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期变N集，综艺节目成了“注水”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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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风平浪静》正在

上映之中，这是章宇首次

挑大梁担任主角，他那有

意味的“眼神”穿透了无数

人，被观众形容为“如困兽

出笼般的爆裂”。

《风平浪静》以主人公

宋浩（章宇饰）的失控人生

展开，在命运的波澜下被迫

卷入一场凶案，从此身边的

人和事也逐步走向毁灭的

故事。章宇在《我不是药神》

《无名之辈》和《大象席地而

坐》中的表现，让《风平浪

静》制片人顿河和导演李宵

峰早早就认为章宇是扮演

宋浩的不二人选，事实证

明，章宇的表现不负众望。

像寓言中偷狐狸的男

孩

看《风平浪静》剧本

时，宋浩这个人物让章宇

想到了一则寓言，故事讲

的是有一个斯巴达的男

孩，他偷了一只狐狸，就藏

在他的衣服里面，这只狐

狸疯狂地啃咬他的肉，咬

他的胸。因为这只狐狸是

偷来的，男孩一言不发，一

直忍着，因为他不想暴露

自己偷窃的行为。

在章宇看来，寓言中

的男孩，跟宋浩在内核上

是一样的，“宋浩犯了一个

不可挽回的，不可弥补的

错。当初他选择了逃避，他

就一直在逃避这个事情，

那个东西一直在啃咬他，

但是他当初选择了把它藏

起来，所以他余生都会被

那个东西啃咬。”

章宇说宋浩这个角色

很让人心疼，这是他演过

的最苦、最惨的角色，却也

是最勇敢的角色。

宋浩的很多行为，章

宇认为不能简单地来评

价，“我觉得生命中很多选

择，其实很难用正确和错

误这种二元论来评判。我

很佩服宋浩，他能选择直

面自己的命运，我觉得这

个人物打动我的一个很关

键地方，是他一直被压着，

那么被动。他没有主动过，

就两次，一次决定跟潘晓

霜求婚，第二次就是最后

的挣脱，决定要挣开那个

捆住他的绳索。”

爱这个角色想演成一

个黑洞

导演李霄峰说章宇爱

这个角色，他为这个角色

付出了很多，“他倾尽了身

心，这是很痛苦的。我在接

受采访时说过‘天才都是

痛苦的’，我觉得章宇既是

情感的天才也是表演的天

才，就像他自己说的，他想

演成一个黑洞，就是所有

的光线照到他这里，全部

被淹没的状态。同时在细

节上他也完全成为这个人

物，像超市买奶粉那场戏，

我拍的时候都没有注意

到，他还是从货架最里边

拿奶粉（拿临近的生产日

期），我是在剪辑的时候才

看到这一幕，我说太感动

了，这就是好演员。”

监制黄渤也对章宇的

表现十分认可，“大家都有

目共睹，他是一个很不错

的演员。这次能稳得住，也

是他越来越成熟的一个表

现。表演不一定要那么努

着去表现，收敛也是一种

表现，收敛其实很高级。”

宋佳扮演的潘晓霜是

宋浩这个人物生命中遇到

的一道光，给他悲惨的人

生带来了快乐，章宇说和

宋佳从第一天围读剧本就

很默契，“这个东西可能真

是缘分，她演的潘晓霜，你

看过也知道，爱情段落是

里边非常抢眼的部分。宋

佳带来的那种生命力，无

疑是给这个电影加分的。

只有潘晓霜给他带来了那

个温度。你在前面没有看

他露出过一点明显的情

绪，只有潘晓霜来才激活

了他。不管是从拍摄过程，

还是从创作过程中的喜悦

度，确实也是演到跟潘晓

霜的戏的时候，心里边就

会舒服很多。”

生活中的自己很拧巴

《风平浪静》中，父亲

以爱为名掌控着宋浩，十

五年前失手杀人，宋浩的

每一天都在背着原罪生

活，后来才知道自己没有

杀死人，是父亲帮他补了

一刀，这个真相击垮了宋

浩……章宇说：“他对他父

亲，有畏惧、有尊敬，但是

当他看到了他父亲的人性

自私、伪善的那个东西，宋

浩对整个世界是绝望的。”

这种原生家庭对一个

人的影响，章宇认为是不

可逆的。在章宇看来，宋浩

身边围绕了那么多复杂的

人，可是宋浩一直是最简

单、最单纯的，“所以我说

他一直是少年，他没法长

大。他没有比当年离家出

走的时候更成熟。他只是

一直在折磨自己而已。”

戏中大家都是被命运

推着走，问及生活中的自

己，章宇说自己一直很拧

巴：“有时候拧得好有时拧

得不好，现在这个阶段，是

我走运的阶段，拧顺了一

阵。但实际上我也一直在

拧，即便现在，我也一直在

拧，我在做一些事情的选

择上面，在对剧本的要求

上面，其实有点偏执。我不

觉得这个好，我也试着让

自己再放松一点，有时候

自己一直珍视的事情，它

也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我

也试着，想把这个东西，看

得不要那么重，否则自己

的伤害和失望就会更大。”

（据《北京青年报》）

《风平浪静》中挑大梁 章宇：我一直很拧巴

一档选秀综艺总决赛

直播竟长达7小时，一期综

艺节目要分上下集，一组

明星下豪车镜头反复播三

遍……在影视剧走向短剧

快节奏、纷纷抛弃“注水

剧”的当下，这

一顽疾悄然“侵

入”荧屏综艺，

“注水”“催肥”

