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的台词连每个标点符号都说得精准， 让人挑
不出来毛病

独白没有情绪的爆点， 却像顺流而出的一股春
潮，细细长长、弯弯转转，汇进河流，通向大海

“青春偶像 ”加 “谍
战故事” 开创了谍战剧
的新思路， 也成为谍战
剧的新套路

目前在豆瓣评分上， 《暗算》 8.9

分、 《潜伏》 9.3 分、 《伪装者》 8.5

分， 然而 2016 年后的谍战剧豆瓣分数
大都停留在 6 分左右。 这样的局面， 到
底是谁造成的？ 是流量明星吗？

在此必须申明的是， 追星无罪， 喜
欢流量明星无可厚非， 而且李易峰、 赵
丽颖、 张若昀、 任嘉伦等也都是有着演
技追求的年轻艺人， 是影视产业发展不
可或缺的后浪。 我们反对的不是流量明
星， 反对的是目前国内影视制作行业将
宝押在流量明星身上而不深耕细作的浮
躁操作。 因为影视创作是一项大工程 ，

首先需要把地基———也就是剧本———打
好打稳。

电视剧要讲 “好故事 ”， 也要 “讲
好” 故事。 单就谍战剧类型来说， 那些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剧集， 无不是
通过编导自身强大的原创能力成就了经
典。 合理而又出乎意料的精彩情节， 是
优秀谍战剧普遍具备的 “专业素质 ”。

如 2017 年播出的 《风筝 》， 可以说是
近年里唯一获得好评的谍战剧， 其故事
之缜密、 情感之浓烈令观众欲罢不能，

从历史发展来看， 中国最早的谍战
影视作品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谍战电影， 如 《冰山上的来客》 《羊城
暗哨》 等。 改革开放之后， 谍战题材重
焕青春， 相较过去， 编剧导演在此类影
视剧中着重突出特务的隐蔽和狡猾， 增
强了剧情的张力与戏剧性因素， 如 《黑
三角》 《暗礁》 《南海长城》 等。

新世纪以来， 以 《暗算》 《潜伏》

《悬崖》 《借枪》 《黎明之前》 《伪装
者》 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品火爆荧
屏， 让谍战题材从银幕开始转战荧屏：

2004年， 《暗算》 的热播引发了一场
谍战狂潮， 该剧以高智商创造力配合天
马行空的想象迅速蔓延全国； 2009年，

《潜伏》 的火爆再次引发全民热潮， 巩
固了谍战剧独霸荧屏的重要地位……

可以说， 新世纪以来的这股谍战剧
热潮， 不仅让中国观众对谍战题材有了
新的理解， 并且在商业包装、 视听语
言、 剧作技巧、 类型拓展上都获得了重
视， 谍战剧迎来了自身类型化的强势突
破与品牌超越： 一方面满足了青少年受
众群体对于缜密的逻辑思维与秘密的隐
蔽战线的强烈好奇， 另一方面迎合了中
老年受众群体对于经典的再次呼唤。

应该说， 谍战剧的 “逆袭” 与持续
升温来源于历史语境的变化和时代发展
的需要。 在这一阶段， 创作者摆脱了以
往脸谱化的单一创作， 制作精良， 对立

人们津津乐道于郝蕾在 《春潮》 片尾的七分钟独白， 但这绝不是她最难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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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者》之后，除了柳云龙制作
的《风筝》外，有影响力的谍战剧在中
国电视荧屏上不复多见了。 虽然有李
易峰和周冬雨主演的《麻雀》、赵丽颖
和陆毅主演的《胭脂》、张若昀和王鸥
主演的《谍战深海之惊蛰》等作品陆续
推出， 但都没有再现当年 《暗算》《潜
伏》《伪装者》等剧播出时的轰动效应，

