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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令》热播期间，鞠婧的半
永久妆容不再是最热门的话题，客串
的郑合惠子却站在了风口浪尖。谁也
想不到，凭借短短两集的戏份 ，这个
过去默默无闻的女演员，连续盘踞社
交平台热搜榜，有大把观众等着她进
阶主角。

于是难免有粉丝打抱不平：配角
上桌抢关注，是不是过分了？

用 “抢番位 ”之类的饭圈逻辑思
考，排序在后的演员突然夺了主角的
风头，当然是“没有认清自己的位置”
的“不安分”；但如果回到演员的本质
推想，这原本就是一个凭本事吃饭的
工种———演得好的被认可，演得不好
就被批评，才是再正常不过的道理。

或者可以说，演员想要在观众心
中留下姓名，靠的从来不是 “领衔主
演”之类的名头。过去太多作品已经
证明，出彩的造型也好 ，有趣的人设
也罢，能被记住的往往是那难以忘怀
的惊鸿一瞥。无论是早年《武林外史》
的白飞飞，或是后来《伪装者》的于曼
丽，乃至于在《我的人间烟火》中人气
飞升的孟宴臣，影响力 、表现力超越
主角的配角早就数不胜数。与其说是
出演配角的演员“不识好歹”，不如说
是他们恰到好处地完成了自己的工

作，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认可。
有意思的是 ， 回过头看 《花间

令》， 郑合惠子的表演只能说得上是
七八分的正常水准 。 这并非有意打
压， 而是在这样平平无奇的作品中，
要谈所谓表演空间多少有些痴人说

梦。郑合惠子之所以被抬到了现在的
位置，很大程度也出于观众的逆反心
理———一看到两位女演员同框演戏，
观众就不自觉地先给 “半永久妆容”
的那一位打了低分。毕竟如果连妆造
都做不到匹配人物的状态，谈何塑造
人物？

观众的这份心态并不客观，但支
持“配角上桌”，本就是因为观众厌烦
了只看人气与流量的选角思维，厌烦
了剧组上下一起糊弄的拍摄模式。正
如演员们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老话 ，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谁对得
起自己的工作、 对得起观众的期许，
谁就值得上桌，赢得掌声。

事实上，“上桌” 之后会怎样，又
是一个更为残酷的问题。 不可否认，
许多演员的演技在处理故事线相对

简单的配角时是“够用”的，但遇上层
次更为丰富、情绪要求更加复杂的角
色时， 他们是不是还能游刃有余，仍
是未知数 。 我们甚至能够轻易地数
出，少数“上桌”后的演员，后来交出
的答卷一份不如一份，最灵动的表现
居然全是当年演配角时留下的。

马伊?曾在一档节目中说 ，“要
成为一个好演员 ， 要站稳自己的脚
跟， 至少需要三部以上的代表作。但
是要砸烂自己的牌子，只需要一部作
品。”就拿这话送给期待“上桌 ”的演
员吧。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早闻狄声

上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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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看了一篇名为《马诺
代价》 的文章，看完之后我还是蛮唏
嘘的。文中提到了很多人名比如干露
露、芙蓉姐姐等等，当然也包括马诺。
因为之前工作的关系，这些当年的网
络红人我都采访过，现在想起来还真
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昔日的市
井喧嚣变成赛博朋克背景下的废土，
除了马诺，因为家暴遭遇而重新走进
公众视线的“宝马女”，其他人在干什
么，过得怎么样，就无从知晓，我在写
这些文字之前，也没有想到去查一下
蛛丝马迹，就让记忆停留在那个荒诞
的年代吧。

说真的， 在我采访她们的时候，
还没有诞生“low”这样精准、简明扼
要的定性词。那时候只知道她们是一
种横空出世的现象，大家在论坛贴吧

还有 MSN 上交流着关于她们的奇
葩事件。 我隐约是感觉，一些新鲜的
东西出来了，就好像带着咸味的海风
吹过来。

不管活到现在的人们怎么评价

当年这些过气的网红。 我坚持认为，
这些长得并不精致的女孩子是有生

命力的，是生动的，是我们内娱曾经
活跃过的“芭比”。我依然记得芙蓉姐
姐在采访时，提到 S 型，就马上站起
来，毫不扭捏地摆出来造型，精神状
态干净利落，她当然知道我和摄影在
礼貌而不失尴尬地微笑。有什么关系
呢？ 她的目的很简单，让越来越多的
人认识自己，喜不喜欢是第二层级需
要考虑的问题，用今天互联网的黑话
说就是先击穿“冻土人群”，先成为
文化现象再说。 或许，是当时的氛围

给予了我们这样空前自信（盲目）的
勇气吧， 我们认为自己是可以获得
物质、事业、视野甚至于亲密关系，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路径和方

