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鲜肉”在娱乐圈中是指年轻、帅气的偶像艺人，也是粉丝
多的明星群体。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小鲜肉”在圈内掀起的非
议持续不断，关于部分年轻演员高片酬、演技差、耍大牌的抱怨不
绝于耳。近日，这一人群更是被推向风口浪尖——— 在2017中国电视
剧导演上海论坛上，一众知名导演对这一群体表达了不满；而宋
丹丹、陈道明等也指出“小鲜肉”存在的种种问题；此外，一篇由知
名编剧宋方金“卧底”横店发回的实录，不仅迅速创下了“十万+”
的阅读量，也再次刷新了人们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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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电影审查：
一部片10人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
产业促进法》3月1日正式实
施之际，央视《共同关注》特
别节目《行走长安街》对话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
局长张宏森。在这期节目中，
张宏森亲自“客串”解说员，
向观众介绍了神秘的电影局
审片室、接待室甚至包括他
本人的局长办公室，同时也
透露，审查一部片子至少需
要10人，能达到2/3同意票数
方可通过。

意见不一致电影

要进行二次审查

据张宏森介绍，电影局
日常的审片室就位于总局办
公楼内。他把审片室比作“中
国电影和外国进口的电影走
向市场、走向观众的最后一
道门”。

从画面可以看出，审片
室并不是很大的一个厅。但
张宏森介绍，这个主体放映
室，可以审查各种技术规格、
各种技术版本的电影作品，
电影审查委员会平时主要就
在这里工作。

究竟有多少人参与一部
电影的审查呢？张宏森透露，
审查一部片子的电影审委会
委员一般不低于10个人。在
10个人的意见发生争执时，
以2/3的票数作为基本参照
标准，“如果发生严重争执，
审委会要展开讨论，展开二
次审查，最后取得共识。”与
此同时，张宏森强调：每一个
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不能以
个人的审美爱好作为评判一
部作品的尺度，而是要依法、
依规来进行审查。

少于5人的审查

是无效审查

张宏森介绍，电影审委
会成员不能少于5人，少于5
人的审查是无效审查；明确
了我们行政许可的时限是30
天，30天之内必须要做出审
查通过与否的决定。

随着《电影产业促进法》
的实施，为了进一步简政放
权，电影局同时取消了三个
证：第一是电影摄制的长期
许可证；第二个是电影摄制
的单片许可证；第三个是内
部的审查证件，即电影技术
审查的合格证。三证全部取
消后，电影局统一用电影工
业许可证作为唯一的许可凭
证。据了解，这一许可证由出
品方向电影局制片处申请，
没有获得电影工业许可证的
电影，严禁上映、参赛、参展
等等。张宏森介绍，电影局制
片处的任务非常重，“重到什
么程度呢？他们去年梳理了
5000多部故事影片的备案。
最忙的时候，他们的电话每
一分钟响一次。” 据央视网

面具先生：
有网友曾发文称，

某“小鲜肉”拍戏，留给剧
组的时间特别紧，剧组被

逼急了，用真人倒模，定做
了两张人皮面具，除了近景，
全部用替身拍!女演员宋佳在
评论中调侃：“最后发现比真
人演得还好。”

1234数字小姐：
金星曾在节目中爆料

娱乐圈有一位“数字小
姐”，她在演戏时，不

记台词，只念数字：
“1234567……”

抠像演员：
“抠像”一词的走

红，源于电视剧《孤芳不
自赏》。当时有网友曝光该
剧主演只在剧组出现了几
天，只能用替身;有些场景是
演员在绿幕前完成，由后期
特效合成，即“抠像”拍摄。

人肉提词：
知名导演赖声川曾愤

怒表示：“个别年轻演员，
要求在别的演员身上贴
台词，这样他就可以
照着念，根本不背
台词。”

王琦

那些流传
在圈中的“神演技”

只打小鲜肉
的脸是不够的
□韩浩月

最早让小鲜肉被行业内人
士放到舆论之火上正反面来回

烤的缘由，就是小鲜肉们
的片酬之高已经超出了
人们的想象，这个话题
恐怕已经有两三年之
久了吧。这个时候，批
评小鲜肉，已经成为
一种政治正确。一方
面这些都是不可辩驳

的事实，另一方面又不
是“全部的真相”，小鲜肉
们囿于能力和资历，似乎
也无话可说。

年轻浮躁的当红艺
人自然是可以批评的，
尤其是滥用替身、抠像
演出、攀比身价等行
为，怎么批都不为过。
但 有 一 点 值 得 商
榷——— 他们的高额片
酬如果是通过谈判得
来的，这就意味着符合
市场议价原则，存在一
定的合理性。

在公共平台上骂一骂
是好的，但牵扯到自己要签
约小鲜肉时，立马就想到了

电视台买片、单集价格、广告
植入等收益。所以，影视行业乱
象的黑锅，不能只让小鲜肉来
背。掌握娱乐圈话语权的老板
们，才是真正制造行业乱象的黑
手。但他们仍会在各种行业论坛
上夸夸而谈，甚至言行不一，一
边骂小鲜肉，一边争夺小鲜肉。

每个行业、每个领域，都有
乱象存在。只不过多数传统行业
与领域，可以通过法律、行规来
进行约束，在管理上相对有章可
循。但娱乐业本身的特质是活
跃、多变、隐性的，常在混乱中才
能发现财路。

