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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影视

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一系列专门策

划的线上直播活动回望70年的发展历程并

致敬戏剧和观众，令很多热爱舞台演出的

观众深受震撼，再一次体会到舞台表演的

巨大感染力。

费雯丽曾经认为，只有舞台剧和古典

剧才是最有价值的艺术实践。她在出演

《乱世佳人》《魂断蓝桥》的经典角色成为世

界级的明星之后，依然回到舞台，认真扮演

各类角色。的确，在舞台上完成戏剧演出

的过程对于所有以剧场为职业的人，尤其

是演员，都是非常重要的修炼地。在经历

了漫长持久的舞台训练和演出过程之后，

当他们进入影视表演领域，就能表现出更

多的优势。

姑且不论濮存昕、冯远征、何冰、徐帆

等早就在影视领域成名的人艺演员，仅从

今年的大热作品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少

这样的例子，如《雪中悍刀行》中的胡军（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对手》中的郭京飞（上海

话剧艺术中心），《人世间》中的殷桃（中国国

家话剧院）、辛柏青（中国国家话剧院）、雷佳

音（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王阳（北京人民艺

术剧院），《相逢时节》中的袁泉（中国国家

话剧院），《长津湖之水门桥》中的段奕宏

（中国国家话剧院），《林深见鹿》中的靳东

（中国煤矿文工团）……

舞台表演的滋养
与“动”“静”优势的发挥

舞台演员很多成名晚，大器晚成，但表

演生命力特别强和持久。最典型的例子就

是郭京飞和雷佳音。两人都出自上海话剧

艺术中心，演艺之路有点相似：商业小剧场

话剧繁荣的时代，活跃在舞台上，获得诸多

奖项；进入影视圈后从配角演起，以踏实的

演技获得业界认可。

郭京飞从上戏表演系毕业后，一进上

海话剧艺术中心就当起了台柱子，没有经

历过在舞台上跑龙套的过程，先后主演的

大戏有十几台之多，诸如《鹿鼎记》《武林外

传》等创下了全国1.6亿元的戏剧票房传

奇。2006年郭京飞凭主演话剧《牛虻》获得

第10届佐临话剧艺术奖最佳新人，2008年

因主演话剧《武林外传》获得第12届佐临话

剧艺术奖最佳男主角，2009年因话剧《罗密

欧与祝英台》获得第19届上海白玉兰戏剧

表演艺术奖主角奖。

郭京飞把青春献给了话剧舞台，三十

岁之后才开始逐渐接演影视剧。2011年他

在电影《失恋33天》中扮演女主角的前男

友，虽是渣男角色，但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作为话剧演员，他表演的优势在

于“动”：有很强的爆发力，舞台上充满能量，

满场飞奔，台词优势极强。但这种爆发力

换到影视剧中，就稍微弱化了，因此刚刚进

入影视表演领域时，他与同龄男演员相比

并不特别有优势。真正让他出彩的是2019

年《都挺好》中的老二苏明成和2020年网剧

《我是余欢水》中的余欢水。这两个角色都

有情绪外化和爆发型的戏份，让郭京飞的

优势得以凸显，他演出了苏明成从开始的

狂妄偏激，到逐渐认识自己并艰难成长的

状态，也成功拿捏住了余欢水小人物的悲

哀、无力以及绝地反攻。这时，距离他在

话剧中心的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年代，已经

过去十多年。

作为郭京飞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同

事，雷佳音在2011年获得第15届佐临话剧

艺术奖最具潜质新人，但在话剧舞台上并

没有大红大紫过，扮演的多是配角；后进入

影视圈，虽然有《黄金大劫案》中很好的角色

“小东北”作为起点，也并未成名，耕作多年

才因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的配角迅速走

红，近年以稳健的演技在多部影视剧中出

任男主角的位置。

影视剧中的雷佳音，以稳健中有变化，

诙谐中含真诚的演技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喜

爱。和郭京飞擅长“动”不同，雷佳音的表演

用一个字概括，就是“静”。他不属于爆发型

演员，擅长以“静”态的表演瞬间塑造出角色

的鲜活，但是此一静之中亦有很多情绪的

