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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上台暴露短板

专专业业演演技技，，正正成成为为流流量量演演员员的的目目标标
《演员的诞生》是近期最受关注的新晋综艺节目之一。实力演员的同台比拼，后辈和章子

怡等导师相互切磋，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演技展现，而节目中有关演技的专业讨论也引发了
强烈反响。不仅如此，在《欲望之城》《急诊科医生》等新剧中，青年演员都希望通过与前辈的合
作，提升演技，从而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

流量演员敢上台
就值得表扬

实力演员之间的比拼，让
导师和观众难分高下，在《演员
的诞生》中不止一次出现。余少
群和翟天临重新演绎《绣春刀》
让人印象深刻。他们入戏很快，
在不到十分钟里经历了多次心
理转折，从人物性格到手势、眼
神等细节，都被演绎得细致准
确，“强强对话”的表演博得三
位导师的一致好感。虽然翟天
临得以晋级，但余少群说，能与
好演员PK就没有遗憾。舒畅和
辛芷蕾演绎的《金枝欲孽》,复
杂的后宫争斗在一场情绪起伏
大、节奏转换快的戏中得到淋
漓尽致的展现。

节目中有“棋逢对手”的表
演，也有流量演员的表现遭到
批评。第一期中，郑爽和任嘉伦
搭档演绎《我的父亲母亲》，点
评嘉宾于正指出，郑爽习惯把
角色往她自己身上拉，面对不
同的剧本情境，她就有点慌乱。
章子怡表达更直接，“她连一点
对表演的信念感都没有。”

据悉，王俊凯等流量明星
将陆续登场。当然，也有不少受
邀的演员最终拒绝前来。有观
众表示，对于实力没有得到观
众认可的演员来说，上台可能
会暴露演技上的缺陷，需要很
大勇气，“平时这些人气偶像在
剧组都是听别人说好话，没有
人会批评他们。这一次他们可
能没有得到表扬，而是被导师
训，露出自己的短板。但这是一
个契机，他们吸取意见和经验，
就能在以后的工作中改进自
身，提升能力”。

与前辈合作
压力自然大

不只是综艺节目让观众关
注演技，最新开拍或播出的几
部戏中，也处处可见前辈与后
辈组成的全新CP。一方面，大
家都会质疑这样的演员组合搭
不搭；另一方面，在中年大叔等
实力派面前，青年演员面临能
力上的巨大考验。如果差距太
大，后辈就“被碾轧”，如果气场
不输，也能大放异彩。

吴秀波和Angelababy首次
合作的新戏《欲望之城》近日开
机。虽然该剧编剧、导演和制片
人等幕后团队扎实，但由于
Angelababy的表演实力受到众
人质疑，导致了大家的担忧。

另一位大叔张嘉译多次
“牵手”比他小很多的女演员。
正在热播的《急诊科医生》中，
他和王珞丹相差14岁，最后要
成为一对情侣。面对这组CP，
目前虽有观众对张嘉译的外形
不满，但王珞丹在与前辈的对
手戏中显示功力，得到了观众
好评。在《我的！体育老师》中，
张嘉译还与王晓晨合作，他们
能否拿出精彩表现弥补外形上
的不搭，是一大悬念。

流量演员
要用演技正名

《演员的诞生》节目外有很
多话题，也有一些杂音，但宋丹
丹、章子怡、刘烨等人认真探讨
什么是高级的戏剧，什么样才
是好演员，台上的演员都在进
行着专业比拼。他们的能力到
底如何，观众心中自然有了评
判，此时比赛结果已经不那么
重要了。说白了，演员最终是靠
自己的能力说话。

杨玏顶着父亲杨立新的光
环参加了节目，让观众看到了他
离实力派的差距有多大。他坦
承，演技是演员安身立命的饭
碗，在追求演技这条路上，还有
很多要学习的东西，所以这条路
永远没有尽头。相信更多的流量
小花、小生都是抱着这样的心
态，大胆直面前辈导师的批评和
舆论的反弹，才会冒险上节目。

在前辈面前，尤其是和前
辈合作，新人、后辈要背负多大
的压力和关注度，只有他们本
人明白。而你到底行不行，有没
有能力，观众、圈内人心里跟明
镜似的，但演员需要有自知之
明，为自己负责。Angelababy、
郑爽等后辈如若借由一部戏、
一档节目，虚心向学、克服困
难，扎实提升业务水平，让外界
质疑的声音消失，才真正担当
得起演员这个身份。（曾俊）