的节目令许多

观众望之生厌。

给 综 艺 节

目“注水”的举

动，是制播双方

在追求利润最

大化动机驱使

下形成的默契，

牺牲的则是综艺节目的艺

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专家指

出，在政策和市场积极引导

下，制播双方应拧紧综艺

“水龙头”，让文化娱乐功能

更充分地融入正向价值观。

“综N代”与“慢综艺”

成了重灾区

据《2020年Q2视频平

台综艺观察报告》数据显

示，今年第二季度综艺“上

新”总计 81 部，出现了《舞

蹈风暴 2》《乘风破浪的姐

姐》《这！就是街舞3》等“爆

款”节目。然而，当下一些

热播的综艺节目也出现了

不少杂音。

最近，一档自诩“中国

首档角色竞演真人秀”的

综艺节目第二季就“翻车”

了。针对某“流量小生型”

选手的去留问题，身为导

师的青年导演与资深前辈

公开互怼，“翻云覆雨双标

论”一时间甚嚣尘上。随

即，该综艺又被曝出选手

私下向导师请客送礼的

“内幕”。争议话题多次攀

上热搜榜的同时，观众却

对所谓“高水准”“强还原”

的真人秀大失所望，节目

口碑一路走低。其实，层出

不穷的“盘外招”只不过是

节目组的“障眼法”，企图

掩盖“注水”综艺的实质。

总体来看，“综 N 代”

是“注水”重灾区，顶着首

季高收视的光环，手握乏

善可陈的内容，拧开“水龙

头”便成了填充时长的便

捷手段。某偶像选秀综艺

第二季急剧膨胀，体量比

首季陡然增加

一倍至 23 期，

每期节目时长

几乎都超过了

两个小时，还

被分割成上下

集。而拖延拉

长的比赛进程

味同嚼蜡，对

专注舞台的观

众来说已成了

一种煎熬。“注

水”现象的另一多发地带是

近年走红的“慢综艺”。一档

以旅游探索为核心的综艺，

首期节目竟足不出户，嘉宾

们只是从酒店到餐厅做了

两轮游戏；其后的“一日游”

城市体验被硬生生剪成1.5

期。“慢综艺”呈现舒缓的生

活节奏，反映悠然的情绪和

心态，但不能成为“注水”稀

释、拖延节奏的借口。

“注水”手法大多难逃

“七宗罪”

精品综艺创作并不拘

泥于篇幅，判定“注水”的

标准也与时长、集数没有

必然联系，而应观其是否

符合艺术创作规律，作品

篇幅是否服从叙事需要。

细细数来，当下综艺节目

的“注水”花样繁多，堪称

“七宗罪”。

一曰，断章取义，制造

话题。有些明星真人秀为

填补“幕后故事”，通过恶

意剪辑拼凑，刻意营造嘉

宾之间冲突对立，以无休

止的争吵撕扯给无聊演

出增添话题度。二曰，碎片

剪辑，稀释内容。部分综艺

节目偏好将完整的嘉宾对

话切成碎片，通过后期剪

辑掺入拍摄花絮，注水稀

释破坏节奏。三曰，信息冗

余，同义反复。选秀综艺导

师每次抛出犀利金句，立

刻插播多位学员类似的

惊 讶 反 应 ，反 复 重 现 的

“ 表 情 包 ”惹 人 厌 烦 。四

曰，空降嘉宾，稀释本体。

聚焦中年女星组团出道

的热门综艺，近三个半小

时的“成团夜”请来 17 位

毫不相干的男嘉宾，喧宾

夺主的呈现方式让人大

失所望。五曰，拉长战线，

拖延时长。一档偶像选秀

综艺用大量真人秀 VCR

强拉时长，排名公布环节

耗费三个多小时，甚至出

现了直播观众尚在等结

果揭晓，节目赞助商已在

微博提前“剧透”的乌龙

事件。六曰，内容单薄，回

放来凑。某新综艺最末一

期号称“毕业典礼”，其实

是请几位嘉宾坐在小教

室里，重温 40 分钟的往期

节目剪辑回放，收官之作

顿成“烂尾”。七曰，广告

植入，用力过猛。节目组为

了照顾赞助商的曝光度，

从不同角度重播三回明星

下车的镜头，让嘉宾与观众

同时犯了“尴尬症”。

需用真诚创意和精良

制作回应时代

原创性匮乏、过度娱

乐化和题材同质化等问题

都是形成综艺“注水”现象

的症结。究其根本则是文

艺产品艺术属性与商品属

性之间产生了矛盾，不同

利益主体的博弈角力使创

作迷失了方向。

业内人士指出，“注

水”并非难以治愈的“绝

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

境下，许多制作机构或深

耕专业领域，或另辟蹊径，

在创新中寻找突破。比如

《舞蹈风暴》是一台顶尖舞

者“神仙打群架”的“宝藏”

综艺，每期节目100多分钟

塞满“干货”，牢牢占据同

时段收视冠军。但节目组

仍不断创新制播模式，充

分利用电视台与网络平台

联动资源，在 App 客户端

和官方微博推出精心剪辑

的“纯享版”短视频。海量

的拍摄素材化繁为简地浓

缩成一台节目，再化整为

零地拆分成数十个唯美的

舞蹈短节目，既满足观众

提升艺术品位的观赏需

要，又紧扣融媒体的传播

规律。

专家建议，在生活观

察类、选秀类、音乐类综艺

扎堆的当下，综艺节目制

作机构应珍惜创作空间，

努力开拓“银发综艺”“新

世代综艺”等新题材，积极

探索“竖屏综艺”“微综艺”

等新样态。创作者更应坚

守艺术追求、职业素养和

价值判断，以贴近生活、关

切现实的手法，传递时代

气息与人文关怀，提升综

艺节目的社会责任感，用

精品回应观众对节目品质

和深度的诉求。

（据《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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