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2 悦读·文娱 2017年1月15日 星期日

编辑：华章 美编：许雁爽 组版：刘淼

观众好奇心成就
了越骂越红

在今年的开年剧中，《最
后一张签证》无论是画面、故
事还是主演的表演都收获不
少好评。在微博上有观众评
价：“已经很久没有一部战争
题材的剧能够让观众热血沸
腾了，这部《最后一张签证》做
到了牵动着观众的心。”“脱俗
于一般枪战谍战爱情片，场面
恢宏，加上耳目一新的维也纳
景观，值得一看。”“陈宝国与
王雷的人物形象有温度，有人
情味，他们演得过瘾，我们看
得更过瘾。”

可惜的是，好评不能转换
成好收视，该剧收视迟迟未能
破1，比不上或剧情遭诟病或
用后期“抠像”代替大量实景
拍摄的两部作品。可以说，在
同期作品里，收视和口碑数据
不是一致的，这未免让人疑
惑：为什么？

仔细想来，“叫好”与“叫
座”的分离，近年来在影视圈
并不少见，此前大量“雷剧”在
观众的一片骂声中收视遥遥
领先，而电影圈同样如此，大
片时代票房和口碑之间的割
裂也不少见，不少大导演大明
星扎堆的电影都在吐槽声中
票房一再攀升。

骂得越多，票房越高、收
视率越高，这种现象的出现，
其实源于偶然，同样也不会在
影视行业内长久存在。

在张艺谋、陈凯歌、冯小
刚的若干大片被人称“烂”却
都取得了不错票房之后，有些
行业分析人士注意到了观众
的这种好奇心。不少观众看到
差评时并不相信，留意到大导
演、强阵容后更希望一窥究
竟，然后出现更多吐槽的声
音……这种心态被利用之后，
就形成了越骂越红的现象。电
视圈里，“预留槽点”、“不怕你
骂，就怕你不看”早就是公开

的秘密，用“吐槽”来制造话
题，带动作品越来越热，屡试
不爽。

口碑和票房双丰
收者少之又少

但市场毕竟不能永远这
样不成熟，观众也不可能永远
被槽点消费。所以，这些年虽
然有不少票房、收视与口碑割
裂的作品，但也同样涌现了不
少真正受到欢迎的作品。就拿
电视荧屏来说，比如《欢乐颂》

《琅琊榜》《甄嬛传》，这些作品
并不止于制作精良那么简单，
相比于其他一些作品，《欢乐
颂》能激起大众的心理共鸣、
找到代入感，《琅琊榜》让观众
见识到“处女座团队”的认真，

《甄嬛传》的“正剧范儿”和娱
乐性都有很高的水准。在电影
方面，《捉妖记》的成功让大家
看到票房和口碑双丰收的可
能。

可以说，票房、收视和口
碑相统一的作品，还是太少
了，以至于《甄嬛传》《伪装者》
长年累月地重播又重播。这种

“神剧”与其说是排片造成的，
不如说这也是观众自己的选
择——— 有观众爱看、一直不觉
得厌烦，电视台才会一播再
播。

要说这样的作品完美吗？
当然或多或少是有瑕疵的，但
最为人称道的是，制作这些作
品时，主创人员的心态，是具
有“诚意”的。

“叫好”和“叫座”
不会割裂太久

诚意体现在哪里？首先是
纯粹。那些让观众念念不忘的
作品，当初创作时基本都是从
作品本身出发的，先考虑角色
和作品本身的完成度，而不是
为了“圈粉”、忙着轧戏、惦记
着若干真人秀的拍摄或商业
活动。

近日,新版《射雕英雄传》
的监制郭靖宇就表示，现在人
气明星不仅开价高，而且架子
大，也没有足够的档期，所以
只能用新人，“比如新人会给
你足够的档期，我不用被迫去
抠像，而且能不用替身就不用
替身。”结合最近因“抠像演
戏”引发争议的《孤芳不自
赏》，话中深意大家都懂。而
且，现在不少电视剧主演“自
己吊威亚”已经是敬业的表
现，这在老一辈演员眼里也是
不可想象的，更别提什么感受
生活、揣摩角色——— 要是请到
这样的大牌演员，制片方只能
引导大家往越骂越红的方向
去，哪里还能跟大家探讨什么
艺术？