也未获得观众良好的口碑， 三部剧的
豆瓣评分都停留在 6 分左右。

今年因为疫情，电影院关门谢客，

很多剧组被迫停工， 广大观众因更多
的时间宅在家中， 对电视剧有了更大
的需求 ，因此 ，一些之前就拍摄完成
的待播剧得以“重获天日”，在电视台
和网络平台播出。 其中，欢瑞世纪出
品的《秋蝉》就是这样一部剧。 这是继
《麻雀 》后 ，欢瑞依法炮制的 “青春偶
像 ”加 “谍战类型 ”同款产品 。 该剧
2017 年就已杀青，却一直压着没播，

最近在两家卫视和爱奇艺等平台实
现网台联播。

主演任嘉伦近几年因几部古装剧
大红， 使得该剧一播出就受到极大的
关注， 弹幕上也时常飘过任嘉伦粉丝
“为国超哥哥（任嘉伦原名任国超）撑排
面”的表白。尽管如此，该剧的口碑还是
日益下滑，直至播完时，豆瓣评分已跌
至 5.9，连“及格”都没有达到。 这令我
们感到遗憾，也不得不展开思考：为什
么流量明星带不动曾经红极一时的谍
战剧类型？观众看电视剧到底是为了看
偶像还是看电视剧本身？

曾经红极一时的谍战剧
被谁拖了后腿？

———从口碑不断下滑的电视剧 《秋蝉》 说起

黄豆豆

尽管出道至今都没得过影后， 郝

蕾依然是电影界公认的中国最会演戏

的女演员之一。 在纯粹以女性视角拍

摄的电影 《春潮》 中， 她是那一个家

庭三代女性成员中的女儿， 同时也是

妈妈。

面对彼此情感关系的挣扎， 我们

真的很难相信， 在这个由她担当第一

主角、 内心戏暗涌的影片里 ， 对郝蕾

的要求竟是在影片近三分之二的篇幅

里几乎是没什么台词的。

没台词的戏难演， 这是圈中人尽皆

知的秘密， 但郝蕾硬是闭着嘴 ， 倔着

头皮演得让人服气。

图为电影 《春潮》 剧照

她让角色有了分寸感下的弹性
陈熙涵

表演谈

一种关注

的角色都有更加立体的性格刻画， 特别强
调了主人公对于事业的忠诚信仰， 但也会
表现出人物内心的痛苦和挣扎。 在经历了
多次变化沉寂与不断突围之后， 谍战剧已
然 “进化” 出一套兼顾各方诉求和创作特
长等诸多因素之间的最佳 “公式”， 成为
具有典型特征的重要电视剧类型。

2015 年的《伪装者》是一个分水岭
式的作品，胡歌、靳东、王凯组成的“明家
天团” 获得观众的追捧，“青春偶像”加
“谍战故事” 开创了谍战剧新的思路，不
仅让更多年轻观众喜欢上了该类型，更
让制作方看到人气明星在谍战剧市场的
影响力。

其时，国内影视市场蓬勃发展，热钱
开始涌向影视行业， 电视剧制作日益浮
躁， 开始出现重 “大 IP + 流量明星 ”

的制作思路 。 那些有着高颜值 、高人气
的流量艺人正成为国内影视资本追逐
的对象 ， 很多制作公司认为只要花高
价请到了一位流量巨星 ， 就可以获得
良好的回报 。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 谍战剧类型也
开始跟风， 传统的谍战剧慢慢转型成为
青春谍战剧：2016 年， 欢瑞世纪推出的
《麻雀》启用了流量明星李易峰以及在年
轻人中拥有较高号召力的周冬雨作为男
女主角，做配的还有张鲁一、张若昀、阚
清子等人气明星，将原本严肃、紧张的谍
战剧活生生打造成了一出偶像剧；同年，

海润影视制作的《胭脂》融入了更多年轻
人喜爱的“特工”“爱情”“悬疑”等元素。

流量小花赵丽颖饰演的小妞特工， 走起
了好莱坞探案风格， 而陆毅所饰演的男
主角更是新类型特工的典范：高颜值、高
智商、高情商，养眼又有范儿；还有去年
播出的《谍战深海之惊蛰》，也云集了张
若昀、王鸥、孙艺洲、阚清子等在年轻族
群中有号召力的明星， 仿若一出年代时
装剧。

