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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辣评
2018 年是中国电视剧诞生 60 周年。 作为最普遍的大众文

艺作品， 某种意义上， 电视剧还承载着容纳社会不同时期丰富记

忆的功能， 可以是温润人心的精神寄托。 在走向良性循环， 走向

品质升级之路的过程中， 观众还渴望看见这样的荧屏风景———新

时代的现实主义剧应当着重表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以

现实生活的真实感为经纬度， 刻画万花筒人生、 社会风情画卷。

■本报记者 陈熙涵

越来越长且不知所云，
剧名能否好好说话？

王彦

人生若如初相见，不负如来不负卿，
花落宫廷错流年，花谢花飞花满天。别误

会，这不是哪首古诗词，只是去年 12 月

至今播出过的剧名集锦。
若再往前后翻翻，“七言” 剧名蔚然

成风：《海棠经雨胭脂透 》《寂寞空庭春

欲晚 》《鲜衣怒马少年时 》《美人如玉剑

如霜 》《春风十里不如你 》《香蜜沉沉烬

如 霜 》……带 “逗 号 ”的 复 句 也 开 始 流

行：《我爱你， 这是最好的安排》《凉生，
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何所冬暖，何所

夏凉》《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你
这么爱我，我可要当真了》……

除了剧情注水， 剧名越来越长且不

知所云也俨然成为国产剧的一种遗憾。
这些云山雾罩的剧名， 与涉及年代

无关，从玄幻古装到当代都市言情都有。
“傍古诗词”的也未必等于剧中有着深厚

的文化底蕴。 很多时候， 带着古意的剧

名， 只是剧中人的名字拼贴， 比如何以

琛、赵默笙拼出了《何以笙箫默》，花满天

和谢千寻拼出《花谢花飞花满天》，丁人

间、安清欢、翟至味三合一为《人间至味

是清欢》。
题，本是内容的总名目，用来“照

篇中微妙之文”。但如今越来越多剧集

名自我放飞， 究其原因， 其一是网络

IP 后遗症。 起点、晋江等网络小说聚

集地上，“唯美”“空灵” 是许多网文偏

爱的审美趣味，导致那些 IP 被改编成

电视剧后，为吸引原著粉丝，只能延用

网文名。 其二或是对自身品质不够自

信。有点类似网络搜索，仿佛关键字越

多，被观众“抓取”的概率也会越大。
只是，吆喝词太长了，真正的戏核

反倒有些模糊了。多数拗口的剧名，看
似字多，其实毫无信息可言。而那些似

是而非的“傍古诗词”式的名字，更是

常常误导记忆。 谁还会记得剧名到底

是《秦时明月丽人心》还是《秦时丽人

明月心》？
琢磨取 名 ，不 如 雕 琢 创 作 ；故 弄

玄虚，不如好好说话。 《西游记》《红楼

梦》《渴望》《围城》《士兵突击》《亮剑》
《潜伏》等等，从来不是靠标新立异的

剧名才让观众念念不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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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悬浮，去套路，观众对现实题材剧有更高要求
现实主义并不是穿什么时代的衣服就能决定的，而是一种创作理念、创作态度、创作方法

“谈判都去华尔街， 恋爱都去巴

黎秀”， 日前举行的 2018 上海电视剧

制播年会上， 东方卫视总监王磊卿此

话一出， 多少观众会心一笑。
“我们发现， 竞争是极度分散的

竞争。” 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

责任公司客户总监龙长缨展示了一个

数据， 通过电视剧审批发行的制作机

构中， “一部剧” 公司连年递增， 从

2013 年 的 75.4%到 2017 年 89.4% ，
已逼近九成。

不可否认 ， 2017 年 ， 中国电视

剧行业收获了超越进取的一年， 整体

创作呈现出主流内容更突出、 现实主

义强力回归的 态 势 。 但 同 样 不 可 否

认， 有着现实主义审美基因的观众，
已对现实题材剧有了更高要求： 少点

悬浮， 少点套路。

■ 荧屏上的人物逐
渐渗入各行各业 ， 但别
让海外拍摄成了套路式
“尬景”