其实，影视作品主创们的
这种“忙碌”，折射的是一种浮
躁，影视作品的创作初衷跟艺
术无关，只谈商业利益，让“叫
好又叫座”渐渐成为一种奢
求。

此外，诚意的呈现还应该
体现在题材和角度的选择。顺
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
恨、存在和死亡，生活的一切
方面，都可以影像化。但是，哪
些对观众胃口、哪些适合一再
翻拍、哪些IP更适合全产业发
掘，都应该有明确的评估和预
期，而不是一窝蜂地在同一个
方向上扎堆。

如今大IP盛行之时，《最
后一张签证》却坚持了历史
正剧的路线，虽然有点冒险，
但有消息称该剧已经售出国
外版权，大概是另外一种肯
定。

当然，无论是电影还是电
视，“每部作品都是精品”这样
的想法只是一种美好的期待。
不过，从观众们对好作品的渴
望和需求来看，我们足以相
信，“叫好”与“叫座”相割裂的
这种现象并不会持续太久，一
定能有更多的作品在“叫好”
与“叫座”间画出等号。

(莫斯其格)

《最后一张签证》再陷怪圈

口口碑碑和和收收视视何何时时不不再再““两两张张皮皮””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影视作品的“叫好”与“叫座”变成了“不是一回事”——— 电影圈这个现象稍微好一点，如果果电影口碑不行，票房

自然后继乏力，但在荧屏上，一些水准不高的作品收视一路攀升，可是一些“大片品质”的作品如《最后一张签证》却却未能在收视上有亮眼
表现。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究竟“叫好”和“叫座”之间何时才能画上等号？

1938年的奥地利，犹太
人遭到纳粹疯狂迫害，只有
拿到外国签证才可以逃离，
在各国忌惮纳粹以各种借
口拒办签证之际，唯有中国
驻维也纳领事馆，向犹太人
敞开签证大门，为他们办理
通往中国上海的签证。

这段真实的历史正是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最后一
张签证》讲述的内容。近日
编剧高满堂还原了这部电
视剧背后的故事。“78年前，
中国签证官向4800个犹太
人发放了签证，一张签证能
挽救一条生命。这是先辈们
做出的一件影响世界的事，
我们作为后代为什么不去
发扬？”

高满堂认为，这段中国
版《辛德勒名单》的故事在
欧洲很出名，但国内却鲜为
人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
很大的遗憾。中国人做了这
么一件好事，却被尘封许
久”。

电视剧《最后一张签
证》里，王雷饰演的普济州
原型是外交官何凤山。何凤
山曾撰写自传《我的外交生
涯四十年》，但是书里对这
段往事却非常轻描淡写。

“我认为这个历史事件具备
了传奇性，你想多少犹太人
到中国大使馆为了一张签
证，它有无限的戏剧可能，
它的戏剧空间特别大。包括
陈宝国演的鲁怀山，虽然是
作家赋予的，但并不是随便
赋予，而是被真实历史事件
打动。”

在高满堂看来，比创作

更重要的是保证真实。“纳
粹、反战、科学家失踪，如果
为了市场，那狗血起来真是
狗血满天飞。但是这个剧坚
持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手
法，和狗血无缘。”

为了真实再现那段岁
月，高满堂前后去了三次奥
地利，实地采访集中营、大
使馆、犹太人纪念馆、博物
馆等，“我为什么要去？因为
在电脑上看的资料是没有
感情的，但当你看到犹太人
成千上万的公墓、十字架，
那种静寂，当看到集中营、
当年烧人的大烟囱，我身处
实地时，每根汗毛都立起
来，那种感觉特别恐怖”。

通过采访，高满堂发
现，当年何凤山顶着巨大的
压力给犹太难民发放签证，

“不仅是把每张签证亲自送
到对方手中。如果是送到有
影响的人家中，还往往在对
方家坐一宿，然后再亲自护
送他们上车”。

“我接手这部电视剧的
时候，首先决定的是不向

‘世俗谄媚’靠拢，不去迎合
低级趣味，要写一部有分
量、有思想、有艺术追求的
作 品 。什 么 小 鲜 肉 、收 视
率……我都不考虑。”对于
当下热播的鬼怪仙侠、家庭
类影视剧，高满堂希望能重
振现实主义精神。他告诉记
者，自己想通过《最后一张
签证》给当下中国电视剧市
场做一个建议，“现实主义
没死，现实主义没亡，现实
主义依然绚丽多彩，没有那
么悲观”。 （张曦)

葛幕后故事

让让更更多多人人认认识识““中中国国辛辛德德勒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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