综合，生机勃勃又坦然细致。《我的前半生》

中的“前夫哥”，虽然出轨，但又很难被冠之

以“渣男”，反而将表面的委屈和挣扎、深层

次的无奈和努力都糅合在他的表演层次

中；《功勋》中的“氢弹之父”于敏，在对事业

担当的同时，对同事和家人也有情感深重

的一面；电影《超时空同居》中两个完全不同

年代、个性的陆鸣都很到位，奇幻电影《刺杀

小说家》中寻女的父亲兼具痛苦和一往无

前，《人世间》中跨度几十年的周秉昆更是将

憨厚和一往情深演绎得丝丝入扣。树干向

上生长，年轮在变化，作为演员的雷佳音，从

舞台带到银幕上的坚持和凝滞，像是万物

生长的春天一棵树。

先锋话剧的浸淫
与演员的文艺气质

有一些这样的演员，他们曾经在戏剧

舞台上参加实验性话剧或者先锋话剧的演

出，进入影视剧领域之后，也较多地扮演艺

术型以及富有文人气质的角色，他们在进

入影视领域的同时，也一直没有离开过舞

台，比如袁泉、辛柏青、郝蕾、章宇、任素汐等

等。通过不间断地重返舞台，他们得以重

新审视自己的状态，并和名利场保持某种

程度的疏离。

袁泉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

1999年初登大银幕演出《春天的狂想曲》就

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之后主演的

电影《蓝色爱情》也大获欢迎，获得大学生电

影节最佳女主角奖。袁泉长相精致，五官

立体，她是以一种独特而清新的气质引起

观众注意的，而在影视剧出名后，她依然大

量参加话剧演出。她很挑戏，多扮演艺术

话剧的主要角色，诸如孟京辉导演的《琥

珀》、名编剧家杜国威的剧作搬上舞台的《梁

祝》、田沁鑫导演的《狂飙》、赖声川的《暗恋

桃花源》等。袁泉还凭话剧《简爱》，获得了

戏剧最高奖项“梅花奖”。袁泉的舞台状态

是“空灵”，一种如精灵仙子一样空灵的状

态，长期的舞台训练，这种在话剧舞台上冶

炼出来的独特气质，让她能够担当很多重

要角色，其中不仅有爱情片的女主角，也有

《中国机长》《中国医生》这样主旋律电影中

分量吃重的女性角色担当。

辛柏青被称为娱乐圈最具有书卷气的

男演员，他从中戏毕业后进入中国国家话

剧院工作，先后在话剧《理查三世》中饰演

克莱伦斯，在话剧《狂飙》中扮演田汉，还曾

经凭借在话剧《四世同堂》中饰演大汉奸冠

晓荷斩获中国话剧界最高奖项金狮奖表演

奖，因主演话剧《谷文昌》获得第29届中国

戏剧奖梅花表演奖。他在舞台上是个会

“揣”戏的演员，即在演出的状态中将情绪收

放起来，是举重若轻的那种放，但情绪是一

直揣着的，这种揣着，就是他表演得平静如

斯，观众依然觉得如惊雷在耳。这是长期舞

台训练带来的一种淡定自若和从容不迫。

至今为止，辛柏青还是把更多的时间

花在舞台上，对影视剧的态度是宁精勿

滥。他曾在电影《妖猫传》中扮演诗人李白，

这是一个出场时间不长的配角，但在那不长

的时间，辛柏青演出了李白醉酒狂歌的气

质。在电视剧《人世间》中，他非常到位地扮演

了周秉义这个有文人气质的市领导角色。

章宇从贵州大学毕业后考进贵州省话

剧团，扎实的表演功力让他在几年内演到

男一号，演出的剧目还拿过全国大奖。进

入影视表演生涯之后，章宇出演的多为文

艺气质的影片，诸如《大象席地而坐》《我不

是药神》《无名之辈》《风平浪静》等等。章宇

的气质是“敏”，这种敏不仅是舞台上的身

手敏捷，还是一种表演上的敏感度的反

应，一旦遇上合适的角色，就会释放出来。

如《无名之辈》中那个窃贼遇到瘫痪女孩之

后的情感反应，也如《风平浪静》中一个心里

负有命案重压的人如何躲避感情以及一触

即发。

任素汐也是如此，成名之前一直以小

剧场话剧演员的身份在北京生活，出演过

德云社舞台剧《唐伯虎点秋香》，也参演过话

剧《三人行不行》。任素汐的表演状态是

“拿”，她扮演任何角色，都有一种信手拈来

的轻松和自如，就像稳稳又自信地拿捏住

角色，和角色融为一体。

任素汐和章宇在《无名之辈》中的对手

戏因此十分好看。两个经过话剧舞台多年

训练的人，就像看两个高手在对垒，每一发

球都接到了实处。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
院副教授）

从戏剧到影视：舞台对演员意味着什么？

都市家庭情节剧需重新唤回观众的共鸣

桂琳

——从《加油！妈妈》说起

崔辰

家庭情节剧作为经典类型不仅在
中外都有悠久的发展历史，而且是影
视市场的一种刚需类型。最近几年，
聚焦都市中产家庭生活，以女性在家
庭内外的身份冲突为讨论中心的都市
家庭情节剧，成为这个经典类型最新
的发展方向。
《加油！妈妈》就是近期播出的一部

