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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自放

花了4个亿拍摄的《九州·
海上牧云记》，黄轩、蒋勤勤、王
千源等主演表演相对出色，场
景也颇具史诗大剧气质，甚至
许多镜头有电影的质感。但让人
遗憾的是，该片最大的缺陷是最
核心的“剧情”。不仅外界传言

“如《权力的游戏》般隽永的气
质”并未显现，反倒陷入了之前
宫斗剧的泥淖。回收成本的压力

导致剧集越来越长严重注水，从
原著到主创集体失控，也让该剧
丧失了成为精品大剧的可能。

在故事框架上足够大的玄
幻剧《九州·海上牧云记》播出
至今，一直被指责铺陈过慢。该
剧用了10集左右的时间讲述三
大男主角的少年时代，黄轩、窦
骁是在第9集和第12集才出现，
周一围在12集之后才出现。主
人公的少年时代不是不可描
写，美剧《权利的游戏》也描写
了主人公的少年时代，但它拍
到第七季的时候，少年时代的
主人公仍然是主角之一，并且
一点都不违和。

《九州·海上牧云记》让人难
以容忍的拖沓，不仅体现在主角

出场慢。在三大男主角出现后，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戏份：某一
集差不多全都是窦骁的戏份，另
一集的戏份差不多全部来自黄
轩，相应地，周一围也会独占一
集甚至两集的戏份，中间几乎没
有其他主角互动的戏份。三大男
主角之间戏份的断裂，即使最普
通的观众也能看得出来。主创对
故事的把握出现了非常明显的
失控，这种失控，是原著和剧作
的集体失控。

首先，该剧原著作者今何
在说起创作背景时表示，“当时
因为杂志缺稿写的连载，基本
没有时间好好构思谋篇。加上
我写作的习惯就是想到哪写到
哪的，所以很多地方没有细

写。”应该说，“九州”系列最大
的噱头是故事框架足够大，故
事主人公除了人族还有其他的
族类，掌控好这么大的架空故
事非常难，把握好了是史诗，把
握不好就是拖沓的大杂烩。今
何在“想到哪写到哪”，也让剧
作的故事本身充满了随意性。

其次，原著只是本二三十
万字的小说，剧作主创在写剧
本时，对原著里比较“写意”的
故事线条一一进行填坑，不想

“坑”却越填越大。如果机械地
以1 . 5万字为一集电视剧计算
的话，原作小说改编成电视剧
最多20集，现在可是75集啊。就
像今何在自己说的那样，“结果
周围全变成了坑”。

第三，从目前的剧情看，电
视剧的剪辑是失控的。该剧经
常出现二三十分钟甚至一集都
在讲一个主人公的故事，主人
公之间缺乏勾连，这不仅是技
术上的大缺陷，也会大大消减
观众继续观看的动力。

除了节奏上、故事上的失
控，10集过后，《九州·海上牧云
记》还时不时陷入宫斗剧的泥
淖。在目前能够看到的剧集中，
尽管宫斗、战争、权谋、爱情、热
血似乎都有，但宫斗剧的做派
还是占了上风，以往宫斗剧里
熟悉的人设在“九州”这样貌似
全新的框架里几乎都齐全了。
期待该剧剩余的戏份，能让人
看到一个更丰富的“九州”戏。

节目设计太多引质疑

比拼演技、经营餐厅、打理
客栈……近日里，几档真人秀
节目轮番在各大社交媒体“刷
屏”，相较于以往的室内选秀和
户外竞技节目，新颖的题材和
多元化的类型都令人眼前一
亮。但与此同时，这些节目显示
出来的浓浓“设计感”，也引起
了越来越多人的不满。

主打“慢综艺”概念的《亲
爱的客栈》，安排刘涛夫妇与三
个明星“店员”共同经营一家客
栈。然而，在如诗如画的美景
中，嘉宾们显示出来的惬意、悠
闲和打情骂俏，总有种“人造”
的感觉。这档节目的原型是《孝
利家民宿》，由于拍摄地是主角
李孝利夫妇长期生活的地方，
他们在镜头中显得轻松自如。
而《亲爱的客栈》中的客栈只存
在于节目拍摄的20天，任务设
置以及访客都有提前安排，两
对情侣和一个单身汉反复演绎
的“恩爱”与“落寞”，更像是基
于各自“人设”基础上刻意的表
演发挥。