主流市场
有消费意愿

“慢综艺”热起来了，但我
们当前对“慢综艺”的探讨依然
匮乏得可怜。从《向往的生活》
开始，对此类节目的评价始终
在原创度的问题里打转。需要
承认的是，这一系列“慢综艺”
的诞生确实高度脱胎于韩国综
艺的类型化发展。《三时三餐》

《尹食堂》《孝利家民宿》等多少
为中国的“慢综艺”提供了参
照。关乎模式的有限原创是个
问题，但对真人秀来说，人本身
和人物关系的建构与互动才是
决定一档节目成色的关键，为
一档节目的“好看”源源不断地
输送养分——— 这就是为什么此
前户外真人秀起伏消长、形态
也大同小异，但《极限挑战》能

凭借“极限男人帮”屹立不倒的
原因。在这一层面上，我们能看
到如《向往的生活》《中餐厅》里
更原生的人物关系，以及人物
驱动之下更本土化的叙事。加
之在制作层面的投入，这一系
列国产“慢综艺”都渐渐勾勒出
了自己较为鲜明的模样。

相比原创度的问题，观众
对“慢综艺”的困惑似乎更多集
中在如何观看的问题上，第四
季度涌现的一系列“房子综艺”
可以拿来集中说明。湖南卫视
的《亲爱的客栈》、东方卫视的

《青春旅社》、浙江卫视的《漂亮
的房子》、江苏卫视即将播出的

《三个院子》，几个一线卫视不
约而同地推出了“生活在别处”
的慢综艺，题材上的相似性至
少说明主流市场对此强烈的消
费意愿。无论是民宿经营，或是
建筑创意体验，“慢生活”的概

念形成了系统化的表达。总体
上，这些“房子综艺”讲的故事
大同小异，但差异化的定位多
少为自身确立了一定辨识度。

“慢综艺”的作用
在宽慰焦虑

事实上，观众对此类节目
的迷思目前其实还在“慢”这一
字眼本身。如何来定义电视建
构出的“慢生活”？应当用“真
实”这一标准进行参照吗？诸如
此类的问题有很多。

“慢综艺”以情感化的叙
事为观众营造出了近乎日常
的审美空间，然而，这并不意
味着“慢综艺”就等同于日常
生活，这一批电视综艺为人们
设定的“生活在别处”的情致，
原本就是高度象征化的。或者
说，它们从来都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诗和远方”，仅仅是专门
用于电视表现的符号意义上
的“慢生活”，核心的意图是希
冀大家能用浪漫主义的心态
重新审视自己日渐匮乏的生
活 ,至于能否转化为“生活在
别处”的具体现实，向来不是
这类节目的本意。

站在这样的视角上，我们
对“慢综艺”的苛责似乎走偏了
方向。客栈也好，旅社也罢，说
到底“生活在别处”原本就是人
们心中闪烁的一个执念，宽慰
焦虑而非解决问题才是电视综
艺的底色。“慢综艺”永远做不
到真实的真实，它只会是为人
们的“放飞”提供一种富有真实
感的可能性路径而已。能做好
这一点，“慢综艺”其实就完成
了它的使命，再多的负载它也
承受不了不是？

（何天平）

文化观察

2017年剩下的份额不多，
文化类节目除了读信、背诗、
国学答题不断自我复制，现象
级节目再难出现，除了复播的
一期《极限挑战》以爱之名被
热议了一番，其他再也没能取
得“庶民的胜利”。反倒是今年

“慢综艺”清新升温，从年初的
《向往的生活》到年中的《中餐
厅》，再到第四季度《青春旅
社》《亲爱的客栈》等一系列民
宿经营类节目，“慢综艺”的发
展势头一点儿都不慢，如何反
叙事、反节奏，已经基本能从
既有节目的呈现中觅得一条
比较清晰的路径。

郑爽

在《演员的诞生》中，郑爽和任嘉伦搭档演绎《我的父亲母亲》。

2017年，现象级综艺提供了放飞路径

““慢慢综综艺艺””让让人人重重新新审审视视生生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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