医生、 老师、 编剧、 谈判官、 咨

询师、 工程师、 时尚设计师……随着

现实题材百花齐放 ， 2017 年出现在

荧屏上的人物渗入了各行各业。 在业

内人士看来， “中国电视剧已进入了

内容主题愈加丰富的新时代， 反映了

人民日益多彩的现实生活”。

蓬勃的现实题材创作热情下， 什么

才是 “真正的现实主义” 成为贯穿年会

的线索之一。
王磊卿关于海外 “尬景” 的点评引

发会场一阵议论。 国产都市剧最近流行

扎堆 “外拍”， 似乎不到海外取景不好

意思称 “都市”。 过去一两年， 观众实

在太熟悉相似场景： 第一集， 男女主人

公海外偶遇， 因误会不欢而散， 可回国

后发现冤家路窄。 于是， 故事就在欢喜

冤家的模式中徐徐展开。 有些海外拍摄

确乎剧情发展的必然需求 ， 有 些 纯 属

“为了出国而出国”。
套路不止一处， “顶着普通人的身

份过着精英生活 ” 以及 “穿制 服 谈 恋

爱” 也是都市剧愈发常见的遗憾。 这就

导致观众有时会 “串戏”， 让甲之主角

换到乙剧里做戏， 居然可以毫不违和。
有行家直言， 这是因为不断被压缩的制

作周期， 让编导演都少了点 “贴肉” 的

经验， 只能在所有人相似的爱情纠葛中

掘地三尺。
如何避免套路？ 去年的品质剧 《鸡

毛飞上天 》 做出某种示 范 。 它 的 好 评

来自多个维度 ： 反映了改革开 放 的 历

程 ； 反映了有血有肉的个人命 运 ， 跌

宕起伏 ， 又无不透露出温暖而 明 亮 的

现实主义力量 ； 同样重要的还 有 ， 它

极具真实感 。 该剧编剧申捷曾 用 了 三

年时间 潜 入 义乌商人的生活 ， 跟着他

们进货练摊。 对编剧来说， 花时间沉浸

在一个行业中， 与仅仅依靠采访搜集素

材 ， 两种创作方法 得 到 的 质 感 ， 必 会

在细节中显出高下 。 而所有的 细 节 和

时间才是汇成品质 、 温润人心 的 涓 涓

细流。

■ 与其瞄准“爆款 ”，
不如先让自己“相信”