都市家庭情节剧。该剧有意吸收之前热
播的《三十而已》、“小系列”等剧集的明
星和主题元素，围绕五个妈妈的幼升小
“战争”而展开故事，希望获得观众的热
情响应。然而该剧开播以来反响一言
难尽，除了吴越扮演的苏青之外，其他
几个主要角色都未能得到观众共情。

这并不是孤例。因为目前看来，除
了《三十而已》《我在他乡挺好的》等少
数剧集，近年来播出的大量都市家庭情
节剧作品并没有获得观众认同，反而离
观众越来越远。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
都市家庭情节剧如何能够走出目前的
创作困境，再次获得观众的青睐？

赢回观众，需重新
看见生活

家庭情节剧确实是很难拍的类
型。从类型资源来说，因为与不同时期
的社会热点和时代焦虑紧密相关，所以
并没有太多类型惯例可以借鉴和复
制。从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来说，大多

是家长里短、鸡零狗碎，既不能靠强情
节吸引观众，又很难塑造有鲜明特征的
魅力型人物形象。所以，最近这几年的
都市家庭情节剧大都采取一种话题式
操作手法，即有意识地围绕各种社会议
题构造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尤其是
聚焦容易引发争议的性别议题，堆积热
点、贩卖焦虑，从而引发观众对剧集的
讨论热度，推动剧集的火爆。但这种话
题式制作方法越来越极端，为了制造话
题的尖锐性，甚至滑向人物失真和情节
虚假的悬浮剧。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展现了大量
不合适、不可信的生活状态。在一个物
质极大丰富的年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可
以多种多样，但最关键的一点是必须具
有可信度。以《加油！妈妈》中张雨绮
饰演的周南南来说，她只是个银行柜
员，还是个单亲妈妈，但居室却豪华阔
绰，并坚持把孩子送入收费高昂的幼儿
园；而这个如此高级的幼儿园，周南南
却轻易就可以闯进去并逼迫园长将自
己的孩子收进园里。一个大银行因为
某个公共场所的监控视频就可以将一
个银行主管停职；一张大门口的普通照
片就可以让所有人相信照片中的男女
有奸情；周母明明有个在银行工作的女
儿，却背着女儿去买理财产品，最后甚
至因此送命；周南南失去了房子，收入
也堪忧，不想着给孩子换一个收费低廉
的幼儿园，而是干脆与幼儿园老师合租
从而产生感情。正是这些充满“想象”
的画面让生活变成了闹剧和玩笑，无法

让观众信服。
相比之下，《我在他乡挺好的》通过

大量的生活细节和口语化人物台词，让
观众看到了真正的北漂生活，由此获得
观众的认同。《亲爱的小孩》前半段采用
写实主义影像风格，让观众看到了孕产
妇生活的真实状态，也获得了普遍好
评。所以，踏踏实实观察和再现中国当
代都市的各种真实生活，是目前都市家
庭情节剧走出困境，重新赢得观众第一
个要解决的问题。

赢回观众，需重新
塑造人物

最近几年的都市家庭情节剧更多强
调女性个人价值的寻找，由此带来对女
性在家庭内外角色冲突的表达，这样的
问题意识是好的。但这些剧只是摆出了
各种尖锐的问题，却没有能力将这些问
题转换为对典型人物生动准确的刻画。

首先，为了突出女性问题的尖锐，
将大量人物都以符号化、标签化甚至极
端化的方式来塑造。从《加油！妈妈》
来看，为了突出苏青（吴越饰）和晓涵
（董洁饰）的职场困境和家庭困境，苏青
的丈夫和晓涵的婆婆都被塑造为完全
黑化的恶人形象。李修平和苏青一起
白手起家，共同奋斗。如果李是完全的
恶人，苏青如此有主见的女性怎么会忍
受和他生活如此长的时间，还生养两个

