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挤掉“流量泡沫”
金鹰奖是时候“脱水”了

□李雨心

5月21日，当话题#金鹰奖取消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奖#出现在微博热搜榜上时，点进话题链
接，就能看到网友们“喜大普奔”的热闹景象。当然，穿插其中的，还有各路演员粉丝们的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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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大佑撞上孙燕姿
童年和青春，
你选择了谁？

□徐语杨

荧屏上的父母：用克制抵达生活本质
□苏展

一个电视奖项的调整，为何能引
来网友如此热切的关注？原来在5月
17日，人社部官网发布了《关于2022
年第一批评比达标表彰项目的公
示》。在拟调整的36个常设项目中，
提到了关于中国电视金鹰奖的调整，
其中写道：中国文联中国电视金鹰奖，
部分奖项设置和评选名额由优秀电视
剧7部、最佳男演员1名、最佳女演员
1名、观众喜爱的男演员1名、观众喜
爱的女演员1名、最佳摄像1个、最佳
音乐1个，调整为优秀电视剧8部、最
佳男主角1名、最佳女主角1名、最佳
男配角1名、最佳女配角1名、最佳电
视节目主持人1名。

“取消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增
设最佳男女配角。”在《公示》中，关
于演员的奖项设置调整，成为了观
众最为关注的重点。而至于为何能
掀起网络中舆论的喧嚣，这还得从
金鹰奖的过去以及近几年来所面临
的争议讲起。

作为中国电视剧三大奖之一，
中国电视金鹰奖一直都是影视圈内
含金量极高的奖项。而与中国电视

剧飞天奖、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相
比，金鹰奖是由专家评审、中国视协
会员、观众投票相结合评选产生
的。一直以来，金鹰奖的评选都极
其看重“大众性”，特别是自2000年
开始的“观众最喜欢的男女演员”评
选，是金鹰奖的特色，更是其大众参
与度的典型体现。

《康熙王朝》中的陈道明、《乔家
大院》里的陈建斌、《亮剑》中的李幼
斌、《金婚》里的蒋雯丽、《媳妇的美
好时代》中的海清……从历届金鹰
奖获得“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名单
中可以看出，哪怕该奖项重视观众
的参与，但评选出来的获奖演员与
作品，都是有着口碑与热度、能让网
友们心服口服的。但到了2018年，
金鹰奖开始面临着极大的争议与质
疑，“注水”“刷票”……当这些词汇
频繁与金鹰奖联系在一起时，其专
业度正遭受极大挑战。

采用网络投票环节选出符合大
众审美的演员，本无可厚非。但随
着“流量”时代的到来，粉丝有组织
的“打投”“刷票”，让投票环节“水漫

金山”，最后导致主办方出面“清
票”，才勉强稳定住局面。同时，投
票导致的票数差异也引起演员粉丝
们的“互撕谩骂”，更让网络环境变
得乌烟瘴气，网络骂战不断。

所以，当#金鹰奖取消观众喜爱
的男女演员奖#出现在话题榜上时，
自然是一片“叫好”之声。对于观众
而言，奖项评比本就该回归专业，而
不是被“流量”左右；同时对于粉丝
而言，不用再花心思“打投”，偶像的
演技是否“真金实银”一看便知，隐
藏在投票环节背后的网络无端骂战
也应该能有所减弱；对于金鹰奖来
说，这一举动也是挽回奖项公信力，
摆脱近几年来被不断提及的“水奖”
质疑的最好选择。

演员的演技到底好不好？不需
要粉丝控评，观众自会心中有数。
奖项到底水不水？网友们也能分辨
一二，有实力的演员哪怕没有奖项
加身，也依旧能够收获观众的认可
和喜爱。从家喻户晓到如今的饱受
争议，金鹰奖走到当下，是时候该挤
掉“流量泡沫”，回归专业本身了。

继五月天、崔健、周杰伦之后，线上演唱会
声势进一步壮大。5月27日晚，又有两位“大
神级”歌手举行了线上演唱会——罗大佑童年
演唱会在视频号播出，孙燕姿线上唱聊会则在
抖音举行。

