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评 2022年5月17日 星期二 编辑张海 版式吕燕 15

使用原声台词是对演员的基本要求
□李雨心

拍灾难片
是门技术活

□李丽

“网综夕阳”要来了吗？
□邓崎凡

不知从何时起，“配音”成为不少
国产古装剧的“标配”。打开电视，就
算不停切换频道，但是听来听去，不同
剧集里的男女主们的声音，就像是同
一个人。上网一搜，这些古装剧所用
的配音演员看来看去，总是那么几个：
边江、季冠霖、阿杰……无论换哪个频
道，都是这些人的“声音”在谈恋爱。

“国产剧苦配音久矣”，这也许是
近几年来在影视剧圈中被频繁提及
的问题。不少流量演员出演了众多
影视剧的男女主角，但很少有观众在
剧中听到过他们真实的声音，这些影
视剧基本上都使用了配音演员。而

“使用配音”的做法，在国产影视剧中
已是见惯不怪的普遍现象，更有继续

“蔓延”之势。
5月12日，当话题#专业配音成

本由演员方承担#出现在热搜榜时，
可以看到网友的吐槽与不满。

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微信公众
号5月11日发布的消息，经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批准，中国广播电视社会
组织联合会与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
务协会共同制定的《演员聘用合同示
范文本（试行）》正式对外发布。其中
明确，如演员方无法按照甲方要求

（未能按时配音或配音质量欠佳等）
完成配音工作的，演员方同意甲方有
权为演员方出演角色选择专业配音
演员进行配音，相应成本（如配音酬
金、差旅、食宿等）由演员方承担，或
在支付给演员方的片酬中予以扣除。

大量使用配音演员的现象，可能
在“内娱”算是独一份的存在了，特别
在古装剧、仙侠剧中极其“泛滥”。于
是，“配音不贴脸”（配音和角色形象
不搭配）成为了不少古装剧的争议
点。譬如《有翡》《镜双城》《千古玦
尘》等大热IP改编的电视剧，都请来
了“咖位”极高的演员，但最后出圈的
却是“配音出戏”，闹到最后连配音演
员都出面回应。更有甚者，直接掀起
了“粉丝大战”，粉丝责怪剧方找的配
音“不贴脸”，而网友则质疑演员为何
不用原声出演。

台词，作为演员的基本功底之一，
是体现演员演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表演中，“声台形表”往往缺一不可，好
的演员自然能够做到这四个字的统
一。但当下在影视剧市场中，从剧方
到演员，似乎都在忽视台词的重要性，
或者找配音演员成为了演员台词不过
关的“遮羞布”。演员拿着高片酬，却

连声音都不用出，木然的演技配上配
音演员充沛的台词，怎么看怎么突兀，
难怪要被观众责怪“不贴脸”。

时光倒回到经济水平不算发达、
制作设备不算先进的过去，不少影视
古装剧都是现场收音，却丝毫不影响
剧的品质和口碑。到了现在，设备和
技术都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平，演员们
却连走进录音棚都不肯，或者剧方为
了省事儿和图效率，直接选择配音演
员，自然也导致了演员们的台词功底
停滞不前。

此前，年代剧《人世间》主演殷桃
在被问到当下国产电视剧滥用配音
的情况时直言，如果是因为技术层面
的问题，如现场收音不行需要到录音
棚配音等，这些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知道
为什么要用配音，这是我想不通的
事”。在她看来，用原声出演是演员
的基本技能之一。然而，就这一演员
应具备的“基本”职业准则，现在倒成
为了粉丝吹嘘演员“敬业”的资本，难
怪网友“吐槽”说，影视圈要是能够倒
退二十年，反而是一件“好事儿”了。
起码在那个年代，使用原声台词是演
员的基本要求。

拍灾难片是门技术活，看完罗兰·艾
默里奇的《月球陨落》，会愈发肯定这一
点。正是因为缺乏足够的科学含金量，这
部灾难片被拍成了灾难。

要拍好灾难片，首先你得有一个足够
有说服力的科学理论作为基础。如何做
到有说服力？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论
是多大的脑洞，它都得是在人类现有理论
之上进行发挥，如此才能被人们理解并感
同身受。

