧算法，快速生成更为平
滑、连续、稳定的“时空流转”“精彩定格”
的美妙瞬间。一系列硬核科技的充分应
用将为观众带来奇妙、震撼的视听感受。

主持阵容有任鲁豫撒贝宁

发布会上，今年春晚的舞美短片首次
亮相，用简约灵动的舞美设计直观阐释了
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学词牌名“满庭芳”的
理念。2023年春晚官方吉祥物“兔圆圆”
动态形象也首次与观众见面，活泼的萌萌
态，亮亮的大眼睛，带给人满满的喜气
吉祥。

2023年春晚主持人阵容首次发布，任
鲁豫、撒贝宁、尼格买提、龙洋、马凡舒、王
嘉宁将在大年三十儿陪大家过大年。

1月21日晚8点，《2023年春节联欢晚
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
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
中国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
之声等广播频率，央视频、央视新闻、云
听、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等新媒体平
台同步直播。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
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俄语频
道和68种语言对外新媒体平台，将联动全
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家媒体对
春晚进行直播和报道。

春晚已完成第四次彩排

16日晚在“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主
基调中，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顺利完成第
四次彩排。艺术与技术巧妙融合、传统与
现代激情碰撞，多个首次亮相的节目呈现
出独具匠心的创意。多名创作型歌手、实
力派演员也首次登上春晚舞台，为整台晚
会注入浓浓新意和蓬勃生气。

用创新让经典焕发新魅力。今年春
晚，被誉为宋元南戏“活化石”的地方戏曲
剧种莆仙戏首次在春晚舞台绽放异彩，古
朴隽永的表演和风味独特的唱腔赢得现
场观众阵阵掌声。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
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的“南音”，也首次融入春晚
的创意节目中，婉转典雅的千年古音与时
尚明快的现代音乐为观众带来徐徐新风，
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千年传承的恒
久魅力。

今年春晚还邀请了多位“熟悉的新面
孔”，用一片深情送上满满的祝福。在北
京冬奥会开闭幕式上惊艳献唱的马兰花
合唱团和来自大凉山喜德县中坝村果果
合唱团的孩子们以清澈、稚嫩、充满欢乐
和希望的歌声为春晚开场。首次参加春
晚的李光复、孙桂田等艺术家，用严谨的
台风和精湛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喝彩。
小柯、毛不易等首登春晚舞台的创作型歌
手为春晚舞台注入了新活力。

据央视、新华社

任任鲁鲁豫豫撒撒贝贝宁宁领领衔衔主主持持
马马兰兰花花合合唱唱团团用用歌歌声声开开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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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春晚

春晚总导演于蕾：

“欢迎大家更精彩地吐槽”
春节快到了，除夕夜一起看

春晚是延续了多年的传统项目。
不过最近几年春晚似乎越来越
不好看了，春晚过后，总会有大
量观众抱怨和吐槽。那今年的
春晚会好看吗？2023年春节联
欢晚会的总导演于蕾是胸有成
竹，不仅是因为她有春晚的经
验，而且她懂得如何去吸引年轻
人。对于大家吐槽春晚，于蕾曾
表示欢迎：“我相信春晚不怕吐
槽，我欢迎大家更精彩地吐槽春
晚，我觉得那是大家对春晚的关
注，是对春晚的爱。”

于蕾是春晚的老朋友

今年1月5日，于蕾以2023
年兔年央视春晚总导演的身份
出席了一场发布活动。在此之
前，她身上最知名的标签是《国
家宝藏》总导演和制片人。那是
她一手打造的现象级综艺节目，
视频点击量超过40亿。于蕾春
晚总导演的身份“官宣”后，带着
她名字的词条很快上了热搜，其
中不乏网友们基于《国家宝藏》
而发出的欢呼与期待。