孩子？晓涵的婆婆能够培养出两个博
士，但在剧中的表现却连个普通村妇都
不如。这些极端化人物不仅无助于对
女性议题展开有意义的讨论，反而因为
其失真让严肃的女性议题变成了简单
的焦虑输出和情绪发泄。其实，真正的
典型人物既要有突出的个性特征，更需
要具有生命的斑斓色彩。《我在他乡挺
好的》中的许言，她的身材和相貌焦虑、
房子和名牌包渴望等，正是当代女性被
消费意识所俘获和侵蚀后的一个典型
形象。这个剧最成功之处就是没有将
她标签化处理，避免了塑造一个扁平极
端的拜金女形象。相反，她在与闺蜜、
男友、同事、母亲等的相处中体现出的
善良、正义、孝顺使这个形象更加丰富
和立体，也更具有可信性。

其次，这些剧聚焦讨论各种女性议
题，但其中的人物塑造却一再落入落后
的性别观念窠臼之中。此前播出的《我
们的婚姻》将“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
内”简单置换为“女强男弱”“女主外男主
内”，《加油！妈妈》中为了显出幼升小
的竞争激烈，就将爸爸形象故意“消
失”，采用“宫斗”模式描写妈妈们的勾
心斗角。这不仅无法促进全社会关于
女性问题的重新认知，反而在不断强化
落后的性别教条。当代女性的困境解
决并不是将女性简单变成男性，也不是
将男女性别优势进行简单的调换，这些
操作恰恰是重新掉入了传统的二元对
立性别模式。女性要在历史形成的男
性主导文化中与男性既斗争又合作，女

性解放也不可能由女性独自完成。这
个过程是复杂的，女性形象和男性形象
也必然是复杂的。只有能够真实反映
女性处境的典型形象更多出现，才会慢
慢提升都市家庭情节剧对当代女性处
境的观察深度和反思力度。

赢回观众，需重新
安置情感

家庭情节剧一直是以处理情感为
中心的类型。早期家庭情节剧确实采
取过火的情感表达惯例，所以才会有哭
片、苦情戏等类型名称。但现代家庭情
节剧的发展中，那种歇斯底里的情感表
达方式逐渐被淘汰。尤其是通过东方
含蓄风格的加入，发展出一种不温不
火，将矛盾内敛化的新型情感表达方
式，不仅洞穿社会矛盾的力度丝毫不
减，反而能够将更复杂丰富的思想和情
感呈现出来，也为现代家庭情节剧增添
了在痛苦、绝望之外更多趋向于宽容、和
美与救赎的情感内容。如《地久天长》
《驾驶我的车》等家庭情节剧佳片，采取
的都是内敛而含蕴的情感处理方式。其
中的情感内容虽然复杂丰富，但最终的
归旨则是以救赎与和解努力发掘人性之
善和家庭之美。尤其是目前这个飞速发
展，变化剧烈的时代，温情和善意已经成
为普通观众的情感刚需。今年热映的
《人世间》就是因为其温暖和美的情感处

理方式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但放眼最近几年的多数都市家庭

情节剧，其情感表达却是走向相反的方
向，过于张扬矛盾、冲突，甚至失去了应
有的情感分寸。如《亲爱的小孩》在后
半段的情感表达就越来越失控，为了救
孩子反而显出了所有人的褊狭和自私，
最后只能通过机械降神的方式带出一
个捐献者，才勉强解决了矛盾，营造大
团圆结局。但因为前面的矛盾冲突过
于激烈，让大团圆结局反而显得十分虚
假。观众也不可能为一个不可信的情
感而共情。这成为这部剧最后高开低
走的最重要原因。

而《加油！妈妈》虽然整体口碑不
如人意，吴越饰演的苏青一角却成为其
中的灵光闪现。苏青在丈夫出轨后本
来毅然选择离婚，但面对痛苦抑郁的大
儿子，她最终向背叛的婚姻妥协，换取
更多陪伴孩子的时间和精力。那是一
个妈妈的无奈，更是一份对孩子深深的
爱。宁可自己痛苦也不愿让孩子痛苦，
所以才会有纠结、痛苦和选择牺牲。这
种复杂的情感不仅仅是某种观念的产
物，也是蕴含在人性深处的真实。

或许我们可以说，社会无论如何变
迁，家庭矛盾无论多么复杂，但最终承
担拯救性力量和让观众感动的一定是
爱。这可能才是家庭情节剧永恒魅力
之所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
院教授）

舞台演员很多大器晚成，但

表演生命力特别强和持久。在经

历了漫长持久的舞台训练和演出

过程之后，当他们进入影视表演

领域，就能表现出更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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