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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嘉宾趋向低龄“美帅乖”

明明星星很很““鲜鲜””,,节节目目寡寡淡淡

本报记者 刘雨涵

综艺低龄化
嘉宾“90后”起步

年轻流量明星汇集的《高能少年
团》5位常驻嘉宾中，年龄最大的王大
陆1991年出生，张一山1992年，董子
健1993年生人，还在读大三的刘昊然
今年只有20岁，最小的王俊凯刚满18
岁。如今综艺节目“90后”起步，让身
为“80后”还想过儿童节的人汗颜。

无独有偶，偶像养成节目《美少
年学社》也将嘉宾锁定在了年轻人甚
至是少年身上，而且是放眼亚洲，网
罗了日本正太、中澳混血、拉丁舞王
子、学校校草等11位“小鲜肉”，他们
的年龄大多不到20岁。金星虽然三天
两头痛批这类明星，但却跑来当起了

“社长”，亲自调教这些孩子。
不久前，2017年《快乐男声》以网

综身份再次回归。官方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快男选手中“95后”报名参赛
比例高达35%，1990年生都算是大龄
选手，而且节目组直接将选手的命运
交给了代表市场口味的“挑食少女
团”，导师们仅有点评的功能。

明星嘉宾同质化
节目食之无味

集齐了5位“流量担当”，《高能少
年团》似乎马上就能召唤收视率和点
击量了，而令人尴尬的是，节目播出
了8期，却如石沉湖底，波澜不惊，评
分低至5 . 6分。“少年”组合并没有让
节目关注度呈指数级增长，这其中有

节目模式设置问题，但嘉宾的同质化
让节目难以产生化学反应是关键。

号称“年轻版”《奔跑吧》的《高能
少年团》，让人看出了“低能版”《极限
挑战》的感觉。别人家的节目都是做着
任务唱着歌，在斗智斗勇、偷奸耍滑中
过关。但高能少年们太实诚了，上气不
接下气的对话让人隔着屏幕就能感觉
出累，东躲西藏的晃动镜头看着就眼
犯晕，节目中的游戏是要为人物服务
的，在这里却成了人物为游戏服务。

对粉丝们来说，他们的爱豆可以
没有演技，但却不能不“美帅乖”。颜
值即是正义，乖巧就是人品，谦逊懂
事有礼貌，软萌酷炫帅破天，他们就
是粉丝心中最标准的“六好”青年。在

《高能少年团》中，除了张一山这个
“鲜肉界的泥石流”外，其他人大多逃
不过这个路数。张一山机智敏捷地调
度指挥，任劳任怨地承受恶搞和折
磨，同时不忘诙谐幽默一番，一个人
撑起了节目为数不多的智点、虐点和
笑点。其余几个少年基本上是闷葫
芦，王大陆只会不带脑筋地傻呵呵，
最小的王俊凯更是乖巧到了极致。

说这些艺人天生没有综艺感也
并非事实，曾经参加过《极限挑战》的
王大陆在节目里被孙红雷耍得团团
转，直到最后都不相信孙红雷的卧底
身份，让观众笑到哭，从那时起“傻黑
甜”的外号就跟上了他。张艺兴在几
个老大哥的带领下，迅速由“小绵羊”
成长为“老绵羊”。试想，如果把“傻黑
甜”“小绵羊”“傻狍子”这些食草动物
都放在一起，却没有形成完整的食物
链，那么节目恐怕就没啥看头了。如
今一些综艺节目只顾凑齐最新鲜的

“食材”，却忘了用酸甜麻辣调和众人

百口，自然是清汤寡淡食之无味了。

造星力削弱
偶像沦为配角

在综艺进入明星真人秀时代后，
做素人养成节目已经越来越费力不
讨好了，还在坚守素人节目的创作者
们于是抓住了年轻的“流量担当”这
根救命稻草，想让节目借此获得新的
生命力。然而从《美少年学社》的实践
来看，似乎事与愿违，徒有花样外貌
的学员们在老戏骨的强大光芒下，纷
纷沦为了黯淡无光的配角。

