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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年年十十几几部部作作品品  拨拨开开““迷迷雾雾””是是创创新新

　　对于市场来说，这部作品最重要的
“敲门砖”自然是冯小刚导演首次执导
悬疑短剧集，且主创团队中的摄影指导
赵小丁、美术指导王竞，曾分别荣获多
个奖项；演员方面，在《人世间》受到
观众喜爱的“蓉光CP”——— 宋佳、王
阳再度联手，更有张国立、徐帆、张嘉
益、黄轩等加盟，共同演绎这一场现实
与心理纠缠的故事。但如果放在更长的
时间轴来审视，你会发现剧集、电影创
作融合+大咖主创云集+社会现实+人性

拷问等元素，早已悄然成为迷雾剧场出
品的“标配”。
　　经过三年十十几几部作品培育，“迷
雾”作为类型剧剧场已经潜移默化升级
了犯罪悬疑这个曾经的小众化题材，不
仅持续输出《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
相》《谁是凶手》《平原上的摩西》等
高水准作品，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一流
的创作者愿意在这里创新和引领行业内
容，观众在这里可以期待足够多种样态
和可能性的作品。

姜广涛等配音演员涉刑事案件引发文娱界震荡

演员原声难得见 滥用配音何时休
  近日，吼浪工作室发布公告称，公司内外包括姜
广涛在内的多名配音演员涉嫌刑事案件，一时掀起热
议。原本小众“配音圈”的负面事件，却掀起文娱界
大片波澜。
  “塌房”的配音演员姜广涛、宋明、王雪和宋扬
四人业务范围不仅涵盖传统的译制片、动漫等类型，
更涉及大量影视剧作品，而这些作品可能会因此遭到
下架。令广大网友更为担忧的是当下部分演员，尤其
是青年“偶像”滥用配音的畸形创作生态。
　　配音演员原本是为译制片、广播剧、纪录片、动
漫游戏等类型而生，眼下却在影视界成为“香饽
饽”。台词，作为演员表演的本分，交由配音演员完
成的理由不尽相同。有的是为“藏拙”——— 演员演技
尚可但是台词“出戏”；有的是为“偷懒”——— 演员
不愿背台词全靠“1234567”蒙混过关；有的是为
“成本”——— 配音成本比现场收音低……

　　就拿电视剧《甄嬛传》来说，剧中女一号孙俪为
代表的多位主演演技精湛，使得一批角色深入人心。
然而，就是因为剧中多位主演启用知名演员配音，使
得剧集粉丝与配音演员拥趸，围绕角色塑造成功是谁
的“功劳”而争论不休。不少人也猜测，正因启用配
音，而令主演错失专业奖项——— 确实，当台词这一考
察演员的重要维度缺失，即便表演再精湛也难服众。
尽管主创事后声称，启用配音是为避免演员籍贯不
同，导致台词口音影响作品整体质感。可梳理各类成
功影视创作，有的是为了角色练习方言贴合角色的案
例，更遑论这部剧其实是基于普通话的影视作品，足
见当前演员台词功底已经成为当下影视界的“集体短
板”。
　　曾几何时，大量影视剧配音成了某些青年偶像能
力堪忧、急于捞金的“遮羞布”，尤其是仙侠剧、甜
宠剧更是滥用配音的“重灾区”。盘点参演演员可以

窥见个中原因。他们中不少人由偶像练习生转型、缺
乏系统专业的声台形表训练，全凭流量号召力“空
降”剧组。原本木讷糟糕的演技，全靠配音演员的台
词表现力为其“贴金”。有人统计，当下影视界不乏
出演十多部作品的当红演员“原声率”低于10%的荒
唐现象，难怪网友将他们讽为“演贝”。“员”字少
了口，以此批评其不但演技堪忧，连最基本的“开
口”都做不到。而个别演员偶开“金口”，原本平平
无奇的表现竟也成为营销号、粉丝无脑吹捧的“高光
时刻”，足见滥用配音已到了何种地步。
　　滥用配音与尬戏、抠图、文盲等问题一样，本质
上仍指向当前部分演员有失艺德、专业素养亟待提高
的根本问题。回头看，“塌房”者固然值得批判，但
我们更期待这一事件成为影视行业回归良性创作生
态、警醒更多演员锤炼自身基本功的转折点。
                 本报综合报道

《回响》热播，体现迷雾出品“标配”

今年的几部作品讲的并非只是悬疑

　　今年迷雾剧场回归的第一部作品
《回来的女儿》，就是非常有小镇生活
代入感的家庭+悬疑组合，不仅剧中
“廖穗芳”给人的印象堪比爬山的
“张东升”，“散装一家人”的家庭
关系更加耐人寻味。与此同时，真实
还原上世纪80年代岭南小镇中错综复
杂的人际关系，以及与罪案发生的隐
秘联系，这些漫不经心的“闲笔”同
样让人不寒而栗。
　　紧随其后上线的《平原上的摩
西》，6集迷你剧形态，更像是一部

超长电影，不疾不徐地展现出儿时青梅
竹马的一对年轻人在父辈的变故中走
散，重逢时却意识到彼此都曾是旧案的
参与者的过程。这部作品在描摹案件侦
办过程的同时，也跟随男主的视角探寻
少年成长和时代生活印记，给予人们一
种时代怀旧感。
　　这些作品并非只是用“不断反转”
给观众带来强刺激，更重要的是它们通
过“悬疑”，以讲故事的方式来探讨情
感、人性和社会问题，使得剧集有了更
加向深度和广度开掘的潜力。

 因不断创新，迷雾剧场充满生命力

  爱奇艺的迷雾剧场至今即将走
过三年，从第一季惊艳亮相到如今
沉稳回归，它已经把自己培养成一
个充满生命力的大IP。这背后是剧
场不断进行的创新尝试。
　　影视制片行业本质上是一个内
容创新行业，然而创新不是一蹴
而就的，必然要几经波折才能找
到合适的方向。这三年来，迷雾
剧场始终不变的就是创新，把更
多的精力放在了以“悬疑”为主
线的不断尝试之中，从风格，

到题材，到叙事，到思想。
　　从迷雾剧场第一年爆款作品不断出
圈，到第三年《回响》等多部作品再开
创悬疑新思路，在“悬疑”这个大类型
下，没有一部剧的叙事模式和风格是完
全重复前者的，但是这些剧整体上又有
着鲜明的“迷雾”的风格烙印。从产品
的角度说，迷雾剧场作为一个IP，所有
的作品都实现了风格样式的“和而不
同”。拨开“迷雾”，透过“剧场”，
人们看到的，“悬疑”只是表象，创
新，才是本质。  据《北京青年报》

《回响》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