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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欢欢喜喜过大年，怎么少

得了春节晚会？ 从各机关、团

体、工厂、学校自办的联欢晚

会，到荧屏、电波百花齐放，再

到今天屏幕前 “裸眼 3D” 的

极致体验，不同时代的人心中

有着不同的“春晚” 。

春晚，以新年俗迎新岁

贾晓燕

■ 单位联欢迎新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专业文艺演出

还不够普及，每逢春节到来 ，各机关、

团体 、工厂 、学校等就自己组织舞蹈、

京剧 、话剧 、电影 、曲艺等多种形式的

联欢晚会， 自娱自乐， 欢欢喜喜过大

年。

那时候， 各工厂培养了不少文艺骨

干，联欢晚会正是他们大显身手的好时

机。 1953 年春节期间，北京被服厂举办

了春节文艺晚会， 节目有话剧 《赵小

兰》《夫妻之间》《住新房》及曲艺、舞

蹈等。 琉璃河水泥厂也举办了文艺晚

会，将厂里创作的独幕话剧《学文化》

《婚事》 以及舞蹈 《采石舞》《祖国大

建设舞》等搬上了舞台。

不仅是职工，家属也常在联欢晚会

上亮相。 人民印刷厂举办迎春联欢晚

会时， 厂新房家属歌咏队的队员们一

口气唱了三支歌，台下观众叫好不断，

听完一支还想听下一支。 当队员们最

后把 “压箱底儿” 的歌唱完后观众还

不让走， 队员们只好把唱过的歌又唱

了一遍。

随着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日

益高涨，联欢晚会的范围逐渐扩大，很

多厂矿和郊区农民共同开展文艺活动

迎新春。 大中学校的联欢晚会活动向

来热闹。 1961 年除夕，中央民族学院举

行了盛大的化装舞会， 来自不同民族

的学生翩翩起舞，庆祝佳节 ；在北京归

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 来自 30 多

个国家的归国华侨学生参加了联欢晚

会，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在祖国

欢度春节。

在 那 个 物 质 生 活 不 够 丰 富 的 年

代， 各单位在春节期间组织的联欢晚

会为传统佳节增添了年味儿， 丰富了

人们的精神生活， 鼓舞了人们的工作

干劲儿。

■ 晚会办成新民俗 ■ 百花齐放“闹新春”