两人举行线上演唱会和唱聊会的消息一
经官宣，立即在朋友圈得到刷屏式响应。不管
你是60后、70后还是80后、90后，罗大佑和孙
燕姿都给大家“包圆”了。那么问题来了，面对
差不多同时开唱的两场歌会，一边是“童年”，
一边是“青春”，看哪一场是个问题。

事实上，对于两个平台而言，这也是一场
大家有目共睹的“流量”之争。

当天19：30分，罗大佑线上演唱会进入30
分钟预热阶段，演出还未正式开始，观看人数
就超过了500万人。20：00，今年已经68岁的
罗大佑戴着标志性的黑框眼镜出现，他手弹钢
琴，以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正式开唱。演唱
会地点在一处草坪上，罗大佑伴随着乐队的伴
奏，惬意地弹奏演唱。

记者从成都部分音乐人处了解到，5月27
日晚，不少小酒馆、音乐空间都在大屏上投放
了演唱会视频，吸引了不少歌迷自发在线下组
织观看。

在周杰伦后，视频号又为观众奉上一员
“猛将”，邀请罗大佑开唱，显然是早有安排。5
月22日，罗大佑宣布正式入驻微信视频号，并
提到视频号是自己第一个视频社交账号，此后
将以此为基地，分享音乐和生活日常。

今年也是罗大佑出道40周年纪念。罗大
佑，1954 年出生，代表作有《童年》《东方之
珠》，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华语歌手之一。“池
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童年》
旋律一出，就横跨几十年，成为众多中国人的
童年回忆，罗大佑也因此被推上华语乐坛顶
端，受到无数歌迷的喜爱。

值得一提的是，在崔健演唱会和罗大佑演
唱会上，都出现了某汽车品牌的独家冠名标
志。崔健线上演唱会的累计观看量达到了
6370万，不少圈内人士推测，品牌方已经“赢麻
了”。而从后续的跟进和不断“扩圈”来看，通
过歌手、平台、赞助商三方合力，线上演唱会似
乎找到了合适的“道路”。

而另一方，孙燕姿的线上唱聊会则是80
后、90后最真实的青春回忆。“男有周杰伦，女
有孙燕姿”。多年过去，抖音直播的数据告诉
我们，这种格局依然存在。

5月27日晚，孙燕姿现身抖音直播间，一
身白色简约套装，以聊天的形式和粉丝们分享
近况，那边厢罗大佑已经唱到“冒汗”，这边厢
孙燕姿正在大谈“养生”。开播约20分钟后，
孙燕姿唱了第一首歌，而此时的观看人数，已
经突破1亿。

有粉丝在留言区写道：对于这场演出来
说，最有诚意的，一是真直播，一是关闭了所有
粉丝花钱打赏的功能。

孙燕姿，1978年出生，代表作《天黑黑》
《开始懂了》《我怀念的》《遇见》《绿光》等。出
道后屡屡打破华语乐坛纪录。

这并非孙燕姿首次举行线上演唱会。
2021年9月，孙燕姿就曾举行过一次线上演出，
虽然直播演出只有一个小时，却收获流量无数，
点赞数更是达到6亿，数据惊人。

而在此前的宣传和直播间现场，记者发
现，孙燕姿本场直播演出并没有官宣赞助方以
及商业推广合作，甚至关闭了直播间的付费功
能。但可以看到的是，抖音一直在尝试演出付
费的观看模式。去年8月，“夏日歌会”圈粉无
数，抖音就采取了少量收取门票的形式，票价
在6元至30元左右。