来自索福瑞的数据显示， 国产电视

剧每年能播出的新剧呈逐年缩量态势，

2016 年播出新剧 171 部， 2017 年只有

140 多部。 与此同时， 近九成公司都是

“一部剧” 公司。 这意味着， 许多制作

方都需要 “押宝”， 都希望瞄准 “爆款”
一击即中。

从论坛嘉宾 们 的 发 言 来 看 ， 所 谓

“ 爆 款 ” 在 播 出 方 式 上 有 个 必 要 条

件———台 网 同 播 。 但 在 制 作 手 段 上 ，
“爆款” 没有规定方程式。 观众不会因

演员阵容 、 知名 IP、 豪华制作等外部

因素， 而放弃对品质的衡量。 去年顶着

光环播出的剧版 《深夜食堂 》 就 是 一

例。 “话题度” 也不是靠超长剧集来堆

砌时间就能累积起来的， 腾讯公司副总

裁孙忠怀和大优酷事业群总裁杨伟东都

认为， 许多剧集完全可以砍掉三分之一

以上。
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该是什么

样的？ 导演沈严提到了 “相信” 二字。
他的作品 《我的前半生》 从播出起就是

热度伴随着争议 ， 喜欢 和 不 喜 欢 的 观

众各占一半 。 通过观察这一现 象 ， 沈

严得出， 要害在于 “相信”， 创作者是

否相信剧中角色 、 人物关系 ， 又 能 否

通过他们的创作使得观众信服 ， 这 才

是关键。
对此， 编剧六六的见解是： “生活

的复杂性多样性 ， 人性的光辉 或 是 晦

暗， 这些在生活中一直存在， 只是需要

创作者有耐心捕捉到它们。 当你像高倍

望远镜一样抓到这个题材， 故事只要能

吸引正常的你， 就能吸引正常的人类。”
由此及彼， 人同此心。

文化 广告

这一次，赵立新朱亚文们靠实力火了

日前， 赵立新、 朱亚文、 韩雪等

一批流量并不惊人， 但有着扎实基本

功的实力派演员， 因配音节目中的表

现， 重又成为大众追捧的对象， 甚至

成为了热搜榜上的 “网红”。 与之相

对的是， 一批以流量著称的明星真人

秀节目正在遭遇收视和豆瓣等评分节

节走低的局面。
有人说， 这多少可以看作是急速

发展中的一次沉淀： 内地娱乐圈在经

历了哈日、 哈韩、 哈港台后， 现在开

始哈咱自己的 “流量明星”。 颜值当

道的同时， “不敬业” “滥用替身”
“高片酬” “没演技” 等问题也随之

凸显。 当观众的新鲜劲儿过去， 冷静

下来， 看着自己的偶像， 用千年不变

的表情和 “面瘫脸”， 演着不同类型

的戏码时， 想必内心是五味杂陈的，
期待看到属于真正演员的一面， 返璞

归真的 、 对表 演 最 本 质 最 敬 业 的 一

面， 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在刚过

去的 2017 年， 潘粤明、 雷佳音、 翟

天临等的意外 “翻红”， 同样说明了

演员最终还得靠演技自证， 演艺圈绝

不是一个可以靠颜值红下去的地方。

■ 观众对演技的饥
渴到了令人唏嘘的地步

最 近 这 两 个 月 ， 赵 立 新 这 个 名

字， 在很多观众心中经历了从陌生到

熟悉的震荡 。 作 为 一 名 很 有 实 力 的

60 后话剧演员 ， 其实赵立新在圈中

的风评很早就建立起来了。 看过他演

斯特林堡的 《父亲》 和 《上尉和他的

女人们》 的观众， 可以判定， 他在综

艺节目中展现的不过是他个人的三成

功力。 只是， 平时低调的为人和不爱

炒作的个性， 使他的名声还不足以为

大众识得。
配音综艺 《声临其境》， 成了他

的拐点。 第一期节目里， 赵立新一开

嗓便征服了无数观众。 当他一口气说

出德、 俄、 法、 西班牙语四国语言的

时候， 几乎将 “演员的自我修养” 这

七个字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接下来的

配音环节， 赵立新一会儿是 《魂断蓝

桥 》 中深情款 款 的 罗 伊 ， 一 会 儿 是

《功夫熊猫》 中萌翻的阿宝， 在用各

种声音成功塑造了多个角色之后， 一个

演员的职业技能被这个舞台放大呈现了

出来， 观众终于咂摸到： 这才是真正的

演员！
真正的好演员， 是不怕搬到台面上

杠演技和台词的。
女演员韩雪， 也是一个戏多人不红

的典型代表。 但这次她在社交网络上实

实在在地 “红” 了起来。 人们讶异于她

以英文为 《海绵宝宝》 配音， 更是一人

分饰两角 。 这段表演被官方微 博 首 发