与此同时，演技竞技节目
《演员的诞生》也风波不断。因
为对选手的表演评价不一，导
师章子怡、刘烨上演“扔鞋”大
戏。导师们观看选手表演时的
反应也被许多人戏称为“用力
过猛”，“都是影帝影后，明知道
选手是在演戏，还会感动到流
泪？”还有人质疑晋级选手与导
师PK的搭配早已设定好，“为
什么三位胜出选手恰巧就分别
选了三位导师？”

应该说，这些质疑大多只
是观众的猜测，但这种猜测本
身说明：大众对于此类综艺节
目的信任感已经被消耗得所剩
无几。不少参加过综艺节目的
人表示，镜头中的嬉笑怒骂、跌
宕反转，都有预设的剧本：在竞
技中“英雄救美”，是为了满足
节目“人设”中强行配对的需
求；嘉宾们早就知道谁会“神秘
登场”，却都要表现出惊讶的神
情；参加知识竞答的选手早有
一套题库，提前背诵……音乐
制作人黄国伦曾向媒体透露，
许多评委的语出惊人并非基于
客观，而是为了“抢镜”：“每场
比赛这么多人讲评，最后剪出
来谁最有料，这就是评委之间

的竞争，大家其实就在表演一
场秀。”

真人秀要可看，更要可信

真人秀的价值依托于观众

的信任，真实是基本，也是底
线。

从《非常6+1》《超级女声》
开始，真人秀在中国迅速发展，
逐渐衍生出野外生存挑战、才
艺表演选秀、智能技能比拼等

多种子类别，在题材、形式上也
不断推陈出新。可以说，真人秀
已经成为如今主流的综艺节目
类型。

应该说，尽管真人秀的前
提是真实，但追求真实不等于

百分之百原生态的记录。清华
大学传播学博士、乐正传媒董
事长彭侃常年研究国内外综艺
节目，他告诉记者，提前设计原
本是真人秀节目的必要一环。
此类节目被引进时会附带一套

“宝典”，包括如何制造情境，如
何“埋坑”引导嘉宾作出反应，
如何选角、搭配，如何强化故事
性等等。这是由此类节目的形
态决定的，真人秀追求的是人
与人之间的戏剧冲突、内容上
的强度和张力。恰当的策划设
计，才能有效地强化冲突感，给
节目增加看点。

就此看来，突破瓶颈需要
在可看性和真实性之间找到平
衡点。比如节目的设计应把握
好“度”。一些节目组为了省时
省事，用搬演的方式，一步步
明确告诉嘉宾怎么做、怎么
说，整台节目宛如一场舞台
剧，效果显得很“假”。理想的
方式，是在导演组策划阶段就
把一切计划好，在拍摄时尽可
能减少对拍摄对象直接的指
挥，诱导他们“踩”进提前埋好
的“坑”，作出真实、有趣的即
时反应。

要让嘉宾在节目中呈现出
百分之百的真实感，几乎是不
可能的。因为只要打开摄影机，
被拍摄对象的状态就会被改
变。“我们常常提到一个词，叫
做艺能感。”彭侃说，有艺能感
的艺人在镜头前更为自如，会
主动配合。但对缺乏节目经验
的人，一些导演会使用拙劣的

“搬演法”，手把手地教他们怎
样行动。更好的解决方法，是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相对减少
一些预设的框架，拉长拍摄时
间，让嘉宾有更大自主发挥的
空间，慢慢进入状态。唯有如
此，才能让真人秀不失其“真”，
不失其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静下心来，认
真思考一下真人秀的意义。优
秀的真人秀节目，可以对观众
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比如《超
级女声》肯定了敢于追求梦想
的人生态度，《爸爸去哪儿》强
调父亲在亲子关系中的重要
性，《亲爱的客栈》倡导一种慢
生活的理念，《演员的诞生》则
呼吁对于表演的关注。但是，一
旦观众失去了对这类节目的信
任，那么所有的这些意义都将
不复存在。 （钱好）

“人设”固定、反应夸张、摆拍明显

综综艺艺真真人人秀秀遭遭遇遇““信信任任危危机机””

注注水水的的““九九州州””难难成成史史诗诗大大剧剧

天天娱评

随着《演员的诞生》《中餐厅》《亲爱的客栈》等节目的热播，近期电视荧屏上，真人秀又呈现出一
派热闹气象。然而，节目中固定的“人设”搭配，嘉宾夸张的反应，以及明显的摆拍、搬演痕迹，却遭到
了观众的质疑。

专家指出，真人秀正在经历的这场“信任危机”，已经成为它发展的瓶颈。“真”本应是真人秀最
基础的要素，但当所谓的“真人秀”在观众眼中就只剩下一场毫无诚意的“秀”时，它的价值、意义和
吸引力都将无所依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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