影视行业的混乱无序导致
佳作难出，直接的受害者就是观
众。而我们也无法指望观众来改
变一个行业。在变形娱乐观的长
期冲刷下，不少观众已经习惯了
在垃圾中寻找美味。从这个层面
来说，恰恰也是观众对小鲜肉的
无原则追捧，构成了制作公司不
愿意放弃小鲜肉的最强大理由。

影视行业乱象的形成，更像
是一场共谋。只打小鲜肉的脸是
不行的，该打的还有那些幕后推
手们——— 小鲜肉已经替你们挨
那么多耳光，你们也该表态了。

罪状一：片酬高达几千万

演员“天价片酬”问题，央视
曾专门报道，批评一些“小鲜肉”
片酬奇高，但“拍出来的东西却很
难看”。据悉，目前一些当红演员
的单部剧酬劳已经以“亿（人民
币）”计，某些剧组甚至出现一名
主演的片酬相当于整部剧投资
70%左右的情况。

2017中国电视剧导演上海论
坛上，有业内人士表示，去年拍
一部电视剧，想找一位当红的

“小鲜肉”，对方竟然开价一
千万元；现在这位“小鲜
肉”已经没有那么红了，
片酬大打折扣；据说这
还算便宜的，另一些当
红“小鲜肉”甚至开出
了 六 七 千 万 元 的 片
酬。

罪状二：比排场大

全国政协会议文艺
界小组讨论中，宋丹丹
发言表示：现在很多青
年演员一夜成名，要不
因为长得帅，要不会演
一点戏，一下子就有了
几千万粉丝，挣了很多
钱，“他们有名有钱，很
小就成为所谓的‘成功人
士’，其实他们有许多事
情不懂，没有人教他们怎么
做人。”

对于“小鲜肉”们的自我
膨胀，她举出拍戏时遇到的两种
现象，一是“小鲜肉”攀比化妆师
和助理人数。宋丹丹回忆，一次她
在外地拍戏，住的酒店来了很多
参加某电视台跨年晚会的明星，

“那些小孩子，你带4个助手，我带
6个，他带8个。另一种现象是，两
个演员一起拍戏时，都不愿比对
方早出现，甚至在停车场等着也
非要等对方先进去，“好像后进去
的人显得腕比较大”。

罪状三：额外要求多

高满堂编剧的《最后一张签
证》在选角时，原本投资方想找一
位“小鲜肉”，前前后后谈了半年，
最终因为对方越来越过分的要求
而惹怒了剧组。据知情人透露：

“一开始对方提出的高片酬让人
惊讶，但从市场考虑，我们接受
了。后面又提出了很多过分的要
求，比如化妆师、服装师要自己
带，自带人员的收费是剧组化妆
师、服装师的5倍，光服装师就要
200万元；还要求每天拍摄必须导
演先到一个小时，各种准备做好
之后，他才出现直接开拍。”最终
让剧组放弃的原因是，该“鲜肉”
压根没有打算好好演出角色，“对

方说档期只有65天，后面签了别
的戏。我们65天确实不够，而高满
堂老师和导演对于用替身也不能
接受，只好放弃了。”

罪状四：表情包表演

宋方金的文章中指出，仗着
俏脸和人气的“鲜肉”
们，往往在一个剧组
只给出15天的时
间来拍摄，所使
用的方法则是

所 谓
的“ 表 情 包
表演”，“表演各种
角度，各种表情，需要四五个环
境变化时，要不对着天拍，要不
对着大树，要不对着面墙，把他
的脸拍完，剩下的场景都由替身
完成。”

剧组为了赶工，一般也会分
成A、B、C等多组同时拍摄，就连
普通配角也都有替身，演员在其
他组时就让替身来演，“有一场
戏拍的是大全景，拍戏的三十多
个人，全部是替身，没有正身。”

罪状五：常请假参加活动

一部30到40集的剧，最少需
要拍摄半年。但A给剧组的档期
有限，最终利用技术与替身15天
就可以拍完。拍摄过程以求快为
主，现场全是“过过过”的声音。宋
方金提到，如今不光是“鲜肉”演
员在组的时间极少，演员们之间
也不多交流，没戏份时都外出接
综艺、跑通告，“过去谁拍戏时离

开剧组会让大家嗤之以
鼻，如今谁留在剧组反而成
了怪事。”

罪状六：替身大戏

从文替到武替，甚至是
“饭替”“摔替”，给A安排

好五六个替身
来 个 一 条
龙表演。

主演太忙的时候，一场戏30多个
人全是替身，所以如今观众看到
的基本就是部“替身大戏”。

关于“替身”，成龙前段时间
对媒体透露，有些演员不敬业，拍
打戏完全用替身，“他当自己是大
牌，拍两个镜头，大家都跟他说辛
苦了！他有什么辛苦？一点都不辛
苦！一大帮人前呼后拥，到现场化
个妆，打的动作替身都拍完了，他
只是来喘喘气……”

罪状七：工作态度不认真

演员何赛飞在某访谈节目里

也描述过她所遇到的“小鲜肉”：
“很多‘小鲜肉’——— 不是全部，很
多——— 功夫不下在怎么创造角色
上，而是下在抢衣服上。他们经常
迟到，连老演员也得在片场等他
们；对剧本时，他觉得自己的台词

太少，就说这一场不要了……”何
赛飞表示无法理解。 本报综合

从人人追到人人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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