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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影视

《梦华录》的热播不仅引发了宋“潮”

美学，更让陈晓成为诸多观众追剧的理

由之一。他为“顾千帆”这个原本很容易

脸谱化的古偶剧男主角赋予了鲜活的七

情六欲，被很多网友奉为“颜值与演技兼

具的古偶天花板”。

平心而论，作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

院的学院派演员，拿捏一个古偶剧的玛

丽苏男主角并没有太大的挑战，梳理陈

晓过往的角色，我们不难看出顾千帆并

不是最彰显他表演功底的角色。但该角

色之所以成功，抛却今天古装偶像剧男

演员演技普遍堪忧的环境，也许或多或

少和陈晓本人适合古装角色有关。

他的演艺生涯始于徐克执导的电影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在其中扮演反派

国师路离；他给大多数观众留下深刻印

象的是古装虐恋大戏《陆贞传奇》中的

痴情帝王高湛；他的演技被高度认可是

在精品传奇剧《那年花开月正圆》中饰

演不羁又专情的富家子弟沈星移；如

今，他借《梦华录》中的顾千帆又重回人

们关注的浪尖。

以古装剧起步，却
凭“警卫员”角色入围
大众电影百花奖

与许多毕业于中戏的演员不同，陈

晓几乎没有涉足过舞台表演，自出道以

来主要精力就放在影视领域的创作中。

影视表演注重镜头感和真实感，相对于

戏剧舞台，演员更需要在微表情和行动

细节等方面表达角色情绪。这就要求演

员表演时在松弛与控制之间把握恰当的

分寸感，控制过度则表现局促，松弛过度

则表演垮塌。在前期的一些古装剧中，

陈晓的表演显然稚嫩，过于用力而略显

刻意，《宫锁珠帘》中单纯深情的允禧便

是如此。陈晓的允禧被刻上了彼时鲜明

的古装剧烙印，表演过于外露，疏于分

寸，略带点洒狗血式的尴尬。

《陆贞传奇》是陈晓演艺事业的一个

转折点，他开始能够收放自如地把控自

己。温柔深情的长广王深入人心，成为

了陈晓第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角色，角色之

间的感情戏也是层层推进，他通过细腻入

微的表演把储王高湛与陆贞的感情戏表

现得真挚感人。以二人初识时的三次见

面来看，每次碰到都是其中一人有难，对

方伸出援手，前两次见面，两人仅有感激

之情，到了第三次见面，陆贞救了受伤的

高湛，悉心照顾，两人才有了较为深入的

接触，高湛被陆贞的善良所打动，因她的

劝解而宽心。当高湛看到陆贞为救自己

而受伤时，陈晓通过眉目之间富有层次的

一系列微表情，准确演绎出了高湛对陆

贞在距离感之下的感情浓度，也为后续

两人进一步的感情戏份做了铺垫。

演员自身与角色之间一定会有差

距，如何在屏幕上把两者合一对演员来

说尤为考验。表演理论有“体验派”和

“表现派”，前者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

系为代表，要求演员表演时全身心地活

在角色中；后者以布莱希特理论为代表，

要求演员从角色中跳脱出来，客观地审

视角色，思考如何表达角色。陈晓很善

于结合这两种理论和方法，在戏外运用

“表现派”的方法理解、设计角色，在戏中

以“体验派”的表演方法去进入角色。《那

年花开月正圆》中的沈星移是一个和陈

晓本人性格差异较大的角色，正是通过

拍戏前对角色的细心揣摩和设计，并多

次试验、演练许多重场戏特别是动作戏，

不断推敲、打磨动作和表情反应的精确

度，最终沈星移成为了陈晓演艺生涯中

的又一个代表性角色。

《梦华录》播出之后，很多网友称陈

晓为“眼技派”。事实上，徐克很早就发

现了他通过眼神来表达情绪的潜质。在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中，就常常出现用

特写镜头框住眼部的处理，最大程度上

还原陈晓对角色的塑造力。在《那年花

