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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的《演员的诞

生》所带起的表演类综艺

风潮持续至今，热度未见

减退。12 月 5 日，陈凯歌、

尔冬升、赵薇、郭敬明担任

导师的《演员请就位》第二

季落下帷幕。一周之后，由

李诚儒担任召集人，章子

怡任常驻导师的《我就是

演员》第三季接踵而至，于

12月12日播出。据不完全

统计，3年以来已经有至少

8档表演类综艺先后开播，

包括《演技派》《演员的品

格》等，影响力与争议并存

是它们的普遍形态。

让有实力的演员被看

见

从《演员的诞生》到

《我就是演员》第三季，这

八档表演类综艺参加的演

员少则十余位，多则六十

余位。节目里谈及参加表

演类综艺的初衷，他们提

及频率最高的词是“被看

见”。黄奕曾直言，她参加

《演员请就位》是想让观

众、导演和市场重新认识

全新的自己，“还能打，还

能演。”

《演员请就位》第二季

的制片人徐扬认为，所有

表演类的综艺节目，最核

心最基础的目的和价值，

就是让演员被看到，为此

不回避节目能产生话题和

声量。倪虹洁就表示，她以

前几个月甚至半年都收不

到剧组邀约，但《演员请就

位》第二季播出后，她一天

收到三个剧本，还都是以

前不敢想的重头戏份和强

大幕后团队。

孙阳在《过春天》中塑

造了一个拼命往上爬的底

层少年阿豪，但这部电影

的观众群体也相对小众。

他接受采访时坦言，《演员

请就位》播出后，感觉认识

自己的人变多了。“因为看

到节目里我的表现，他们

会愿意去了解我之前做过

什么事、演过什么作品。我

也多了不同渠道的曝光机

会。”

提供了行业内交流的

机会

“被看见”的诉求之外，

很多演员更看重通过参加

表演类综艺，能够向更高艺

术水平的前辈求教、得到他

们的指点，以及跟同行在专

业上切磋交流。胡杏儿就表

示，陈凯歌、尔冬升等几位

大导演是吸引她参加《演员

请就位》的一大动力。“不来

这个节目，很难跟他们有合

作的机会。通过节目，得到

他们的指教，是很幸运的事

情。”

大鹏注意到不仅普通

观众在看这类节目，演员

也在看，他们会讨论某个

表演好不好，以及怎样会

更好。“对演员来讲这是有

积极意义的。我们作为演

员，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可

能听到陈凯歌讲戏，更不

会同时有机会跟陈凯歌、

尔冬升、郭敬明等合作，但

在这个节目里却能实现。

就算没参加，也可以在节

目里看到他们导戏、点评，

对照自己是会有收获的。”

在他看来，普通观众看表

演类综艺，更多的是看热

闹、感受百花齐放的观点，

影视从业者从中一定能学

到业务上的东西。

“冲突”按照剧本演？

不可否认，表演类综

艺的出圈走红，跟节目里

不断涌现的戏剧性事件有

关——从《演员的诞生》章

子怡摔鞋，到《演员请就

位》第二季尔冬升中途离

场，以及李诚儒跟郭敬明、

陈凯歌之间的争执；从欧

阳娜娜“蚂蚁竞走了十年”

到陈宥维嚼口香糖式的哭

戏——节目中呈现出的好

的表演反而没有这样的话

题度。观众一边“吃瓜”追

热点一边质疑，这些热搜

“体质”的戏剧性事件，是

不是节目组写好的剧本？

徐扬表示，的确有观

众认为综艺都有剧本，而

实际上节目组没有办法把

每一句精彩对白给参与者

写好。做综艺节目更合理

也更有价值的方式，是建

立一套自洽且有延展性的

逻辑体系。在这一体系下

的不同阶段，都要给参与

者留有压力和动力，留有

失控的空间和不可预知的

悬念感。“节目里大家看到

的很多激烈的‘争吵’，比

如李诚儒老师和郭敬明导

演之间，其实都是因为节

目逻辑设定给予了大家表

达不同观点的空间。这是

剧本写不出来的。”

真实反映影视行业？

表演类综艺，或多或

少都展现了影视行业幕后

的一些内容，比如演员如

何准备表演，导演在现场

如何调度一场戏。这些都

会勾起观众的好奇心。《演

员的诞生》以来的8档演技

类综艺节目，有4档都定位

为“真人秀”，比如两季《演

员请就位》分别是“导演选

角真人秀”和“角色竞演真

人秀”，《演技派》是“年轻

演员片场生存真人秀”。

《演员请就位》第二季更是

一开场就对参与的40位演

员进行市场评级，S 级、A

级和B级的演员能获得的

资源有天壤之别。

不论是市场评级还是

真人秀，表演类综艺能够

反映真实的影视行业吗？

孙阳表示，《演员请就位》

第二季的确有种模拟“试

镜”的感觉，但和真实的试

镜并不相同。大鹏说，他现

实中作为导演选角，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有时候就

是灵光一现。比如《缝纫机

乐队》找女主，就是有一天

他在杂志上看到娜扎的照

片，觉得像极了剧本里那

个角色的样子。“一张照片

能说明她演技有多好？她

之前演过什么我都还不知

道呢，就是觉得她合适。事

实证明，她确实完成得很

好。”

表演类综艺里的赛制

设定，经常让观众感受到

影视行业的残酷。但在大

鹏看来，这样的“残酷”不

是真正的现实。“我想说，

能到节目里来的在行业里

都是幸运儿，比那些一直

默默无闻的演员幸运太多

了。节目已经尽量简单直

接地向观众还原，但依然

不是真实。”至于作为导演

是否会通过看这类综艺为

影视剧选角，大鹏称他不

会主动去找，但当节目影

响力足够，不得不被动看

到一些片段的时候，可能

会有收获。（据《新京报》）

表演类综艺助演员“再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