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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三万里》火了。浪漫的

唐诗宇宙，配上美妙的国风动画，

让波澜壮阔的大唐兴衰跃然眼

前。电影上映之后，票房一路高

歌，网络评分高企，关于李白与高

适、唐诗与“安史之乱”等话题持续

在朋友圈引发热烈讨论。有人说，

“年少时囫囵吞枣吞下的诗句，却

在此时此刻击中了我。”

同一部作品，孩子们看到“我

会背诗”的欢乐层，青年人看到“职

场艰难”的共鸣层，中年人则看到

“历经沧海”的感悟层。同一个观

影大厅里，一边是孩子们懵懂地跟

读吟诵唐诗，一边是中年人被剧情

内涵打动而泪流满面，以至于不少

观众“吐槽”影院变身大型背诗现

场，倡议另设“亲子场”以提升观影

效果。总之，在这个暑假，几乎每

个中国人都知晓并爱着的李白，

通过一部动画穿越千年来到人们

身边，引发了新一波热潮。有人

从电影中看到青年李白的恣意潇

洒、狂放不羁，直呼“这就是我心

中的诗仙”；有人热衷于“考据

癖”，指出电影中一些剧情与史实

并不相符，人物设定与艺术手法

有瑕疵；有人失望于电影中李白

大腹便便、嗜酒如命，称剧中李白

“一点诗仙的气质都没有”……如

此种种，但电影尾声时李白站在

一叶扁舟之上，张开双臂喊出那

句经典的“轻舟已过万重山”，还

是击中了不少人的泪点。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

雷特，一千个人心中也有一千个李

白。评价虽有不同，但这次“李白

热”也从侧面印证了一个事实——

很久没有这样的一个中国传统文

化IP可以引发这样规模的全民热

议。在今天，更好地传承和推广传

统文化正成为时代要求，如何润物

无声地通过一个 IP载体得以实

现，《长安三万里》是一个值得点赞

的成功实践。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长安三

万里》的画风偏向于国画，又在人

物形象上侧重于“真实”“饱满”，不

仅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想象，也迎

合当今年轻人的口味。影片中的

《将进酒》片段，现实与想象流畅融

合，让人恣意游荡在九重天，言有

尽而意无穷，体现出了中国人独有

的“浪漫”。从不少媒体的报道以

及观众的评价来看，“文化自信”是

高频词。影片不止于塑造丰满的

李白或高适，更让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以更自信、更生动、更符合当代

传播规律的形式，走入千家万户。

只要诗在，长安就会在。李白

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不同的人有不

同看法也很正常，但只要太白诗篇

还在流传，李白就是一座文化丰

碑。以太白诗篇为代表的唐诗，是

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融

入了中华文明世代绵延的文化基

因之中，不可分割。当40多首唐

诗在屏幕上闪现，即便大唐盛世距

今已有千余年，但作为观众的我

们，深藏血脉里的密码立马被打

开，会被相似的情感触动，家国、天

下、乡愁……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是让我们中华民族得以心手相连、

生生不息的磅礴伟力。所以，《长

安三万里》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

通过艺术塑造，非常有亲和力地让

我们不分长幼，能一起回望大唐盛

世，回味唐诗之美、文化之美。

中华文明，星河璀璨。如何深

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

出更多的《长安三万里》，并助力这

样的作品走得更远、传播得更广，

是当代文艺工作者的新命题。正

如一句触动笔者的影评——“国漫

早就该作这一曲绚烂诗篇。”

影片持续的火热背后，还有一

个值得思考的话题，就是中国传统

文化IP如何“走出去”。国家文化

软实力，已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

重要着力点。中国有丰厚的历史、

优秀的文化，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

IP基础。期待我们不仅仅拥有“李

白IP”，也不仅仅拥有“唐诗IP”。

根植传统、立足当下、面向世界，让

璀璨的传统优秀文化IP活起来、

火起来，在海外用实力“圈粉”，应

是新使命。

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需要道，也要讲究术。打造更

多能引发热议的文化IP载体，依

然任重道远，尚需奔走“三万里”。

据新华每日电讯

打造更多《长安三万里》
尚需奔走“三万里”