开月正圆》中同样也有不少通过眼神表

现人物心理的片段，其中沈星移深夜潜

入吴家东院想要带走周莹就很典型：他

在表露来意时眼神澄澈尽显真挚，透露

出台词中并未表达的爱意；当被周莹设

计砸晕泼茶醒来后，发现自己被绑，眼神

中透露出惊愕，而后又有不甘；在周莹的

语言和巴掌的双重攻击下，怒目而视；离

开之前，眼珠滴溜一转随即大喊：“周莹，

我这辈子一定要收了你”，眼中透露着势

在必得的气焰以及恶作剧成功的狡黠。

仅一个小片段，就呈现出兴奋、错愕、气

愤、不甘、得意等一系列复杂的情绪变

化，生动刻画出沈星移大男孩般的调皮

与顽劣、大少爷的自尊与霸道、对心爱女

子的执着与柔情等角色的多面性，表演

具有很强的层次感，塑造了一个立体生

动的角色。同时，在这部74集的长剧

中，他精准把握住了角色的每一次蜕变，

从顽劣不堪的纨绔子弟逐渐成长为一个

历经沧桑的成熟男人。

电视剧拍摄周期较长，演员通常容

易产生疲态，能在较长时间的拍摄中保

持状态，跟随剧情转变而把握住人物角

色的变化不是易事。但长期浸润在古装

戏的拍摄中，举手投足间容易带有古装

角色的一些程式化的动作，想要抽离出

来也需下一番功夫。陈晓在同样由徐克

导演的电影《智取威虎山》中尝试摆脱古

装戏的表演套路，饰演警卫员高波，塑造

出一个老实靠谱、英勇无畏的形象。在

拍摄枪战的一个片段时，徐克要求陈晓

在举枪时不要起范儿，而是自然地行

动。无疑，他是有悟性的演员，在导演的

引导下做出了成功的转变，也凭借这一

角色获得了第3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

佳男配角提名。

陈晓就像一块海绵，从导演和前辈

演员处汲取水分，充盈自己。

尝试多个全然不
同的角色，谋求作为演
员的更多可塑性

大多演员职业道路的发展，往往都

面临着一个抉择：即不断饰演同类型角

色让自己的形象和角色深度结合，增加

观众的认知度；还是探索一个个全然不

同的角色，把自己隐在角色中。比如，王

耀庆和靳东都选择了前者：一个是商业大

鳄专业户；一个无论扮演何种角色都框定

在“老干部”风格里。陈晓则选择了后者，

经过一系列不同类型角色的磨练，他已

经逐渐褪去了身上的稚气，加上之前警

卫员高波这一角色的成功实践，他主动

寻求转型，从古装剧中跳脱出来，开始了

现代戏、主旋律题材等丰富多元的尝试。

他在两部革命题材作品中先后扮演

了瞿秋白、何敬平等人物，演技与台词功

底趋于成熟，成功地塑造出心怀信仰的

革命先烈形象。在《百炼成钢》中，陈晓

饰演瞿秋白，不仅把瞿秋白的温和、儒雅

诠释到位，还展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血气和风骨，既让观众为人物的革命信

仰而振奋，又为瞿秋白及夫人之间的深

情而感动。尤其是最后一场戏中，瞿先

生即将被枪决，他身姿挺拔，眼神淡然，

缓缓摘下眼镜，手抚妻子为自己缝的扣

子从容赴死，传递出革命者为了坚持信

仰不畏牺牲的精神，先烈的形象在陈晓

的诠释下鲜活起来；但陈晓之后在《故事

里的中国》这档综艺中再次饰演瞿秋白

时，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电视剧中的表演

追求细节，是内化的表演方法，这种方法

运用在舞台上就缺少了一点张力。

在建党百年献礼剧《理想照耀中国》

中，陈晓还原了“铁窗诗人”何敬平在重

庆渣滓洞集中营的苦难和为信仰战斗到

生命最后一刻的坚贞。片中陈晓和六岁

小演员傅宜省所饰演的小路的对手戏尤

为高光。何敬平教导小路读诗识字，念

自己在狱中创作的诗句“我们是天生的

叛逆者”，手指着纸上的诗句，一字一顿，

言语中充满耐心，眼神中饱含怜惜；而当

何敬平中枪牺牲前倒地挣扎，努力向小

路展露微笑，这是他留给这个年幼的狱

友最后的希望。演员仔细揣摩人物心理

变化并准确设计细节，塑造了一个有血

有肉、文弱但不屈的书生烈士。正是演

员对角色的精准诠释，观众才能理解角

色行为的内在动机，对角色产生共情，使

得最后被集体枪决杀害时，大家的视死如