后 ， 累计被转发了 13 万次 ， 评论近 5
万条， 点赞量 37 万， 视频播放量更是

突破了惊人的 1 亿次， 网友们纷纷发起

“微博欠韩雪一个热搜” 的话题。
令人咋舌的不仅仅只是社交媒体所

体现出来的网络数据， 更是普通观众对

于韩雪本身认知的彻底 颠 覆 。 大 概 连

韩雪自己都没有料到 ， 自己居 然 会 因

为这段短短两分钟的视频 ， 在 观 众 心

目中来了一次天翻地覆式的形 象 大 改

变 。 更有不少专业人士从台词 功 底 的

角度 ， 指出了韩雪在这段表演 中 所 体

现出来的专业素养 。 不得不说 ， 如 此

关注度 ， 甚至不亚于一部现象 级 大 剧

所带来的反响。
观众对演技的饥渴， 已经到了令人

唏嘘的地步 。 当网友们对节目 中 有 演

技 、 台词配音功底好的演员大 加 赞 赏

时， 其实仔细想想， 这才是演员原本该

有的样子！

■ 这是一股能带动行
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
前进动力

朱亚文， 多年前以 《闯关东》 中的

“传武” 一角在演艺圈混了个脸熟， 此

后几年， 大大小小也没少露脸， 但始终

也没有更具代表性的角色问世， 就这么

半红不红地存在着， 与 “流量男演员”
这个称呼几乎绝缘。 同样是在 《声临其

境》 这个角度刁钻的综艺节目， 他凭着

配谁像谁的基本功， 成了赵立新之后的

又一大惊喜和 “爆款”。 在配张嘉译演

的 《白鹿原》 时， 他的精彩表现把同在

现场的国家话剧院资深老演员李建义都

配哭了。 然而就这水准， 李老师认为还

不是朱亚文最好的表现。 李幼斌饰演的

《亮剑》 被内行人称作是 “立体声两喇

叭里缺了一个似的”， 要学得像很难。然
而，朱亚文配得几乎就像是原音再现。事
后，在接受采访时，朱亚文透露，他曾与

李幼斌一起拍过两个戏， 在剧组专门留

意过李幼斌的声音控制方式。由此可见，
一个好演员 ，绝对是生活中的有心人 ，

逼肖的背后与演员长时间的观察与不

断积累的习惯分不开。
平心而论， 无论是赵立新还是朱

亚文， 都是目前国内中生代男演员中

的中坚力量， 优质标杆。 但这些更加

专注于打磨专业素养的演员在观众知

晓度上却远远不如许多明星和偶像艺

人 ， 这不能不 说 是 一 件 令 人 遗 憾 的

事。 在节目的年度总决赛大秀之夜的

现场， 几乎所有的入围者都拼了！ 这

种拼意味着对对手的尊重， 更代表了

对演员这个专业的尊重， 对于匠心的

坚持。 这是一股能带动行业朝着更好

的方向发展的前进动力。
对比那些使用抠图、 替身、 三个

月轧四部戏却拿着天价片酬的明星，
有一些演员更愿意花时间琢磨角色，
磨练演技。 当观众不再愿意忍受当下

影视剧中许多不靠谱的现象； 不再待

见满屏张鼻瞪眼的表演之时， 便是赵

立新 、 朱亚文 们 荣 耀 “归 来 ” 的 时

分。 电视综艺， 只是搭建了一个火炼

真金的舞台， 让真正有实力的演员在

流量霸屏的时代有机会出彩； 让公众

从演员这个行业只能是 “明星” 主场

的意识中醒来， 体会和认识到什么是

真正的好演员， 而有实力的人从来不

会被时间埋没。

话剧《北京人》将亮相保利大剧院“春之季”
万方与赖声川再度合作

本报讯 （记者童薇菁） 昨日， 上

海 保 利 大 剧 院 公 布 了 2018 “春 之 季 ”
演出节目单。 自本月 24 日起， 在为期

三个多月的时间里， 33 台 56 场演出将

亮相保利大剧院 ， 汇聚海内 外 优 质 戏

剧、 音乐、 舞蹈等多种演出。 其中， 由

央华戏剧制作出品、 赖声川执导的新版

《北京人》 将开启上海首演。
《北京人》 是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

曹禺的经典之作， 为一出三幕剧。 该剧

以上世纪 30 年代初一个没落士大夫家

庭的衰落为冲突和背景， 讲述了大宅院

里几代人的命运。 剧中的曾家是 “时代

的弃婴”， 藏匿着动荡时代最苦痛的缩

影。 “我感觉到在曹禺先生的身上有一

个伟大但又很脆弱的特质。 他敢做那样

的突破， 敢往现代走， 敢往新的创作方

式走。” 赖声川说， 曹禺的经典之作在

内容、 题材、 形式给中国话剧带来 “营
养”， 历久弥新。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
赖声川在美国伯克利大学读书时， 就曾

