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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危机”，真人秀综艺遭遇质疑
搬演、摆拍太多，真人秀几分是“真”，几分是“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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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为一种占据主流的综艺节目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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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

所有的即时反应都有预设剧本，全部的

争吵都经过事先排演，所谓的“真人秀”
在观众眼中就只剩下一场毫无诚意的

“秀”。 届时，这一形式的价值、意义和吸

引力，都将无所依凭。

秀恩爱是摆拍，吵架是演
戏，节目太“假”惹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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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些节目在播放过程中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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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往泸沽湖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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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档节目的原型是一档

海外的热播节目《孝利家民宿》，记录明

星李孝利夫妇在他们的别墅中招待慕

名而来的粉丝的情景。 由于拍摄地是主

角长期生活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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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访客选择都有提前安排，嘉宾们的行

为只是按部就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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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细心的观众发现，晚上睡前刘涛

把摄像机用罩子蒙上， 但次日早上，镜

头却拍到他们依偎着醒来的画面。 不禁

有人发问：“是谁把罩子摘掉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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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 位 导 师 当 场 “翻

脸”， 刘烨一怒之下还把鞋子扔到章子

怡面前 。 但有网友截图指出 ， 在刘烨

砸鞋的前一秒 ， 章子怡的目光已经落

在了鞋子将要出现的地方 ， 两人这一

番争执疑似经过提前排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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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竞答的选手们早有一套题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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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着巨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应该说 ， 尽管真人秀的前提首先

是真实 ， 但追求真实不等于百分百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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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也是

为什么一档此类节目被引进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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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种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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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是

诱导他们 “踩 ” 进提前埋好的 “坑 ”，
作出真实、 有趣的即时反应。

与此同时， 嘉宾的表现也很重要。
事实上 ， 要让嘉宾在节目中呈现出百

分百的真实感，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 只要打开摄影机，被

拍摄对象的状态就会被改变，往往会出

现不自然的表现。 “我们常常提到一个

词，叫做艺能感。 ”彭侃说，有艺能感的

艺人了解节目想要的效果，在镜头前更

为自如，会主动配合 ；但还有一些人缺

乏节目经验，往往录出来的内容就比较

干巴、无趣。 这也是一些导演转而使用

拙劣的“搬演法”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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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技竞技节目 《演员的诞生》 呼吁对表演的关注， 但其中嘉宾表现的真实性近来频频引起观众的猜疑。 图为导师章