归的平静和坚定才让观众由衷地感动与

敬佩。从《智取威虎山》的高波到《理想

照耀中国》的何敬平，陈晓所塑造的革命

战士形象也逐渐丰沛，表演也日趋成熟。

陈晓在现代剧中的尝试则经常让人

出乎意料，塑造的角色跨越了各行各业，

有调查记者、缉毒警察、陆战坦克兵、电

台主持人等，其中比较特别的是他在沈

严导演的主旋律作品《突围》中饰演调查

记者秦小冲。在以往的作品中，他塑造

的角色不是贵公子，就是军官、精英，多

半角色自带光环。而在这部戏中，他真

正细腻地刻画出一个底层人物在为了生

存挣扎、为了正义奔波时复杂的心理活

动，同时充满克制地塑造出角色饱含深

情的父亲形象。比如，秦小冲假装在国

外与女儿视频，眼里闪着微微的泪光，刻

意提高说话音调，以稚嫩的语气与女儿

说话，面部有极轻微的颤抖，挂掉电话后

手一垂尽显落寞。一系列动作与微表情

细腻入微，把一个思念女儿却又因为苦

衷无法相见的父亲形象贴切地呈现出

来。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角色在全剧戏

份并不吃重，是一个配角，但人物性格鲜

明，具备内在戏剧张力，给予演员足够的

施展空间。由此也可看出陈晓选择角色

的标准。

的确，陈晓的外貌是出色的，但他并

不甘于依仗自己优越的外形条件做流量

偶像。他不接真人秀，也鲜有作品宣传

之外的露出，而是把注意力放在角色上，

在一个又一个突破自我的角色中磨练演

技，不断地拓展自己演艺事业的边界，试

图探索从“偶像派”演员到“实力派”演员

的转型之路。

“顾千帆”是陈晓
的一次稳妥的选择

在一系列现代剧的探索之后，陈晓

凭借《梦华录》重回古装偶像剧，这一次

带着沉淀后的成熟与淡定。此时距离陈

晓首次担任男主角的古装剧《陆贞传奇》

已经过去了九年，陈晓的古装形象依旧

让人赏心悦目，这也体现他作为职业演

员对自身管理和控制的职业精神。他在

这部剧中饰演皇城司指挥使顾千帆，让

我们看到他在表演经验上的沉淀和表演

技巧上的成熟，经过多年的表演实践，他

已经越来越自然松弛，表演的节奏感把

握到位。一方面，他塑造角色时的自信

笃定，我们从角色的初次出场就得以领

略，一个远景镜头推近，他半倚在榻上有

一搭没一搭地敲着棍子、摆弄棋子，虽看

似悠闲，并未亲自参与疑犯审讯，但一个

冷冽的眼神就把“活阎罗”的称号做实，

展示出角色严酷残暴的一面。而另一方

面，他也能驾驭角色在弱势情境下的表

现，比如在一场戏里，顾千帆昏迷多日终

于苏醒，立即坐马车去找赵盼儿，路上偶

遇后反而没有勇气下车相见，眼神游移、

台词微顿、而后眼圈泛红，用细节表现出

顾千帆因过于珍视、害怕失去反而更加

不敢面对的复杂心理，代入感很强，让观

众不由得对角色产生怜惜。

除了以上他的个人戏之外，必须一

提的是顾千帆与赵盼儿之间的感情戏。

无论是前期隐晦不明时那场著名的“你

在桥头我在船上”的离别戏，还是两人渐

生情愫之后赵盼儿受伤时顾千帆为她处

理伤口的时刻……这部戏产生了多个经

典的撒糖片段，让观众隔屏沉浸，这离不

开陈晓对角色情感变化的准确把握，和

对镜头表达的驾轻就熟；他深知不同机

位和景别对眼神和表情分寸的不同要

求，才能精准地以甜宠撩拨、打动观众。

不过，尽管陈晓对顾千帆的塑造在

整体上是成功的，但他在某些片段对角

色的理解和处理还有值得讨论的空间。

在与刘亦菲的多场对手戏中，他运用过

度内化的表现方式使表演缺乏张力。以

网络热度很高的一个典型片段来看，两

人互诉前尘往事，经过前面剧情的铺垫，

此处正是男女主感情戏的一个小高潮，

感情浓度很高，本应表现出含情脉脉、深

情款款，而他面无表情、目不转睛地看着

对方，这样的表演即使有人物性格的加

持，也还是略显僵滞。另外，他在一些片

段对角色情绪的理解有些偏差，导致表

演欠缺真实感，角色情绪变化突兀。比

如赵盼儿与高鹄会面解释曾与欧阳旭订

婚之事，顾千帆出面解围后，牵着赵盼儿

的手离开，露出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笑容，

紧接着下一个场景中，他责备教育赵盼