聆听过曹禺先生的演讲， 近几年又与曹

禺之女万方合作了话剧 《冬之旅》， 此

次万方再度受邀， 担任 《北京人》 的文

学顾问 。 除此之外 ， 话剧 《北 京 人 》
集结了众多知名演员参演。 饰演愫芳的

剧雪曾获得过金鸡奖、 华表奖、 飞天奖

等多个奖项。 该剧还特邀内地知名制作

人李泉担任主题曲创作和演唱。
据悉 ， 上海保利大剧院 2018 “春

之季” 演出中还有不少名团名家。 美国

太平洋交响乐团将由指挥家卡尔·圣克

莱尔执棒， 平夏·祖克曼任小提琴独奏。
意大利圣雷诺交响乐团 、 上 海 爱 乐 乐

团、 上海民族乐团等知名院团也将登台

献演。 此外， 上海歌舞团原创舞剧 《朱
鹮》 将在保利舞台上 “翩翩起舞”， 这

部作品刚刚在今年春节前赴纽约林肯中

心演出， 获得如潮好评。

听，本土年轻音乐人
正在尝试打破常规的创新

上海音乐厅推出三场创意跨界演出

“当唢呐吹出中国电音———‘丝路

狂飙’ 专场音乐会” “对水而歌———
音乐舞蹈剧场 《水腔》” ……翻阅今

年上海音乐厅 跨 界 品 牌 项 目 “乐 无

穷 ” 的节目单 ， 观 众 将 在 剧 场 内 体

会 到 音 乐 的 无 限 种 可 能 。 后 天 起 ，
三场充满创意 与 想 象 力 的 演 出 将 与

观众相约。
“城 市 的 艺 术 发 展 离 不 开 原 创

力， 希望观众在关注大师名作之外，
也能走进剧场， 看一看本土年轻音乐

人在尝试音乐创新上付出的努 力 。”
上海音乐厅总经理方靓告诉记者， 迈

入第三年的 “乐无穷”， 策划各类打

破常规的演出的底气更足了， 而且相

比前两季， 本季中的三场首演节目均

为原创。

■ 有勇气突破框架，
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民族乐器唢呐与现代电声摇滚乐

队同场 “竞技 ”， 会是怎样的 场 景 ？
上海民族乐团唢呐演奏家胡晨韵将演

绎 《大漠狂沙》 《凤舞九天》 《海上

狂飚》 等曲目， 以唢呐的诞生地波斯

为起源， 沿途展现丝路上不同地区的

风土人情和音 乐 风 格 ， 最 后 抵 达 上

海。 “在这场演出中， 可以把唢呐视

为电声乐队的主唱， 让观众宛如置身

摇滚演唱会一般。” 胡晨韵表示， 他

并没有简单拼 贴 和 嫁 接 唢 呐 传 统 音

乐， 而是邀请电声摇滚乐队全新创作

和改编了一些曲目， 试图拓宽人们对

这件古老乐器的印象。 “提到唢呐，
大家往往想到 《百鸟朝凤》， 或者抬

花轿的画面 ， 但 唢 呐 不 仅 能 展 现 喜

庆， 也可以委婉、 深沉、 狂野……它

有着极为多样的表现力。”
自 2016 年 推 出 以 来 ， 前 两 季

“乐无穷” 共举办了六场演出。 这其

中， 有高博文和他朋友们的 “古韵新

弹 ” 新评弹 音 乐 会 ， 对 传 统 评 弹 艺

术进行了革新 ， 以 当 代 音 乐 思 维 方

式 和 作 曲 技 法 呈 现 江 南 评 弹 ； 有

“绘 笙 汇 瑟———张 梦 作 品 演 奏 音 乐

会”，将笙与合成器、 舞者、 效果器相

结 合 ， 创 制 “民 乐 新 玩 法 ” ； 也 有

“ 《乐·影 》 ——大 提 琴 与 芭 蕾 的 对

话”， 大提琴琴弦发出的低鸣， 与芭

蕾舞者黑暗中的翩翩身影相呼应……
这些演出拓展了音乐的边界， 以大胆

创新的方式吸引了圈内圈外的目光。
“艺术往往是由那些不局限于定

式的人所推动发展的。 音乐厅想帮助

有想法的艺术从业者， 实现囿于很多

条件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方靓

表示。

■ 通过委约方式，将
理念与创意呈现在音乐
厅的舞台上

上海音乐厅去年发出 “征集令”，
欢迎有想法有创意的艺术家们来到这

一平台 ， 分享 自 己 的 音 乐 理 念 与 创

意。 收到的作品中 “对水而歌———音

乐舞蹈剧场 《水腔》”， 将成为首部由

音乐厅委约呈现在 “乐无穷” 舞台上

的作品。
“水 腔 ” 是 湖 南 湘 西 的 一 种 歌

调， 湘西人民对着河水吟唱， 相信水

流可以把这份情感带到思慕之人的身

边。 在由彭涨编导、 刘闻作曲的 《水
腔》 中， 将呈现西南少数民族的音乐

舞蹈， 通过身体律动与音乐对话， 古

老歌调与现代 乐 器 结 合 ， 探 寻 “水

腔”的当代意义。 彭涨表示，《水腔》试
图为观众营造一段静默时刻， 让他们

跟随缓缓流淌的河水， 回望自己内心

最初始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 电影

《和你在一起》 的男主角扮演者唐韵，
将在演出中担纲小提琴演奏。

此外， 一场难得一见的跨界三重

奏音乐会， 将在本月底上演。 中国青

年钢琴家贾然 、 德 国 小 提 琴 家 丹 尼

尔·罗恩、 亚美尼亚古典萨克斯演奏

家海瑞佩德·阿拉卡扬， 组成了独特

的 “奇异新古典” 组合， 并将在音乐

会中演奏经过 改 编 的 斯 特 拉 文 斯 基

《士兵的故事》、 大卫·德波尔·坎菲尔

《勃拉姆斯风格三重奏》 等作品， 带

领观众进行一次风趣别致的当代音乐

之旅。

赵立新 朱亚文 韩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