子怡与选手周一围共同演出 《胭脂扣》 的段落。 （资料照片）

有你的呼吸和体温就是幸福

“挖掘极致平凡中的感动”的日常家庭题材再出
高分剧，《这就是我们》第二季口碑持续走高

超 高 分 美 剧 《 这 就 是 我 们 》
（《This Is Us》） 放出第二季， 在某影

评网站上获得 9.6 的高分 。 这部电视

剧通过一个美国家族两代人的视角展

开， 讲述了三个 36 岁的兄弟姐妹， 以

及他们父母年轻时的日常。 电视剧将

亲子、 爱情、 婚姻、 事业等日常话题

熔于一炉， 几乎集集有泪点， 被不少

观众赞为暖心。
“挖掘极致平凡中的感动”是近年

电视剧界的一股潮流。 曾有业内人士

总结，好的电视剧越拍越像纪录片，说

的就是这一现象，此前拿奖拿到手软的

美剧《摩登家族》以及韩剧“请回答”系

列便是弄潮儿。 而《这就是我们》以创

新的姿态再次证实，最深的感动往往藏

在平凡中，而挖掘、提炼以及整合这些

感动是一种能力。 现实主义题材的精

髓在于， 每个人都是由具体而微的幸

福、烦恼、缺陷以及无奈交织而成，面对

的是来自心灵深处的矛盾、 纠结与顿

悟， 体会平凡中有呼吸有体温的温暖，
感受“生活把酸柠檬调成一杯柠檬汁”
的复杂与美好。

36 岁之后的人生怎么
过？ 面对心灵困境没有标准
答案

杰克和黎贝卡是一对美国小夫妻，
在杰克 36 岁生日那天， 妻子生下了三

胞胎， 但其中最小的孩子没能活下来。
巧的是， 这天有一个黑人弃婴被送到

医院， 痛失爱子的杰克便收养了这个

黑人婴儿。 夫妻两人仍旧拥有三个孩

子———哥哥凯文、 妹妹凯特以及黑人

弟弟兰道尔。 《这就是我们》 用 “过

去” 与 “现在” 两条叙事线， 串联起

了这一家五人的生活， 三个兄弟姐妹

的 36 岁与父母的年轻时光同时进行，
交相呼应。

36 岁以后， 人生似乎进入了一个

微妙的年龄段———这时生活态度已经

养成但人生还未完全定型， 也逐渐了

解到残缺与痛苦是人无法逃避的。 剧

中人物面对着婚姻危机 、 亲子焦虑 、
事业瓶颈、 身材管理等真实问题， 表

现出来的应对态度与方式也是真实可

信的， 这让他们成了有趣的心理学分

析样本。
剧中的哥哥凯文在 36 岁之际做出

的 “人生抉择” 就颇具启发性。 凯文

英俊帅气， 因为主演了情景喜剧 《靓

男保姆》 名利双收。 但他本人对表演

艺术有更高的追求， 在一次现场录播

中因节目组的低俗趣味而现场发飙走

人， 决定独自闯荡纽约戏剧界。 离开

“安逸” 环境之后， 他才发现， 身边没

有了帮忙料理生活的妹妹凯特， 自己

连行李都不会打包 ； 戏剧功力不 足 ，
在百老汇面试时连台词都念不好， 遭

同行嘲笑。 偏偏人生就是这般好坏参

半， 凭低俗肥皂剧赚得的人气， 让凯

文顺利拿下了舞台剧角色 。 排练 中 ，
虽然经历过挚爱的父亲去世之痛， 凯

文却无法完成 “悲伤” 的表演。 曾经

取笑过他的搭档将他带到了一个葬礼

现场， 在目睹了中年丧偶的女主人拼

命压抑悲伤的状态后， 凯文才意识到

自己的心结———原来这些年他一直在

逃避伤痛。 父亲去世时， 他扔掉了所

有和父亲一起搭的一房间的模型， 只

是为了在封存美好记忆的同时将悲伤

一同封存。 在抱着陌生人一同哭泣的

瞬间， 他终于在自己 36 岁那一年学着

与生命中的痛楚握手言和。
剧中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充满曲

折。 一次次的选择未必有好坏，却总能

带来新东西，而编剧认为，无论选择哪

条路，难题、失意与成长都不会缺席，各
中辛酸自知。 相对该剧，平实温馨笑中

带泪的叙事风格，在“一路开挂”中走向

人生巅峰的肥皂剧，很难具有人生的质

感，自然无法动人。

插叙式剪辑， 让父母和
子女隔空回望同步成长

有剧迷评论， 《这就是我们》 不

应该参加艾美奖， 而是应该直奔奥斯

卡。 这是笑谈， 却也不虚， 第一季第

一集约 40 分钟的篇幅， 被剪得如同一

部结构精妙的小电影。 剧情在多线叙

事与时空穿插中进行， 直到最后一刻，
观众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五个人物是一

家两代人。 插叙、 倒叙、 闪回等剪辑

手法在这部电视剧中频频出现， 却并

不给人刻意炫技的感觉。 这样的剪辑

将以子女三人为主角的 “现在”， 与年

轻父母为主角的 “过去” 打通， 用一

种跨时空的对话感， 展现父母伴随子

女一生的影响力， 也像剥洋葱一样展

示出人物的真实面貌。
该剧开篇有这样一段话———在我

们的地球上， 平均每人与超过 1800 万

人同一天生日，却没有证据显示同一天

出生的人行为会有什么相似之处……
在这部电视剧中，却时时刻刻洋溢着同

一天生日的父亲与孩子们， 互为参照，
相互影响的镜像关系。杰克夫妇家庭生

活的良性互动，让这部剧成为不少人眼

中亲子教育与夫妻相处之道的范本。
杰克是橄榄球超级粉丝，对比赛一

无所知的黎贝卡并没有和电视转播“争
夺”丈夫，反而主动提出让杰克教自己

比赛规则，逐渐也成了狂热的球迷。 一

次夫妻两人在酒吧观看比赛时， 因为

“要不要孩子”的问题发生争执。黎贝卡

跑出酒吧生闷气，冷静下来的杰克追出

来告诉妻子：“我可以没有孩子，但不能

没有你”，并且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原来杰克小时候一直受到父亲的冷落，
唯独在超级碗比赛时，父子俩会一同看

球， 这是杰克记忆中难得的温情时刻。
所以 “一定要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看比

赛”成了杰克的心结。 终于，孩子出生

后，周末从小夫妻看比赛变成了一家五

口看比赛， 爸爸头上的幸运绒线帽，也
戴到了孩子头上。这样的家族习惯在父

亲离开后依旧温暖着成年的子女。女儿

凯特因肥胖而自卑， 成年生活并不如

意，但她坚持独自在家中看赛季的每一

场直播，用来纪念父亲和其被爱包裹的

童年……就这样，家庭传统的价值和天

伦之乐的温暖， 在一段段故事中流转，
美好溢出画面。

美剧素以 “悬念” 为卖点， 走日

常生活流的 《这就是我们》 也没丢掉

这一 “吸引力法则”。 剧中被刻意打乱

的时间线也增加了悬疑感。 比如当时

间线在子女们 36 岁的 “现在” 阶段，
我们知道父亲杰克已经去世， 母亲也

找到了新的归宿， 但是当时间线又再

度跳回父母的年轻时代， 父亲杰克依

旧活着。 父亲到底经历了什么？ 就成

为一个巨大的悬念。 这种双时间线叙

事方式在破解人物性格养成的密码之

外， 也成为推动观众追剧、 让人舍不

得快进的理由。

36 岁以后，人生似乎进入了一个微妙的年龄段。 在这个对辛酸有真切体悟的年龄段，如何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 剧中