其实，于蕾是春晚的老朋友
了。2011年5月，32岁的她接到
任务，协助时任中央电视台综艺
频道总监助理的哈文策划召开
一系列“春晚座谈会”，写下
8000字的建议汇总，作为当时
春晚的一份创新指南。那年6月
下旬，哈文被正式任命为2012年
央视春晚的总导演，于蕾成为哈
文团队中最早被确定加盟春晚
的人。自此，她连续担任了4年
央视春晚的总撰稿，对春晚的定
位、气质、节奏等逐渐熟悉。

看重年轻人在春晚的参与

于蕾看重年轻人在春晚这
场演绎中的参与，她知道，央视
从不缺老年观众，但文化需要传
承，她做《国家宝藏》的时候，就
找到了B站，这个传说中“最火的
青年潮文化社区”，目标明确：想
知道年轻的孩子们在想什么，通
过我们的节目和孩子们做第一
手的互动。

《国家宝藏》第一季在B站收
获了9.8的高分、近3000万播放
量，弹幕几乎帧帧刷屏。“这个事
儿的根基，在于国宝挖掘不尽的
价值。真正吸引年轻人的并不
是‘傻白甜’的方法，而是有质
感、有内涵的东西。”于蕾在接受
采访时说。

于蕾干脆开通了B站账号，
后来经常有人@她：你要看看这

个，她就点开看。如今，她对部
分互联网社群的语言体系运用
得驾轻就熟。

吐槽是对春晚的关注和爱

春晚诞生之初，人们曾怀着
极大的好奇与热情，注视着这个
尚在蹒跚学步的婴孩，为它的活
泼、时髦，为它那广阔宏远的世
界而深深着迷。如今，当春晚步
入40岁，那些未曾经历过电视媒
体初创时代的年轻人，又对它抱
以怎样的目光？

在微博、豆瓣、B站以及自媒
体上，春晚这颗石子所激起的涟
漪，是任何一档综艺节目都无法
比拟的。26岁的广东姑娘小池
已经连续几年围观豆瓣上的“春
晚吐槽楼”。每年除夕，春晚一
开播，就会有很多人开帖，实时
讨论节目，感兴趣的人跟帖互
动。“前排售卖瓜子”“前排领取
砂糖橘，一人一个，分完即止”，
大家模拟着线下聚会的空间环
境，你一言我一语，“楼”越盖越
高。“一般一个帖子，‘糊’组都能
有几百楼，大组动辄上千楼。你
要是不看春晚，这一晚上玩手机
都不懂大家在聊什么梗。”

“新一代观众对春晚的反
馈，是基于他们的媒介使用经验
和成长过程中的文化经验的。
所以吐槽或二次创作并不等同
于解构和颠覆。”中国艺术研究
院副研究员孙佳山认为，这恰恰
说明，“人家还在乎你，年轻人真
把春晚当回事的。”于蕾其实是
赞同孙佳山观点的，在2015年担
任央视春晚的总设计时，一支吐
槽春晚的网络配音队伍刚好进
入当年《我要上春晚》的总决赛，
于蕾当时表示很“生气”：“你们
吐槽春晚，你们还吐槽得那么
好！”镜头前的她大笑着说，“我
相信春晚不怕吐槽，我欢迎大家
更精彩地吐槽春晚，我觉得那是
大家对春晚的关注，是对春晚的
爱。” 本本报报综综合合

1月16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举行新闻发
布会，介绍多项技术创新亮点，官宣
主持人阵容，并首次发布春晚舞美宣
传片和吉祥物“兔圆圆”动画短片。
今年春晚坚持“欢乐吉祥、喜气洋洋”
的主基调，突出“欣欣向荣的新时代
中国，日新月异的更美好生活”的主
题，营造浓厚的开心信心、奋进拼搏
的氛围。在约四个半小时的节目中，
精心安排了歌舞类、语言类、戏曲类、
武术类、杂技类、少儿类等多种节目
类型，力求用创新创意的设计奋力呈
现新时代新征程蓬勃向上的新风貌
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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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春晚第四次彩排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