儿不该不顾安危独自前来，前面的表情

处理与后面的剧情在同一线性时间中，

顿生矛盾，前后情绪割裂，让人不知所

以。同时，在这段剧情中，表白、解开误

会、托付身家，原本应是一系列复杂的表

演行动和递进的情绪变化，但陈晓的处

理过于轻浮，以玩笑的语气和戏谑的表

情呈现出来，与这一人物的成熟形象相

背离，反而带着与年龄身份不符的少年

般的单纯与稚嫩。

至于剧情后期有评论认为陈晓作为

男主角逐渐缺乏存在感，这或许并不能

把表演孤立地来看。《梦华录》是“救风

尘”的大女主题材，为了在结局时扣回主

题，后三分之一的剧情更多着力于三个

女人的各自成长、携手奋斗以及女性友

谊建立的故事线，感情戏则相对弱化，因

此导致男主角可发挥的空间相对较少。

其实，演艺圈从来不乏颜值高的男

演员，与陈晓同年龄段的朱一龙、张若

昀、李易峰等人外形都很亮眼。而陈晓

的独特性就在于他亦正亦邪、可刚硬可

深情，如果发挥得当，可以有很强的辨识

度，但顾千帆这一角色只是将他的颜值

和基本表演素养展现出来，并未激发出

他的特质。塑造收割少女心的角色对陈

晓来说游刃有余，他延续多年来在古装

剧中积累的经验，了解自己如何在镜头

前展示魅力，隔着屏幕恰到好处地散发

吸引力。顾千帆这一古装版的霸道总裁

形象，又恰恰契合当下年轻观众们热衷

于磕颜值、磕CP的趋势。

对陈晓来说，这不是他最优秀的作

品，但却是他转型以来热度最高的作

品。这大概是由于当前影视市场优秀作

品屈指可数，少有的几部大制作作品一

味追求视觉精美和演员流量，而忽视剧

本和表演本身的质量。特别是随着互联

网文化的渗透，太多粗制滥造的快消作

品充斥市场，人们也习惯于在短时间内

对影视作品“快追快弃”，艺术审美的标

准和要求也不断降维化、浅白化，我们已

经很少能在类型剧中品味“草灰蛇线，伏

脉千里”的趣味。

而古偶剧正是当下影视环境里最典

型的工业流水线产品，演员的微表情、肢

体动作被切割得非常细碎，甚至在某些

剧中，会出现拍摄杂志照片般的“表演”

（只求在镜头前好看即可），依靠剪辑把

摆出的动态造型串联起来，表演的艺术

性被阉割。演员也不再有时间和机会能

沉浸到角色中去细细品味、揣摩角色的

情感动机，琢磨角色的人物弧光及心理

变化。因此，产品接连不断，而精品聊胜

于无。在这样的背景下，《梦华录》的出

圈也被戏称为“全靠同行衬托”，而陈晓再

次选择古偶剧，则是面对市场的一次稳妥

的选择。不过，顾千帆这一玛丽苏角色的

设定本身缺乏戏剧张力，对一个转型期男

演员的磨练所起的作用实在有限，而正

如前文所说，陈晓的独特之处，正在于

“好看”之外的可塑性。观众对陈晓的更

高期待需要他进行自我突破、除旧布新，

只有走出安全区才能获得更多成长。

朱熹曾云：“立志不坚,终不济事”。

一个实力派演员成长的过程总要经历无

数次主动和被动的选择，只有在职业道

路的无数个岔路口坚定自己，不骄不躁，

一步一个脚印塑造好每一个角色，才能

于岁月中沉淀，在角色中蜕变。

慢慢走，反而会快一点、稳一点。

陈晓：在颜值之外确立起角色的辨识度
李璐扬

 对陈晓来说，《梦华录》不是他最优秀的作

品，但却是他一段时间以来热度最高的作品。在这

部剧中，他饰演皇城司指挥使顾千帆，与刘亦菲饰

演的赵盼儿之间的感情戏，尤其让观众隔屏沉浸

▼ 在《了不起的儿科医生》中，陈晓饰演男主角

邓子昂医生，虽毒舌却又有一颗医者心,对待儿童病

人时尽心尽职

 陈晓很善于在戏外运

用“表现派”的方法理解、设计

角色，在戏中以“体验派”的表

演方法去进入角色。《那年花开

月正圆》中的沈星移是一个和

陈晓本人性格差异较大的角

色。正是通过拍戏前对角色的

细心揣摩和设计，并多次试验、

演练许多重场戏特别是动作

戏，不断推敲、打磨动作和表情

反应的精确度，最终沈星移成

为了陈晓演艺生涯中的又一个

代表性角色

 《陆贞传奇》

是陈晓演艺事业的

一个转折点，他开始

能够收放自如地把

控自己。温柔深情

的长广王深入人心，

成为陈晓第一个具

有代表性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