上世纪九十年代， 央视春晚不再一枝独

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方电视台、电台

都办起了春节晚会，荧屏百花齐放，电波传送

祝福，节日氛围更加浓郁。

1991 年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 北京电视

台准备了 10 多台文艺晚会，大年初一有京腔

京韵的《祝您吉祥》大型文艺晚会，其中，歌

舞、小品、相声均为新创作的节目；大年初二

有《京城同乐》晚会，小品表演令人乐得合不

拢嘴；大年初三有《银河春夜 星光灿烂———

1991 年春节中国影星大聚会》， 让影迷与明

星共同度过了令人难忘的时刻。 此外，《“大

白菜” 文艺晚会》《春天的旋律———1991 年

少儿春节晚会》 等晚会也满足了不同年龄层

次观众的需求。

为了满足不同观众的喜好， 从 1994 年

起，中央电视台在除夕夜同时在一、二、三套

节目推出三台晚会。 在第一套节目播出的春

晚始终是除夕夜的“大餐” 。 当时，春晚剧组

的工作人员开展了 “假如我来主办春节联欢

晚会征文”“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征集好节

目” 活动，并到东北、广东、上海、安徽、湖南、

河南等多地收集好节目，希望能为观众带来新

感觉。 第二、三套节目播出的分别是戏曲晚会

和歌舞晚会，观众既过足了戏瘾，也领略到了

不同风格的音乐、舞蹈的魅力。

不光是荧屏热闹， 空中电波也传递着喜

庆。 1995 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大型春节

文艺晚会。 美丽的天山、 飘满酒歌的蒙古包、

欢歌笑语的苗寨土家村……各省市电台为听

众送上的歌曲、相声等优秀贺岁节目，让听众

大饱耳福。 1999 年春节期间，北京人民广播电

台所属 6 个专业台、7 个频率联手推出了 10 个

单元、长达 60 小时的综合文艺节目《欢乐送进

千万家》，也让听众享受了精彩的听觉盛宴。

那些年，各大电台、电视台的晚会丰富多

彩、 争奇斗艳， 为人们奉上了一道道文化大

餐，令传统的新春佳节更有文化味儿。

� � � � 进入新世纪，网络通信技术日新月异，

春晚也随之进入了新时代。

2006 年春节，全球华人春节网络联欢

晚会、网络动画春晚、首届宽带春节联欢节

3 台网络春晚轮番上线。 尽管当时出现了

一些问题，如上网人数过多导致网速降低、

节目选材与质量有稚嫩之处等， 但这 3 台

晚会还是得到众多网民的青睐。

2007 年， 中央电视台与腾讯公司合

作，面向全球全程网络直播、轮播春晚以及

历年来春晚精彩节目剪辑， 全球华人可以

通过点播等方式观看， 还可以投票选出自

己最喜爱的节目。

2010 年 2 月 6 日， 全国第一台三网

（电视、互联网、手机）融合的春节晚会登

陆北京卫视，打出了“连播七天，天天看春

晚” 的招牌。 这台网络春晚从启动到录制

不过 28 天，吸引了 9500 万人次网民为其

“点将、支招” 。割肝救儿的“暴走妈妈” 陈

玉蓉、见义勇为的“抡车男” 郭小亮等草根

故事被搬上春晚，引发了网民的广泛共鸣。

开播第一天，新浪网和 BTV 在线累积点击

观看人次达到 80 万，此后每天点击量直线

上升， 播出 4 天引来 1.8 万微博博主竞相

热议。

2011 年，央视举办了《亿万网民大

联欢， 全球华人大拜年》《点击幸福》

《上传快乐》《下载创意》《共享奋斗》

《登陆未来》 共 6 场网络春晚， 分别在

央视三套节目及网络、 手机、 IPTV （交

互式网络电视）、 车载公交电视等平台

上播出。 晚会现场采用视频墙、 微博墙

等形式，因为可以与网络红人、明星

即时互动，在欣赏节目的同时还能

向自己的亲朋好友拜年， 吸引了

不少网友参与。

科技赋能文化， 春晚面貌一新。 2020

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舞台首次打造

三层立体舞美， 同时运用飞屏技术营造出

360 度环绕式景观， 精良的视频制作令观

众在屏幕前有“裸眼 3D” 的极致体验。 当

年春晚还大量应用轨道机器人、无人机、在

线虚拟系统等 40 多套 4K 特种拍摄设备

进行节目制作， 实现了全要素 4K 超高清

电视智能直播。

龙年春节即将到来， 春晚大幕就要开

启。今年的春晚会带来怎样的惊喜，让我们

拭目以待吧！

� � � � 中央电视台的“迎新春文艺晚会” 是

中国人重要的过年记忆。 上世纪八十年

代，随着电视机拥有量的增加，央视“迎

新春文艺晚会” 从录播改为直播，并且正

式定名为“春节联欢晚会” ，也就是日后

脍炙人口的央视春晚。

这些重要改变出现在 1983 年的晚

会上。 当年在除夕之夜播出的春节联欢

晚会是以直播形式同观众见面的， 参加

演出的有侯宝林、马季 、姜昆 、李文华 、

侯耀文、石富宽 、袁世海、马长礼 、李维

康 、王景愚 、严顺开、林丽芳 、李谷一等

大批知名演员。与往年不同，观众在大饱

眼福的同时， 还可以通过 4 部专用电话

点播参加晚会的演员演出自己想看的节

目。 此外，节目中间穿插了谜语，观众在

大年初一将猜出的谜底贴上邮票寄出，

中央电视台便会给猜中的观众回寄一份

纪念品。

由于是第一次让观众点播节目，晚会

期间出现了不少插曲，李谷一演唱的《乡

恋》便是其中之一。 这首歌是电视片《三

峡传说》的主题歌，当时特别流行，只是

因为有“情绪不太健康” 的争议，此前这

首歌一直未能公开上广播电视。 1983 年

央视春晚现场，点播《乡恋》的电话一个

接一个，直到点播条装了四五盘，时任广

电部部长吴冷西决定顺应观众要求，《乡

恋》得以播放。

由于增强了演员和观众的互动性 ，

1983 年央视春晚大获成功 。 几千年的

过年传统 ， 由围炉守岁变为看春节联

欢晚会守岁 ， 央视春晚由此上了吉尼

斯世界纪录。

从那以后， 央视春晚成了电视文艺

界大胆创新的改革先锋。 1984 年，央视

春晚出现了第一批港台明星： 张明敏、

奚秀兰、黄阿原、陈思思，还涌现了陈佩

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吃面条》，马季

的相声《宇宙牌香烟》，李谷一的《难忘

今宵》等众多优秀作品 ，直到现在仍被

业界公认为不可超越的巅峰。 后来，小

品等新颖的文艺形式也伴随着春晚正

式登上舞台，大批港台歌星更是借着春

晚的东风登陆内地。 那个年代，央视春

晚让一大批新面孔一夜之间成为明星，

红透大江南北，也让亿万观众在除夕之

夜带着期待和惊喜，牢牢地守候在电视

机旁。

多少年过去，央视春晚早已成为“中

国的新民俗” ，如同过年吃年夜饭一样。

■ 融合创新收视夺冠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 年春节联欢晚会》第四次彩排现场。

1962年春节前夕，北京电视台举办了《笑的晚会》，侯宝林、刘宝瑞等知名相声演员的表演吸引了很多观众。

� � � � ▲上世纪八十年代，央视春晚办成

了“中国的新民俗” 。 图为 1986 年央视

春晚彩排现场。

2019年央视春节戏曲晚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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