《秋蝉》就是在这样的创作生态下生

剧集口碑在及格线
附近徘徊， 流量明星是
肇事者还是受害者？

再次证明柳云龙被称为 “谍战剧之父”

不是浪得虚名。

其次 ， 谍战剧要塑造好人物 。 谍
战英雄潜伏在敌营中 ， 身体和心灵遭
受双重煎熬 ， 面临着生命危险和身份
认同的困惑 。 但他们仍心怀理想和信
仰 ， 永远向着光明眺望 。 像 《潜伏 》

中的余则成 ， 这样一个其貌不扬 、 讷
言憨厚的 “普通人 ” 形象 ， 在恋人左
蓝为自己牺牲后 ， 竟然只能将极度的
悲伤自责隐藏在心里 ， 如此收敛内化
的角色处理方式 ， 对于观众来说往往
更会产生心灵的触动。

然而 ， 近些年的谍战剧却忽略了
影视创作必须要以剧本为根 、 制作为
本的规律 ， 将收视和回报的赌注都押
在流量明星身上， 这恰恰是目光短浅、

本末倒置的做法 。 《秋蝉 》 从剧作上
来说， 剧情设计幼稚、 逻辑漏洞百出，

比如男主角为何会将意图刺杀他的女
主角带回家去照顾 ？ 让人实在难以理
解 。 前半部分的人物关系主要集中在
宫本与叶冲的同侪竞争矛盾上 ， 本已
偏离了故事主线 ， 再加上作品剪辑混
乱 ， 现实与回忆时间交代不明 ， 常让
人摸不清头脑 。 一部谍战剧拍成了一
部悬浮的 “抗日神剧”， 也充分暴露了
前期没有好好打造剧本的弊病 。 加上
欢瑞公司素有 “欢瑞服装厂 ” 之称 ，

“秋蝉 F4” 频繁更换亮眼服装， 让观众
觉得是在看时装剧 ， 冲淡了谍战剧该
有的紧张感和刺激性。

《伪装者 》 导演李雪曾经说过 ，

谍战剧是一个永恒的题材类型。 的确，

未来该类型还会在国内的荧屏上经常
出现， 我们希望制作者能够端正心态，

把剧本和制作放在首位 ， 讲述好精彩
的谍战故事 ， 塑造好具有人性光芒的
人物， 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

（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产出来的又一部青春偶像谍战剧。 男主
角任嘉伦当时已经凭借《大唐荣耀》一剧
受到关注，势头强劲，这几年是国内电视
圈中崭露头角的流量小生； 去年年底开
播的《锦衣之下》更是为他积攒下超高的
人气，难怪《秋蝉》在爱奇艺播出时，弹幕
都是任嘉伦粉丝“为爱发电”。 此外，扮演
宫本苍野的李亭哲、 扮演林小庄的刘学
义、扮演池城的刘欢，也都有着流量明星
的标配，即高颜值和好身材。