法。 在道德底线之上，很多人都努力
攀爬，呼哧带喘、面红耳赤、肾上腺
素爆棚。

我看到“人物”杂志上用到马诺
当年上“非诚勿扰”的照片，好感动，
是有健康肤色的鲜活，是当下很多网
红脸没有的状态。即便当年我们也试
图制造话题，挑衅她们去回应“拜金”
的争议，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当年对
于物质直白的追求，本身也是整个时
代精神的折射，我们是要允许艳阳也
是有黑子的。

想起来电影《芭比》始终没有解
决的问题就是，知行合一，如果你要

独立， 为何还是要回归男权思维缔
造的秩序里，还不如像周处一样，把
这个精致、体面、粉红的梦幻家园给
击破呢。 在当年的网红身上，我看到
了一种发自内心要为自己活， 让自
己好受，不信“过犹不及”这种传统
话术的生猛力量。 尽管对于收益的
渴求是殊途同归， 但是当年内娱的
芭比们真实地摇晃过公众相对固化

的价值观， 跌落出不少带声响的思
考， 而今天的网红因为足够多足够
齐整，迎合着最大众的价值观，共同
塑造成一个耸立、乏味的塑胶巨物，
避无可避。

钱眼识人
内娱曾经有这样的芭比� �

《史密斯夫妇》翻拍剧版的消息
传来时， 第一时间收获的反应多为
负面。 因为布拉德·皮特与安吉丽
娜·朱莉是白月光，戏里戏外的化学
反应，更是天缘巧合，几无复制的可
能。 翻拍似乎只能剑走偏锋，一位
黑人与一位亚裔，进入一段神秘组
织的包办婚姻，观众可讨论的议题
陡然增多，火力一分散，不易被一枪
击毙。

情场如战场， 反之亦然，《史密
斯夫妇》主打的就是二者兼收，当然
更重要的是把一对男女放诸最极端

的情境当中， 由此探讨一段亲密关
系如何发生，如何持续，临到末路是
否退无可退。 所以战场硝烟只是烟
幕弹， 他们那点三脚猫功夫也实在
有愧于间谍身份， 倒是互掐时才能
彻底爆发威力。 其实这也是自希区

柯克同名电影到 2005 年电影版的
题旨所在，“夫妇”二字力有千钧，值
得拿一生去琢磨， 至于是史密斯还
是克莱默夫妇， 关系不大。 有趣的
是， 他们只是众多史密斯夫妇中的
一对，这一对任务失败了，下一对继
续顶上， 自然会有一对资深的史密
斯夫妇来干掉他们， 也在暗示史密
斯夫妇无处不在， 就是芸芸众生里
的你我。

假扮夫妻的戏码至今已觉不新

鲜，更妙的是，假扮是双重假扮，表
面上是间谍假扮夫妻， 还有一层假
扮更重要， 就是本真的那个我去假
扮间谍。 说到底间谍只是一种打工
人设定，一旦没有任务，卸妆之后，
讨论早餐、养猫、瑜伽这些生活小节
时，才是两个活生生的人直见心性。
这更要命， 不以上司命令与个人意

志为转移， 当一个温柔妈宝与一个
反社会人格相遇，必定处处摩擦。 个
人情绪又难免带到工作当中， 于是
险象环生，让他们遍体鳞伤，这也是
心灵创伤的极致外化。

国产影视剧里的假扮夫妻不乏

经典。 徐皓峰曾说电影《永不消逝的
电波》里的感情戏份已被删减过，遗
憾无缘得见，还好后来被《潜伏》里
的余则成与翠平续写。 武侠片 《剑
雨》里的杨紫琼与郑雨盛，也曾被誉
为中国版史密斯夫妇， 主打的还是
一个贫贱夫妻不相忘， 带有适合国
人审美的人间情味。 至于现实娱乐
圈里那些经常上热搜的夫妇， 不照
常理出牌， 在对方雷区里大跳踢踏
舞， 也难说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个剧
本在支撑。 剧版《史密斯夫妇》的二
位，对外身份是软件工程师，或许也

有某种隐喻， 如果以庄周梦蝶的逻
辑来看，很难说整部剧里的这两人，
究竟是真有间谍任务， 还是一对科
技精英在网络世界里玩某个角色扮

演游戏。
无论如何 ， 史密斯夫妇的诞

生 ，是因为被大数据选中 ，速配本
身有其偶然性， 更有其合理性，因
为是综合双方生辰八字 、 出身背
景、兴趣爱好等所有因素得出的一
个科学结论， 于千万人之中选择，
是命中注定我爱你。 打打闹闹，不
过是剥去彼此层层外壳，直至最终
放下所有伪装与尊严，大声说出那
句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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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看剑
千万个史密斯夫妇� �

茹斯汀·特里耶编剧导演的电
影《坠落的审判》，于 3 月 29 日在内
地上映，在这之前，这部电影已经获
得第 76 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以
及第 96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
提名，加上茹斯汀·特里耶是女性影
人，电影也是女性题材，因此引起极
大关注。

