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16期



2019/05/26

演技真⼈秀熱潮　反思演員定義
陳盈璇 文  

2017年中國浙江衛視推出了⼀檔演技競技類真⼈秀節⽬《演員的誕⽣》，邀請了
章⼦怡、劉燁、宋丹丹三名實⼒派演員作為導師，每期節⽬邀請⾄少六位的演員
相互切磋演技，新型態的節⽬⽅式播出後隨即引起了廣⼤迴響。此後湖南衛視也
在2018年推出了考驗演員配⾳能⼒的《聲臨其境》，這些節⽬的出現不只給予了
演員⼀個讓觀眾重新看⾒⾃⼰、證明實⼒的舞台，更值得反思的是，真正的演員
應該是什麼？

純粹探討表演　為「演員」正名
《演員的誕⽣》這個節⽬邀請演員們同場切磋演技，不靠鏡頭運動與後製剪接，
演員們必須在限制時間內熟讀劇本後，直接站在舞台上表演，沒有鏡頭的保護，
與觀眾⾯對⾯，這不僅考驗演員的演技，還有抗壓性以及臨場反應⼒。畢竟在舞
台上，失誤就是失誤，沒有重新來過的機會。

秉持著嚴肅探討演技的宗旨，多數演員為證明⾃⾝演技來到這個舞台，有當紅的
新⽣代，也有資深的老戲骨，「台上⼀分鐘，台下⼗年功」，做了多少準備、扎
實與否，上了舞台，⾼下立⾒。這也是節⽬在⼀開始所強調的，在這個舞台上，
不分年齡、知名度與⾝份，只探討表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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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演員》（《演員的誕⽣第⼆季》）官⽅海報。（圖片來源／《我就是演
員》官⽅微博）

為什麼演員需要誕⽣？來到這個舞台上的表演者，不就已經是演員了嗎？對於演
員的定義，不只讓觀眾反思，也讓「演員」警惕與反省。俄國導演史坦尼斯拉夫
斯基在《演員的⾃我修養》⼀書中就有提及「演技是⼀⾨學問，⼀種藝術。」演
員絕非只是簡單的背台詞⽽已，如何讓⾃⼰相信⾓⾊本⾝、成為⾓⾊，並且讓觀
眾相信：你就是他（⾓⾊）。背後所牽扯到的學問包含⾃我意識、分析⼈物動機
等複雜的⼼理層⾯。因此，演員的誕⽣指的是對於「演員」這個職業的正名。演
員絕非只是鏡頭前的光鮮亮麗，因為那個叫做明星，不是演員。

聲⾳也是演技的⼀部份
此外，2018年湖南衛視推出了⼀檔與聲⾳有關的節⽬《聲臨其境》，以聲⾳為主
題（如：戀愛之聲、有腔調的聲⾳等），每集節⽬邀請相應適合的四位演員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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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考驗演員對於聲⾳的塑造能⼒。在⼀開始，四位演員待在另⼀間配⾳間，除
了表演當下，聲⾳都會經過變聲器處理，因此觀眾無法看到演員們的⻑相，⽬的
就是希望⼤家可以只關注在「聲⾳」本⾝，⽽不是因為這個演員是「誰」。

韓雪在《聲臨其境》總冠軍賽中⼀⼈分飾八⾓。（圖片來源／截圖
⾃YouTube）

與《演員的誕⽣》不同的是，《聲臨其境》只專注於探討「聲⾳」本⾝。評論演
員演技的同時，很多⼈會忽略了其實聲⾳也是演技的⼀部份，是否成功地與⾓⾊
⼆合為⼀，就看⼀開⼝是否可以說服觀眾，好的聲⾳讓⾓⾊更加鮮活、打動⼈，
不適合的聲⾳則會使得表演的品質⼤打折扣。

其實有在觀看陸劇的⼈應該不難發現，多數的劇集都採⽤配⾳，⽽非採⽤原⾳。
採⽤配⾳的效果不⼀定會比原⾳差，但肯定會少了些臨場感，導致觀眾較難以入
戲，此外，若是不同演員使⽤同⼀個配⾳演員、同⼀個演員在不同戲中使⽤不同
的配⾳演員，那不免會讓觀眾有錯亂之感，甚⾄直接棄劇不看。使⽤原⾳當然是
最佳狀態，但這⼗分的考驗演員的台詞功底；若是原⾳不夠好，使⽤適切的配⾳
演員當然是錦上添花，但就不保證不會有上述的「出戲」問題出現，因此，問題
⼜回到了演員⾃⼰表演基本功的問題上了。