与偶像剧化同时

出现的是谍战剧的时

装化。 《秋蝉》 的剧

中人频繁更换亮眼服

装， 让观众觉得是在

看时装剧， 冲淡了谍

战剧该有的紧张感和

刺激性

这一次在 《春潮》 里， 郝蕾再次素

颜出镜。 《浮城谜事》 《亲爱的》 ……

已经记不清这是她第几次素颜了。 不

是每个女演员都有这个勇气， 素颜需

要内心的强大与自信， 况且她是圈中

少有的演技出众又美貌的女演员。 而

她在片尾那段长达七分钟的独角戏 ，

从去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技惊四座开

始， 也终因网播而向更多人揭开了神

秘的面纱。 尽管对这段戏是给电影增

色还是减分的争议不少， 但毫无疑问

的， 郝蕾的台词连每个标点符号都说

得精准， 让人挑不出来毛病。

大大火过一把的 《都挺好》 算是

给中国式的女性原生家庭定了调性 。

到了 《春潮》 这里， 让我们再次看到

了 “苏明玉” 式的阵痛。 姚晨的表演

尽管可圈可点， 但郝蕾的表演与她相

比 ， 似乎更能按捺住波涛汹涌的情

绪， 让内心呈现出一种分寸感之下的

弹性， 这在国内女演员中并不多见。

在去年， 《春潮》 无疑是最受瞩

目的国产片之一。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

首映， 该片便被视为是近年上佳的文

艺片， 不仅因为有郝蕾、 金燕玲这样

的演员阵容， 幕后制作更是汇集了侯

孝贤、 贾樟柯等知名导演的团队。 除

此之外 ， 它与 2018 年的 《柔情史 》

一道， 重新定位了以往国产影视剧对

母亲这一形象的塑造。 海报上那句来

自德国心理学家伯特·海灵格的名言

“你和你母亲的关系 ， 决定你和世界

的关系 ”， 更为影片打开了一个巨大

的讨论空间 。 今年 5 月 17 日 ， 因疫

情不得不上线视频平台放映后， 《春

潮》 再度引发关注与讨论， 作为一部

比较小众的艺术电影， 豆瓣短时间内

2.7 万人次的评论 ， 可见该片的群众

基础并不输专业影视圈。

影片讲述了记者郭建波和她的母

亲纪明岚与女儿郭婉婷同住在一个屋

檐下， 祖孙三代因亲情关系捆绑在一

起的生活 ， 看似平静实则暗潮涌动 。

郭建波是个出色的记者， 却对自己的

生活无能为力； 母亲纪明岚对外人亲

切热心 ， 回到家中却仿佛换了副面

孔； 女儿郭婉婷在母亲和姥姥的 “夹

缝 ” 中 ， 小小年纪便学会了察言观

色。 一场悄无声息的战争在三代人之

间暗自滋生， 爆发……

《春潮 》 的重心聚焦在相互羁绊

的母女关系上。 这种不靠剧情吸引观

众的作品中， 演员的表演往往相当关

键， 能否带动观众产生与共情， 也成

了影片能否立住的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证明， 郝蕾的表演是该片的

一个重要的加分项。 她演出了心中火

光即将熄灭的中年女子的挣扎与无

奈。 郭建波未婚先孕， 带着女儿依附

在母亲纪明岚身边。 片中， 揭示母女

二人关系的第一个场景是郭建波下班

回到家， 母亲纪明岚正组织社区阿姨

大叔们在逼仄的走道排练合唱、 准备

演出。 郭建波无处可待， 就躲进厨房

抽烟 ， 刚点上 ， 母亲就进来嘀咕 ，

“没看这么多人还抽烟， 你有毛病？”