近段时间，与电视剧《我的人间烟火》相关

的话题，热度最高的无疑是“小配角魏大勋碾

压主角杨洋”。这事儿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

理之中。

意料之外，是因为尽管科班演员出身，但

魏大勋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是一个常年混迹于

各类综艺节目的综艺咖，还是主打搞笑的那

种；论颜值，怎么可能跟“军艺校草”、偶像剧明

星相提并论，毕竟在万千粉丝心目中，“人生就

是在不同阶段反复爱上杨洋”；论戏份，魏大勋

在剧中所有出场时间加起来怕是连一集都不

到，演员表上注明是“特别出演”。

而魏大勋突然走红的情理之中呢，首先是

因为他饰演的角色人设讨喜。魏大勋在剧中

扮演的孟宴臣，对外是生人勿近的冷面霸总，

对内是爱而不得的深情义兄。说起来也是一

个非常脸谱化的设定，韩国偶像剧就非常擅长

塑造此类男二，可是架不住观众喜欢，所谓“男

主属于女主，男二属于观众”，对于这种角色，

演员只要正常发挥就行。

其实更重要的原因在“参照物”杨洋身

上。杨洋的演员生涯，是从在李少红版《红楼

梦》里出演贾宝玉开始的，几年后凭借电视剧

《微微一笑很倾城》扶摇直上成为顶流。但是

一直以来，大众对杨洋演技的质疑从来没有消

失过，直到此次随着《我的人间烟火》的播出似

乎达到顶峰，“自恋”“油腻”“端着”等批评的声

音汹涌而至，大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架势。

杨洋在表演上确实存在很大的局限和短

板。解放军艺术学院（现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

学院）舞蹈专业的背景，让他下意识地会在镜

头前“挺身板”和“起范儿”，再碰上《我的人间

烟火》里男主宋焰这种眼高于顶的角色设定，

看在路人眼里就是“天上地下我最帅，四海八

荒我最牛”。但是如果有演技好的对手带动

他，让他的关注点离开摄像机，他的表现就会

相对自然很多，这一点在《你是我的荣耀》里他

和王诗槐、潘粤明这样的演技派同框时就表现

得非常明显。

然而，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观众都能看出

问题的表演，为什么可以过关？

换句话说，演技不好，全是演员的问题吗？

有一条网友评论可以部分地回答这个问

题：“我也是很佩服导演，在同一部剧里出现杨

洋、王楚然（女主演）和魏大勋时，感觉三个人

在演三部剧。他是怎么做到的？”