人物面对婚姻危机、亲子焦虑、事业瓶颈等问题，表现出的应对态度与方式也真实可信。 图为《这就是我们》剧照。

法语音乐剧：酒神精神令人沉醉
《摇滚莫扎特》《罗密欧与朱丽叶》明年将登陆文化广场

“这些法语歌太勾魂摄魄 ，或许只

有卢梭让人喘不过气的文风，方可与之

媲美。 也确实要佩服这五位法国歌手，
全场掀翻屋顶的尖叫和鼓掌证明，在短

短两个多小时中 ， 他们用对激情的礼

赞，对自由的推崇，以及对真理的向往，
迷倒了所有观众。 ”两个月前，音乐剧迷

吴小姐在听完 “法语音乐剧集锦音乐

会”后，写下这样一段话。
相较于中国观众更为熟 悉 的 来 自

纽约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英语音乐剧，
很多人对法语音乐剧了解甚少。 而在上

汽·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的 “法语音乐剧

集锦音乐会 ”上 ，不少乐迷被经典唱段

通俗优美的曲调，以及激情澎湃的生命

力所深深折服。 记者于日前获悉，明年

《摇滚莫扎特》《罗密欧与朱丽叶》 等完

整的法语音乐剧将来沪演出，带给中国

观众独特的视听享受。
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 洪 告 诉 记

者，充满直觉和感性是法国音乐剧的显

著特色。 “它对故事的交代不像德奥音

乐剧那样明确，起承转合间的留白需要

观众自己去填补，但它象征了蓬勃的生

命和茂盛的青春，其中蕴含的酒神精神

更令人为之沉醉。 ”
法国音乐剧常与芭蕾 、 轻 歌 剧 等

法国传统的古典艺术形式相结合 ， 催

生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 ， 如 《巴

黎 圣 母 院 》 《悲 惨 世 界 》 《小 王 子 》
等已广泛传播到全世界的舞台 。 由聚

橙 网 引 进 、 明 年 4 月 将 二 度 来 沪 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 》， 同样是其中颇具

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由于莎翁的这出戏剧早 已 广 为 人

知，因此法语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并没有对情节进行过多交代，而是通过

序幕中旁白的说词，将宏大叙事和戏剧

化的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 “每个故事

的背后 ，都有一个故事 ，无论人们怎么

说 ，爱 是 唯 一 ，凡 人 难 逃 相 爱 ，爱 火 燃

起 ，而后轻柔地 ，舒缓地 ，感动人心 ，化

成回忆……由爱与死渲染的 罗 密 欧 和

朱丽叶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事实上，法国音乐剧的剧本常常取

自经典文学名著 ，除上文提到的 ，还有

《亚瑟王传奇》《德古拉： 爱比死亡更强

大》《十诫》等。 这些宏大的题材来源于

现实而高于现实，非常适合表达具有浪

漫主义特征的幻想性情感，也与法国人

自身的审美特质和品位息息相关。 舞台

上 ，无论是 《巴黎圣母院 》中的神甫 、卫

队长 ，还是 《悲惨世界 》中的冉阿让 ，或

欲壑难填或茫然压抑的灵魂，将经典文

本化身歌词，他们吟唱而出的旋律或悲

愤或激昂，连同奔放的幻想和诚挚的内

省一起，犹如利剑刺出，震撼心灵。
音乐的多元化及现代性，是法国音

乐剧的重要特点之一。 在讲述莫扎特生

平的《摇滚莫扎特》中，莫扎特的多首作

品被改编为摇滚音乐，缔造出强烈的戏

剧张力。 《罗密欧与朱丽叶》也融合了古

典音乐与现代音乐，管弦乐与电子音乐

相混合的曲风， 既配合古典的剧情，又

使音乐通俗易懂 。 此外 ，从 《巴黎圣母

院 》到 《罗密欧与朱丽叶 》等作品 ，都大

量使用了流行唱法。
在舞台布景上，法国音乐剧善于营

造如梦似幻的氛围。 《摇滚莫扎特》为了

强调主人公那如夏花般绚烂，也如昙花

般短暂的悲喜人生，将使人目瞪口呆的

华丽元素全搬上了舞台。 尤其是莫扎特

在巴黎遭遇母亲去世后那个夜晚做梦

的场景，红色幕布与炽热光线营造出光

怪陆离的景象，奇装异服的舞者们互相

拥抱或者奋力推开彼此，跳出诡异的步

伐。 莫扎特在 21 世纪的舞台上，与超现

实主义完成了一次亲密接触。
多年引进原版音乐剧的 费 元 洪 发

现 ， 相较于一些百老汇式的喜剧音乐

剧，欧洲音乐剧也许更符合中国观众的

口味。 “美国式的幽默有时会让我们觉

得有点过于直白， 而很多德奥音乐剧、
法国音乐剧凭借其思想性，更容易使人

们产生共鸣。 ”
目前，沪上音乐剧粉丝圈已然形成

一小批法语音乐剧的忠实拥趸。 随着明

年一些剧目的引进，法国音乐剧的艺术

特点与舞台魅力还有待更多专业工作

者和音乐剧爱好者去鉴赏和发现。

明年 4 月， 法语原版经典音乐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 将二度来沪献演。 图为

该剧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