郭建波一声没吭， 把烟摁灭在了

母亲晒着的萝卜干上， 并随手拔掉了

厨房的水管。 水漫进房间， 母亲的排

练不得不停止 。 在影片大部分时候 ，

郭建波都在以这样的方式隐忍， 或说

复仇 。 母女间的矛盾在对抗里升腾 。

在这种对抗中， 纪明岚是充满攻击性

的 ， 是外放的 ； 而郭建波是沉默的 ，

内向的。

这样的人物设定也连带着影片的

深层立意， 这同样是一部关于表达与

沉默的电影。 它不像大部分同类型的

作品 ， 让人物间的矛盾呈现激烈化 。

相反的， 《春潮》 选择了尽可能的克

制和隐忍， 用反作用力， 来加深母女

之间的矛盾程度 。 前 76 分钟里 ， 我

们可以看到， 郝蕾几乎是沉默的， 即

便被母亲的讽刺挖苦踩到了底线， 即

使愤怒到了极点， 她采取的方式也只

是用手默默地去抓一只仙人球， 扎得

自己鲜血横流， 面无表情的她只有无

奈生活里全是她拔不出来的刺。

直至最后， 母亲纪明岚昏迷躺在

医院的那一刻， 属于郭建波的表达开

关才被开启， 这才有了那段著名的七

分钟独白。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只有

母亲不再开口说话时， 女儿才露出了

难得一见的柔情一面， 她不仅留下陪

夜还细致地为母亲擦拭身体。 但躺在

那里的母亲却对此全然不知。 这个段

落暗示了， 正常的母女之情是不可能

发生在这对母女身上的。 对郭建波和

纪明岚来说， 只有异常 （不正常） 状

况， 才能成为彼此感情的出口。

这个七分钟的独白段落， 发生在

了影片中最寂静的时刻， 同时带来了

电影的高潮。 郝蕾独自对着窗户， 说

完了所有 “关于我与母亲 ” 的一切 ，

窗户上倒影着她的面庞与远处母亲在

病榻上的身影。

说实在的， 郝蕾的脸传达出的信

息是大于剧本的， 她丰富了剧作的内

涵。 这段独白从剧作的角度来说显得

平， 甚至有画蛇添足之感。 作者试图

通过这么一段戏将情绪推向某种临界

点， 但因为缺乏提炼， 并没有起到该

有的画龙点睛的作用。 作为一部作者

电影， 如果没有这么一段设计感十足

的片段 ， 去 “讲 ” 出它背后的深意 ，

影片可能反而能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

次， 甚至具有成为经典的可能。 但从

表演的角度， 这个片段毫无疑问又显

得尤其必要。 对一个前 76 分钟都在用

“无言” 来诠释人物的演员来说， 这段

戏相当于给她的表演打开了一个巨大

的机会之门。

“你安静了， 世界便安静了……”

在这里 ， 郝蕾几乎贡献了最佳演技 。

她的眸子随着讲述闪现出与之前空洞

失焦的眼神不同的光点 ， 亮晶晶的 ，

像是一种内心的火光重新点燃。 她的

表演是走心的， 虽然独白没有情绪的

爆点 ， 却像是顺流而出的一股春潮 ，

细细长长、 弯弯转转， 直至汇进河流，

通向大海。 她倾诉的是真正的痛， 真

正的痛是无声的， 是不需要倾听者的，

可以对着玻璃窗， 对着车来车往的大

街 ， 只有无理的人才喜欢大声嚷嚷 ，

才需要观众。

在这里， 我们看到郝蕾调动了过

往的角色经验和表演能力， 通过为人

称道的台词设计来完成这段表演。 据

郝蕾自己透露， 对如何呈现这段表演，

她和导演杨荔钠曾产生过分歧， 原先

剧本中是对着昏迷的母亲说， “我觉

得不能直接对着母亲说出来”， 最后，

在郝蕾的坚持下， 观众才看到了这段

如 “海啸前暗涌” 般的隐忍表演。 郝

蕾表示 ， “现在这样处理很有意思 ，

这段话有了一种空间感。 这可能就是

郭建波日记的内容， 也可能在她之前

所有的沉默中， 已在她内心来回说了

上千遍。”

她眼睛里闪现的那种光亮 ， 在

某一个时刻 ， 仿佛与郝蕾的现实人

生形成了重合 。 那是 2017 年的戛纳

电影节 70 周年 。 那一年 ， 范冰冰携

13 箱华服走上红地毯 。 谁也不知郝

蕾也去了戛纳 ， 因为她没有带通稿 ，

国内的媒体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她的

报道 。 她隐匿在无数爱电影的人群

中 ， 一部接一部地看片 ， 她参加致

敬日本殿堂级导演黑泽明的影展 ，

她跟随行的翻译小哥聊萨特 、 聊演

戏 ， 聊具体一个场景该如何去演 ，

就站起来演了一遍 。 郝蕾的眼睛常

常会 在 那 样 的 时 刻 变 得 深 邃 而 闪

烁 ， 好似一种不受控的美借着她的

身体活了起来 。

在拍了娄烨的 《浮城谜事》 和贾

樟柯的 《河上的爱情》 后， 郝蕾算是

彻底地被划入了文艺片阵营。 “我对

商业没有歧视， 但没有人来找我啊！”

说归说 ， 但也从来不见她为此焦虑 ，

而是继续着她的低产。 这些年， 我们

看到她在作品中逐渐收敛锋芒， 学会

“克制”， 与此同时， 野心和敏感， 也

并没有从这位女演员身上消失。 她依

旧是当年 《恋爱的犀牛》 里那个一袭

红裙的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