⿊箱與劇本　真實性遭受質疑
不過真⼈秀的劇本問題仍舊為⼈詬病，儘管演員當下的表演是與觀眾⾯對⾯的，
但是透過電視、網路播放的版本仍舊是經過電視台後製剪接的，導師的表情及⾔
語皆可以透過剪接移花接⽊，螢幕上所呈現的並非百分之百真實，以《演員的誕
⽣》為例，就曾發⽣過參賽者在節⽬中的表現⼗分⾃我與不尊重導師的問題，剪
輯故意凸顯衝突與⽭盾，甚⾄後來引發⼀連串⿊箱、不公正等問題，演員與電視
台各執⼀詞，觀眾霧裡看花，更有網友戲稱演員的誕⽣應該改名為《戲精的誕
⽣》。

雖然劇本的設置、剪接的操弄為⼈詬病，但不能否認的是，《聲臨其境》、《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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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誕⽣》兩檔節⽬的出現分別在2017和2018年掀起⾼度討論，將演員的表演
直接搬到檯⾯上評論，不只讓觀眾重新審視演員這個職業，也讓演員對⾃⼰職業
本⾝有所反思。

顏值還是演值　流量時代消退
這些探討演員演技、台詞的節⽬出現，其實也反映出現階段演藝圈的問題：市場
浮躁。無論是中國還是台灣，製片商為求⾼速回收成本，多啟⽤具有⼤量粉絲的
「流量明星」為主演，顏值與粉絲數成為第⼀優先考量，演技則居次位，甚⾄成
為更不重要的標準。憑藉流量明星的加持，對於劇本的選擇也不如以往嚴謹，因
為無論劇本好壞，都有粉絲買帳，這種苟且、僥倖的現象更直接導致了整體戲劇
品質的下降，以及觀眾對於「演員」印象的破滅。但是這種偶像經濟的戲劇營銷
⽅式真的能夠⻑久嗎？

近幾年來⼝碑、收視優良的戲劇，無論是台灣的《我們與惡的距離》、植劇場系
列，或者是中國的《⼈⺠的名義》、《⽩夜追兇》等，沒有流量、偶像明星的加
持，都是以劇情的⾼潮迭起、演員的精湛演技獲得讚譽，那些主打演員流量的電
視劇，儘管收視率不差、討論度不低，但卻容易如過眼雲煙，無法留存於觀眾⼼
中。

好演員的春天來了嗎？
《我就是演員》（《演員的誕⽣》第⼆季）中的導師徐崢⼀直在節⽬中強調：
「好演員的春天到了！」很多低調有實⼒的演員因為外型限制、缺乏舞台展現等
原因，無法被⼤眾熟知，透過這些競技真⼈秀節⽬，讓觀眾看⾒他們，並且讓觀
眾知道，表演的好壞，無關外表，只要可以打動⼈⼼的，都是好表演。

《我就是演員》導師徐崢。（圖片來源／截圖⾃YouTube）

好演員的春天真的來了嗎？這個我們並無法確定，但可以知道的是，這些真⼈秀
的出現，已經成功引起⼤眾對於演員、演技、表演的重新審視，作為⼀名真正的
演員，只需要繼續打磨⾃⼰的演技，不愧對於⾃⼰的表演及觀眾，不愧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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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只需要繼續打磨⾃⼰的演技，不愧對於⾃⼰的表演及觀眾，不愧對於⾃⼰
⾝為演員，相信春天，就在不遠處。

演員任素汐和王陽憑藉扎實演技獲得導師、觀眾認可。（圖片來源／《我
就是演員》官⽅微博）

      

延伸閱讀



 記者 陳盈璇

編輯 汪彥彤 

新⼈稀缺　台劇演員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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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劇出現　展演新平台？

那些年偶像劇的主演們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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