艾默里奇在18年前拍的《后天》就是
一个正面例子。温室效应对地球有害，这
一点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算是一个尽人
皆知的结论。但如何有害法？《后天》给出
的设想是：它会让地球回到不适合人类生
存的冰川时代。这在科学界也算流行说
法之一，个中逻辑虽然无法跟普通观众一
一道来，但影片尽量通过身为气候学家的
主人公之口进行了解释。再加上全片用
灾难发生后的各种夸张特效场景对理论
进行佐证，上映之后的《后天》迅速征服了
全世界观众。总结起来，《后天》之所以成
功，是因为它做到了拍灾难片最重要的一
点——让观众当真。

相比起来，《月球陨落》理论基础之薄
弱，便好似把地基建在了沙滩上。“月球人
造说”在过去只是一个民间流传的阴谋
论，早就被科学家驳斥过无数回，艾默里
奇这回却将它作为整部电影的理论基
础。这无疑需要影片在说服观众时下更
多功夫，但剧本却偏偏在这方面特别儿
戏，让一个“民间科学家”发现了“月球是
空心的”这一全世界相关科学机构都没能
发现的惊天大秘密。而且，还把理论的论
证过程全都略过了。今天的观众可比18
年前更挑剔：你说空心就是空心？对如此
粗暴的“喂结论”，他们只会嗤之以鼻。

“月球人造说”已经摇摇欲坠，偏偏
《月球陨落》还“更上一层楼”地加上了一
个“人类祖先外星说”。对后者，影片同样
逻辑欠奉，只是通过主人公们乘飞船在月
球内部“参观”，告诉观众：看，这是农田
……哇，原来祖先早就把我们生存需要的
所有种子都藏在月球上了！接着，强光一
闪，“外星祖先”化身主人公的儿子模样，
几句话说明了为啥人类“沦落”到地球：祖
先们原本在外星过着无忧无虑的发达生
活，直到有一天人工智能“造反”，快要灭
绝的祖先被迫把文明的种子藏在了月球，
指望有一天它能在地球上“生根发芽”。

对了，这部灾难片的灾难是如何发生
的？因为人工智能追杀到月球，导致空心
的月球偏离轨道，要撞上地球啦。

拍到这里，《月球陨落》已经不是灾难
片，也不是科幻片，而是一部不折不扣的
玄幻片了。

脑洞太大，就不适合拍成灾难片或科
幻片吗？答案倒非绝对。2016年丹尼斯·
维伦纽瓦执导的《降临》，讲述的是十二座
外星飞行器突然降临地球的故事，人类想
弄清楚外星人究竟想做什么，于是他们派
出了一位语言学家……这是一个集各种
学科包括语言学和博弈学在内的复杂故
事，在具体表现上虽并没有走艾默里奇的
那种爆米花电影的豪华套路，却让不少观
众感受到了其内涵丰富带来的无穷余味。

回到《月球陨落》。说到底，戴了“灾
难片大师”这顶帽子多年的艾默里奇终究
还是看低了今天的观众，同时也太疏于自
我成长了。还是那句话，拍灾难片是门技
术活，你不保持学习怎么行？ 据羊城晚报

从不缺乏话题关注的综艺，让人
感慨在这个春天如同“日薄西山”。
行业发展规律叠加外部因素，让“砸
钱就能砸出个现象级综艺”的时代一
去不返，市场冷落，寒意丛生。业内
人士认为，这是行业在转型期内必经
阵痛，而内容创新加模式创新，则是
综艺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换作以前，谁也不会想到，制造
话题的综艺节目竟以“没有话题”而
引人关注。

根据云合数据，第一季度全网网
综有效播放量过亿的，只有《哈哈哈
哈哈》第二季、《半熟恋人》《大侦探》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4部，比2021年
同期少了5部，总体播放量同比下降
了33%。