虽然最终站在台前的是演员，但真正决定

表演质量的是导演和编剧。表演指导刘天池

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演员

是和导演共同完成创作的，他们在表演过程中

看不到自己，此时导演就是演员的镜子，来告

诉演员方向，调整演员状态，同时作出判断，把

演员演得更好的那条留下来。最能证明这一

点的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同一个演员在不同作

品里呈现出云泥之别的表演水准。

但为什么说这也只能“部分地”回答这个

问题呢？因为在今天的产业现状中，导演的话

语权也被一定程度地消解了。过去的常态，是

再大牌的演员站在导演面前心态也是弱势的，

会不断跟导演确认：我这条演得行吗？如今的

常态，则是在片场，导演需要哄着演员，尤其是

那些自带流量的演员。

杨洋此次“翻车”，有网友说，这是给流量

艺人敲响了警钟。只是正视流量的作用不等

于将一部作品完全押宝在流量身上。恰恰相

反，正因为很多流量艺人有着演技上的明显不

足，需要作品链上涉及到的每一个岗位都花更

多的精力去取长补短。然而我们看到，对于流

量的依赖已经成为今天影视行业某些制作和

出品方的惯性思维，在这种惯性思维的指挥

下，不仅流量的短板被忽视，剧本打磨、人物塑

造、情节设计等方面的短板也被忽视。

当网友吐槽杨洋“永远在重复演自己”时，

不妨再多问一句：是什么让他一而再再而三地

踏进同一条河流？ 据文汇报

近日，某热播剧的演员表引发

网友热议。其中，领衔主演、特别

主演、特邀主演、联合主演等各种

名目的主演令人眼花缭乱，好像这

个剧组里大部分稍有人气的演员

都成了主演。其实，这并不是个别

现象，近两年上线的剧集里经常出

现主演众多的情况，最多的一次甚

至有近60位主演，“全员主演”已

成为国产影视剧作品署名的常规

操作模式。网友戏称，如今影视剧

的演员表不是给观众看的，而是给

出演明星以及他们的粉丝和背后

的投资方看的。

出现“全员主演”的怪现象，与

影视生产制作受演艺明星、粉丝和

投资方过度影响有关。从某种意

义上说，“全员主演”是制片方为了

规避恶性炒作风险而采取的权宜

之策。透过表面看本质，“全员主

演”现象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当下

影视界存在的“咖位”文化：在部分

影视从业者心中，人气是衡量一个

演员能否担纲主演的主要标准，而

演技、人品、文化修养、对表演事业

的艺术追求、与角色的适配度等往

往退居次要。于是，在他们创作作

品或选择从艺道路时，偶像和明星

取代了演员和艺术家，商业逻辑取

代了艺术修养。似乎只有被贴上

主演的头衔成为主角，才是演艺生

涯成功的标志。显然，这种行业风

气背离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滋

长了浮躁功利的不良心态，不利于

演员专业素养和道德修养的提升，

更不利于培育新时代文化建设所

需要的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

精品力作。

与这种把“咖位”看得比作品

本身更重要的错误理念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当下影视行业还存在着

被一代又一代文艺家不断传承发

扬的“戏比天大”的优良传统，其核

心思想是任何角色和演员，都是为

了创作优秀的精品力作而存在

的。老艺术家牛犇从艺数十年很

少担纲主角。他饰演过村童、农

民、战士、牧民、工人等，有的甚至

只有一两个镜头。但他始终秉持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的理

念，不管戏多戏少都竭尽全力，认

真负责，在《红色娘子军》《牧马人》

《泉水叮咚》《老酒馆》等经典影视

作品中展示了精湛演技，给一代又

一代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去年去世的老艺术家蓝天野曾说

过，“演员不是从拿到剧本的那一

刻开始进入角色，而是决定做演员

的那一刻”。他是这么说的，也是

这么做的——饰演的人物里既有

《封神榜》中的姜子牙这种家喻户

晓的主要角色，也有《渴望》中王沪

生的父亲这样的配角，但无论担纲

哪种角色，他始终用敬业、勤奋的

精神克服着身体的局限，把“为人

民演出”的严肃创作态度融贯在每

一个角色、每一部戏中。

在中国影视史上，像牛犇、蓝

天野这样能把配角演成作品亮点

的艺术家还有很多，比如田华、秦

怡、祝希娟、吕中等。尽管这些老

戏骨风格不一，但都有一个共同特

点，就是从不喧宾夺主，把个人得

失凌驾于角色和作品之上，而是尽

心尽力演好每一个角色，即便是配

角，甚至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也认

真对待，为包括主角在内的其他角

色塑造和故事剧情讲述提供坚实

的艺术支撑，获得业界认可和观众

喜爱。

当然，我们不是在主角和配角

之间搞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

主张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只要是

凭借实力诠释角色、全情投入艺术

创作的演员都值得尊重，作品、行

业、社会应赋予他们应有的尊严和

地位。只有让德才兼备的好演员

得到应有的待遇，才能避免“全员

主演”这种怪现象。此外，要从根

本上扭转“咖位”文化的不良风气，

我们除了要在理顺产业发展机制、

规范行业竞争规则方面持续发力

外，还应通过加强各类行业协会的

自律功能和影视评奖机制的示范

功能，在行业中营造一种健康向

上、崇尚专业的文化氛围。特别是

要帮助年轻演员树立正确的名利

观和职业观，让他们明白脱离实绩

的“咖位”之争终究不能长久，与其

陷入意念中的“主演”情结不能自

拔，不如努力提升自己的表演实

力，尽心尽力演好每一个角色。因

为再伟大的演员，人气终将过去，

而他们演绎的不朽角色却能长存

人间。 据光明日报

电视剧“全员主演”之怪现象
□黄典林

角色不出彩
全是演员的错吗？

□林予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