《美少年学社》定位为青春版的
《天天向上》，不走脱口秀的方向，“太
帅的男人不能说太多话，否则会破坏
神秘感。”如果不让学员们说话，那只
能让他们当花瓶或作为吉祥物供大
家逗乐，这样还怎么养成偶像呢？从
实际播出情况来看，《美少年学社》似
乎更适合被称为“业余版《一年级》”。

《一年级》中学员好歹也是上戏学生，
经过几年的科班训练，怎么也算是

“半成品”了，而《美少年学社》中的学
员则只不过是一些外表比较好看的
胚子罢了，在镜头前练起真把式，马
上就露了怯。有一期，老师唐国强从
高抬腿、俯卧撑等基本功开始教起，
设置了受伤、送别场景，老师情绪一
秒到位，泪珠扑簌簌掉下来，而懵懂
无知的学员们只能小鸡啄米似的点
头，哪里谈得上什么偶像气质。

现在的男星们普遍柔美有余而
阳刚不足，发型越做越炫，眼线越描
越黑，妆容越来越精致，却没有足够
的内在来充实，这样的偶像即便参加
再多的综艺节目也会很快干瘪下去。

中中国国超超级级英英雄雄
更更接接地地气气

新片放眼瞧

“ 8 0后”已经落
伍，“90后”只是将将
够格，“00后”已经杀
进重围，如今的一些
综艺节目干脆出现了
全部年轻男生的阵
容，越来越低龄的综
艺嘉宾不禁让人感叹
这世界变化太快。综
艺节目用年轻明星本
是为了提鲜，但如果
清一色“美帅乖”，没
有个性或特色呈现，
味道未免会太单调，
看久了观众也会腻。

本报记者 倪自放

陈嘉上说他执导的《荡寇风云》讲述
了明朝特种部队的故事。作为一代“战
神”，戚继光具备成为影视作品中超级英
雄的条件，只不过相对于好莱坞作品中
上天入地的超级英雄，讲述戚继光故事
的《荡寇风云》更接地气。

《荡寇风云》的动作戏保持着高水准
且有一些新意。赵文卓、洪金宝以及日本
动作片老将仓田保昭的加盟，是目前东
方题材影片动作戏的保障。戚家军著名
的阵法“鸳鸯阵”在片中有了高度还原，
尤其在最后的鏖战中其威力发挥到了极
致。由于战场是在沿海水镇，面对的又是
零散作战的倭寇，所以在处理决战场面
上非常合理地选用了11人一队的“鸳鸯
阵”，而非成千上万人的大场面。

不过，卓越的动作场面不是影片重
点，电影在表现“战神”戚继光上除了动
作场景外，更多的是向内挖潜，塑造一个
内心更为丰富的戚继光。两个人物形象
从侧面丰满了戚继光的形象。

一个是万茜扮演的戚夫人。野史中
有戚继光怕老婆的说法，影片将这些内
容做了合理运用。但怕老婆的情节，不过
是为影片增添一些笑料罢了，影片的高
潮是戚夫人率领全城男女老少抗击倭寇
的战争戏，战争从军队扩展到全民，影片
半数燃情动作戏就出现在这一段落。

另一个人物是戚继光的顶头上司胡
宗宪。胡宗宪在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
中形象相对负面，《荡寇风云》没有为胡
宗宪翻案，这条故事线表现了复杂的明
代官场。胡宗宪对戚继光在为官之道上
的教导，让这部影片堪称职场秘籍，也让
英雄情怀落地，告别脸谱化的英雄主义。

虽说是表现中国的“战神”，但《荡寇
风云》并没有陷入“抗日神剧”的泥淖，影
片开始字幕交代倭寇主力是安徽人毛大
峰，这为影片奠定了写实基调。仓田保昭
饰演的日将熊泽也是近年难得的反派形
象。片中熊泽率领倭军多次击退俞大猷，
甚至让戚继光陷入保家和保国两难的境
地，他多次引用《孙子兵法》经典语句，对
中国文化的了解也不是一星半点，这样的
敌人是一个强劲对手。

不神话中国“战神”，不刻意贬低敌
人，这让戚继光的胜利显得来之不易，也
更加凸显了这位民族英雄的卓尔不群。
正如影片的英文片名，其意即是“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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