罗大佑还是孙燕姿？对于有情怀的人而
言，两台手机一边看一个，似乎也不是问题。
你选择了谁呢？

近年来电视剧贡献了许多引发
社会热议的“渣爹恶母”：《都挺好》
里的苏大强、《乔家儿女》中的乔爸、
《安家》中的母亲潘贵雨、《欢乐颂》
中樊胜美的妈妈……他们拖累子
女、撒泼打诨、重男轻女，以极端的
形象进入观众视野。戏剧张力烹饪
出的鸡飞狗跳是收视率的常胜砝
码，他们出道即“顶流”——角色出
圈、演员翻红。但戏剧张力是一把
双刃剑。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从角
色任务上说，他们推动剧情，触发其
他角色充分展现人物性格；从角色
意义上讲，他们赤裸裸地勾画出原
生家庭中的晦暗面，将对家庭关系
的讨论延伸到更现实更广阔的深度
和维度；从演绎上讲，演员多是“老
戏骨”，倪大红对苏大强的演绎堪称
国产剧同类角色的天花板。但坏处
也已经隐隐若现：“流量密码”招致
同质化角色的复刻，极端的“套路”
开始被滥用，大同小异的矛盾让观
众感到审美疲劳。需要意识到的
是，父母形象从无私奉献默默付出
的大善走向自私自利，咄咄逼人的
大恶都是对角色塑造的标签化。而
大善大恶这两种人物性格都是以戏
剧张力为托底，通过强情节吸引观
众的角色固然可以收割一时的红
利，但因易于模仿，也相对难以成为
永恒的经典。

电视剧《人世间》中周家父母是
让人心头一颤的角色。在闹猛的叙
事里，他们不动声色、不紧不慢，淡

化了戏剧张力，调和了烈火烹油，却
丝毫不显乏味寡淡，反而以平静的
力量抵达生活的本质，是寻常人家
父母会有的样子。

火候恰到好处。在对父母类角
色的塑造中，这种克制颇为难得。
其中固然有老艺术家对表演的精准
拿捏，也有年代剧本身的厚重感对
角色的反哺，但尤见功力的是戏剧
张力在剧情中的分寸感。分寸感是
无需用跌宕起伏的剧情过度掌控观
众的情绪，也不会因生活流的叙事
节奏而折损艺术感染力。剧中周家
父母的相濡以沫铺垫在绵密的细节
里，观众在不知不觉中代入，习惯了
他们的温情脉脉，以至于到同日离
世那场戏，极具戏剧化的情节，却将
观众的情绪合乎逻辑地推向顶点。
戏剧张力藏在叙事中积蓄起惊涛骇
浪的力量，在迸发的一刻，足以让人
泪流满面又回味无穷。

当然《人世间》中周家父母的角
色任务相对纯粹，无需承担推动剧
情的作用，加上年代剧的大历史框
架，人物线的复杂让戏剧张力有了
调节的空间。这些是角色塑造过程
中可遇而不可求的客观条件。无可
否认的是，当前家庭剧对百姓生活
的描摹大抵是热气腾腾的。家庭关
系埋伏着种种矛盾和纠葛，通过内
因外力，生出种种大悲大喜的情
节。日常的琐碎在戏剧张力的作用
下便成了汹涌如涛，父母的角色也
涂上浓墨重彩。

快一步、慢一拍都是生活。
日本导演是枝裕和镜头下的家

长里短就与戏剧性缘分颇浅。他无
意在一段家庭关系中制造更多的矛
盾和纠葛，无意用戏剧冲突推动剧
情，他的高明在于对细节的巧妙设
置。在《步履不停》里，一向乐观的
母亲魔怔般地用双手去拢一只飞进
家里的黄色蝴蝶，“冬天没有死亡的
蝴蝶，在来年就会变成黄色”，她相
信这是因为救人而在大海溺亡的长
子——纵然他已死去十多年，母亲
心中的伤痛依然没有抚平。睹物思
人是生活的本真，这一幕，没有太强
的戏剧性却让人泫然泪下。当然淡
化戏剧性不是放弃戏剧张力，《如父
如子》中两家孩子出生时在医院被
抱错，《比海更深》中落魄的小说家
事业惨淡，遭家人嫌弃，还默默跟踪
妻儿……戏剧张力以一种内敛的方
式藏在故事中。静水流深，是枝裕
和用这种方式克制了过于激烈的场
景带给观众的视觉冲击，家庭的羁
绊让观众温情脉脉，对于电影中那
些底层边缘的、不成器的人物恨不
起来。

恨不起来，这是一种高级的情
感。真实的世界少有大善大恶之
人，多的是有缺陷的平凡人。父母
也是这些平凡人，有弱点、有情感羁
绊，在角色塑造的过程中，如何带给
我们不同层面的治愈，或许是这类
角色可以有的可能性。

据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