更有趣的是，在正式上映前的 3
月 24 日，这部电影在北京大学举办
了中国首映礼，导演茹斯汀·特里耶
来到现场，与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
董强对谈， 因为主持人和对谈嘉宾
的表现和他们现场的言论引起了争

议， 并且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大讨
论，这部本来算是小众的电影，因此
出圈了，主持人和嘉宾获得了“上春
山”级别的待遇，不但现场言论、微
表情和动作被反复分析， 甚至主持
人的个人履历和私人生活也被挖了

出来， 作为他现场表现的佐证。 当
然，《坠落的审判》 最终的票房和接
受程度还有待验证， 但这一场戏外
戏演下来， 不但电影的关注度被大
幅度提高了，电影的主题，似乎也得
到了验证。

《坠落的审判》 的故事并不复
杂 ，欧洲的某个山区 ，一幢祖传的
木屋里， 桑德拉和萨穆埃尔夫妇，

和他们的儿子丹尼尔生活在这里，
冬季的一天，桑德拉在木屋附近散
心，再回来时，丈夫已经坠楼身亡。
鉴于现场只有他们三个人，而丹尼
尔有视力障碍，不能为现场的状况
提供太多说明，而萨穆埃尔身上的
伤痕 ，可以被视为坠楼所致 ，也不
排除是外力伤害所致 ，所以 ，萨穆
埃尔的身亡就被警方当做是命案

来进行调查。 一年后， 案子上了法
庭 ，儿子丹尼尔来到现场 ，要亲耳
聆听审判。

这个故事， 其实很像欧美常见
的那种荒野大屋恐怖片， 一家人生
活在远离尘嚣的大屋子里，突然，意
外发生， 从人到鬼， 都摆脱不了嫌
疑。 这类故事的扣人心弦之处就在
于，它必须要用很少的人物，铺排出
复杂的人物关系线， 和复杂的心理
状态，以及无限的可能性。 而且，在
故事里至少要有一个关键的、 致命
的，在其它的故事里很少见的反转。
这类故事的美感和吸引力， 就来自
这种稀薄的人物关系，稀薄的情节，
和稀薄之中复杂的可能性。

《坠落的审判》在这样一个故事
类型的基础上， 加入了性别方向的
思考，以及更为复杂的人生况味。 男
女主人公都是创意工作者， 以写作

为生，一个创作力旺盛，另一个创作
力枯竭，心力和体力都日渐衰弱，强
弱平衡被打破了，两个人的关系，因
此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就像茹斯汀·
特里耶在接受《鲤》的采访的时候说
的：“有时候， 如果一个女人拥有力
量，又是个艺术家，就不可避免地会
显得强势。 因为一个女人要到达那
种高度太困难了。 女人到达权力位
置的时候有可能会过度补偿， 有可
能表现得过于强势， 因为她走到这
一步太困难了。 ”就是说，女性因为
难得强势 ，一路披荆斩棘 ，所以她
一旦得到机会，可能会表现得更为
强势。

他们的关系，因此就出现了令
人不安的因素，开始有风险埋伏其
中了，“刀剑里藏凶，人心里何尝不
是”。 就像所有的“荒野大屋”故事
一样， 两个人的关系一旦腐坏了，
就变得异常凶险，而且未必善恶有
报 、彰显正义 ，因为能进入他们生
活的人太少了，幸存者成为唯一的
当事人，也是唯一的证人，TA 说什
么就是什么，TA 只要能自圆其说，
人们就得相信 TA 给出的答案。 这
也是所有的两个人的故事最可怖

的地方，也是“家庭故事”最可怖的
地方 ，即便你我再不情愿 ，也得听

那个幸存者给出的答案，死去的人
得任由活着的人去讲述、 去塑造，
真相也必须朝着向幸存者有利的

方向靠拢。 《坠落的审判》故事结束
时 ，审判有了结果 ，看起来有个结
果了， 但其实茹斯汀·特里耶并没
有给出真正的结论和答案。 我们也
无从判断，女主人公桑德拉到底是
不是凶手。

这是《坠落的审判》比那些“荒
野大屋”电影高级、复杂的地方，也
是让它从这种故事类型里跳出来，
以小博大的原因， 但也是它让我不
满足的地方。 这几年看到的电影，哪
怕是还比较喜欢的，也都是空、虚、
软、白、碎。 看这种电影是需要自己
用情绪和经验去填补的， 所以看完
这些电影， 总觉得它从我这里拿走
了什么。 而以前的电影总是大、强、
浓、 密， 看这种电影是它给了我什
么。 很怀念被给予而不是被拿走的
文艺时代。 《坠落的审判》也是如此，
让我更加怀念那些以家庭、 室内关
系为主线，但却深邃迷人，令人惊骇
的电影。

花言峭语
三个人和一座大屋的故事也可以很复杂� �

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