就单部节目而言，《半熟恋人》在
全网收获了超10亿次的播放量，作
为对比，2020 年的《乘风破浪的姐
姐》，当年的播放量超过了51亿次。

相比这个数据，让业内更直观感
受到寒意的，则是招商困难、“金主”
难寻。《半熟恋人》作为腾讯视频的头
部恋爱综艺，题材、制作均“自带话
题”，是一季度讨论度最高、热度延续
最久的综艺。但是，就是这样一部综
艺，竟一直处于“裸播”状态，没有拿
到品牌赞助。另一个破亿综艺《哈哈
哈哈哈》第二季，也没有冠名，只收获
零星赞助。

这和市场红火时形成了鲜明对
比。2017年被认为是“超级网综”时
代的一年，点击量破亿的网综节目数
量开始赶超电视版权综艺。数据显
示，从2017年到2019年，我国网络
综艺市场规模始终维持着高于20%的
增速，而网综90%以上的收入来自广
告招商。

转折从2019年开始，第三方广
告数据平台击壤洞察公布的数据显
示，从2019年到2021年，国内有植
入的综艺节目数量连年下滑，从635
档减少到513档。今年以来，各行业
综艺合作项目数量则全线减少。

“砸钱砸出个现象级网综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编剧汪海林说。

专业人士感受到的市场寒意，在
普通观众这里则是“综艺越来越不好
看”的直观感受。“和过去动辄8分以
上的评分相比，现在能发现一部及格
分数的综艺就不错了。”经历过网综
疯狂年代的李冉这样感慨，“不知道
是观众‘见多识广’了，还是综艺内容
质量下降了。”

相对于观众审美需求的提升，
节目制作质量的低下同质，多年来
一直被大家讨论。而诸如行业发展
规律的“风向变化”叠加疫情影响和
政策变化等因素，则引起了越来越
多的关注。

去年，“国民综艺”《快乐大本
营》在播出24年后停播。这引发了
大家对综艺节目生命周期的讨论。
国产综艺一般四五年热度就会消耗
殆尽，即便是娱乐产业高度发达的
国外市场，综艺新鲜感也很难维持
超过10年。

同时，综艺节目长期以来存在的
过度娱乐化和商业化倾向不仅备受
观众诟病，也让监管进一步加强。去
年9月，国家广电总局开展的“清朗
行动”，是一系列监管措施的延续，要
求不得播出偶像养成节目，坚决抵制

“饭圈”文化，反对唯流量论。这也让
流量大户“选秀类”综艺在今年销声
匿迹。

综艺如何健康发展？行业共识

是，综艺现在以有限资源的合理配
置，尽量满足用户多元且多变的需
求，实现途径是创新。

去年下半年，一项80后90后占
比超过八成的调查显示，九成以上的
受访者期待国产综艺节目出现更多
精品。对于一部精品综艺节目应该
具有怎样的特点，65.5%受访者认为
是不断创新，节目质量高有特色，
64.2%受访者认为是坚守底线，弘扬
正向价值观。

“创新”不仅是内容创新，还包括
模式创新。基于互联网社区概念，当
下，综艺的社区模式引起了很多关
注，在年轻人云集的B站，《说唱新世
代》《舞千年》等综艺被认为是这种模
式的体现。有人也将这种模式概括
为，通过社区洞悉用户审美趣味，有
效指导内容创作，通过平台内容发酵
优势，借助自发传播、二创玩梗等稳
定的用户习惯，助推作品传播，实现
持续传播。在抖音、快手和B站等平
台，这种模式的发展值得关注。

汪海林认为：“创造高质量内容，
包括高端需求和通俗趣味的分层打
造，可能是接下来的方向，如何将娱
乐性、商业化在目前的管理机制下发
挥作用，也是摆在平台面前的一个无
法回避的问题。”

综艺导演赵浩则认为，整个综
艺行业面临的危机，同时意味着机
会，“泥沙俱下、内容良莠不齐的时
代正在慢慢过去，观众在验证着好
内容的可持续发展，良币最终会驱
逐劣币，淘汰劣质的综艺，保留优
质的内容，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他认为，当下网络综艺面临的困
境，恰是行业在转型期内必经的阵
痛。 据工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