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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超越班》能拯救尴尬演技吗

■ 钟玲

高空飞行，穿越云端，看又飒又酷
的女飞行员，在男性云集的飞行界挑
战空中极限的女性奋斗故事，应该是
一种很热血的体验吧！

但，我觉得好虐！
由王凯、谭松韵主演的现代都市

励志剧《向风而行》正在热播中，虽说
是一部励志剧，可剧情过半了，我因追
剧而被命中的“内伤”还未能治愈。哪
怕男女主演都是我尚算喜欢的演员，
也令我没办法无视它的缺点——

人设，差！
聚焦民航职场的《向风而行》里，由

谭松韵饰演的女主角程霄，是一名以成
为女机长为目标的飞行员，剧情为她配
备了——过人的天赋、精湛的技术、超
凡的能力。原本，这样的女主角应该是

“人见人爱”，可是呢，程霄偏偏是那种
遇见了就想避而远之的女性角色。

简单地说，就是恃才傲物的程霄
在过半的剧情里，用不讨喜都不足以
形容她的角色设定，而是令人心生厌
恶。她的确刻苦、勤奋、拼命，但也有
自负、狂傲、鲁莽的缺点。她的自负程
度，是缺乏组织纪律性，以自我为中
心，日常性怼天怼地怼领导，以及觉得
自己“天下无敌”。具体表现为，男主
角顾南亭，从技术层面与她讨论在飞
行时她应当考虑的实际情况，她丝毫
不作反思就上一波直球怼说自己“我
没错！”；公司安排程霄转入客运部面
试时，程霄急于证明自己，当众叫板顾
南亭“我很优秀”；在澳洲参加集训，面
对顾南亭的严格训练与管理，仍是处
处怼他，“我很好！”……类似情境，《向
风而行》里有很多。

大概是为了强化矛盾冲突，让顾
南亭这样一个谦虚、严谨、一切以工作
为先的人，遇上程霄这样一个“火药
味”十足随时爆炸的员工，可是，编剧
大概忘却了，有个性不等于没礼貌，有
性格不等于非要成为“杠精本精”。

我当然同意，一个角色要既有血
肉也有灵魂，更有其多面性，可是，这
样一个总是目中无人、口出狂言、不知

分寸的女主角，着实让人喜欢不来！
职场，假！
国产剧里的职场戏，总是对其涉

及的职业缺乏深度理解，更经常罔顾
职场法则和职业精神给人一种悬浮
感，《向风而行》也不例外。

程霄是一个有七年飞行经验的货
运飞行员，但她做事莽撞冲动，情绪管理

能力差，一副“全世界老娘最牛”的态度，
总让人想问，你真的适合当民航飞行
员？你如何在飞行过程中保证旅客的安
全？没错，成长型女主角的确需要一个
转变和提升自己轨迹，但前期何必把她

“黑化”成一个职业素养堪忧的人呢？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空姐面试环

节，没有背景、身无长物、表现也不出

色的女主角闺蜜，只因面试官一句她
有亲和力，就被保驾护航进了入选名
单。让人不禁质疑，就不能写得合理
些吗？上帝的“金手指”如今也流行开
给女配了吗？

拒招女飞、蔑视下属、排除异己，
习惯性将女职员踩在脚下恨之成泥的
领导江部长，让人感到害怕与绝望。
如此“出尘绝世”的恶毒男配角，他的
小人行径，给人的感觉就是刻意制造
了一个凶险万分的职场。

一味地将女主角职场生涯设置得
“黑暗”无比，确实提高了她的挫折强
度和扩大了她的受虐范围，可纵然一
个女飞行员想成功，必然要承受许多
行业不成文的潜规则，但无来由地虐
却适得其反，这哪像一个真实的职场，
这完全是为了男女主角情感的交流而
设置的助攻王和工具人啊！

剧情，俗！
《向风而行》，于职场，是看冰与火

碰撞的飞行员师徒如何绝地反击？于
情感，是看“铁血上司”“魔鬼教员”如
何与桀骜不驯的女飞行员徒弟，从“敌
对势力”一步步变成“甜蜜情侣”，可是
剧中的种种情节与常规套路，已是人
们“800年前”就已看腻了的剧本。

大概是担心平平淡淡的剧情很难
吸引观众，于是剧中的男女主角又是以

“欢喜冤家”的方式相遇。不打不相识
的师徒二人，其实竟是从未见过面的房
东与租客，早在相遇之前就已靠网络神
交；相遇之初总是话不投机，当事人与
周边人的“有事不直说”导致顾南亭明
明是暖男一枚，却白白当了很久“背锅
侠”被误会良久；或许是觉得两个人的
爱情不够热闹，于是又编织了“三角恋”，
让顾南亭有个青梅竹马的爱慕者……

飞行员这个职业似乎“天生”热
血、自带光环，由中国香港 TVB 出品
的《冲上云霄》至今仍然是飞行员行业
剧的标杆之作，它有严谨的航飞部分
和拥有个人魅力的男女主角及各色人
物，有甜蜜的爱情和动人的友情与亲
情，以至于多年来都未被撼动经典之
作的地位。反观《向风而行》，实在不
够“燃”，把讨人厌当桀骜不驯——人

设拉胯；专业航飞领域没有深入了解
行业内情让人“涨知识”——职场悬
浮；古早模式的言情戏没有惊喜——
情感无趣。无论曾对飞行员有着多么
难以言说的情怀，也被这不够可爱的
女主角，不够真实的职场戏，不够新鲜
感的剧情，所劝退。《向风而行》在前半
场败掉的好感，纵使王凯饰演的男主
角顾南亭有一定的角色魅力，也无法
拯救。

但也不可否认，《向风而行》里有
反映现实生活真实的一面——

女性在职场中的种种劣势。
因性别歧视，因刻板印象，女性被

认为没有男性的工作能力强，职业分
隔上女性被认为不适合某种工作。剧
中，身为领导的江部长，从心底蔑视未
婚未育的女飞行员，在程霄从货运部
转场客运部的过程中，她两次三番被
他视为“弃子”。尽管有男女平等意识
的顾南亭保下了程霄，她也未能摆脱
被江部长莫名其妙地打压、针对的处
境，即使她的成绩格外出色。

而在戏外，真实的生活经历告诉我
们：女司机不管驾驶水平如何，一概被
认为是“马路杀手”；女飞行员在全国乃
至世界，都是凤毛麟角。更不要提，现
实中与程霄一样未婚未育的女性，在职
场被无情打压的遭遇，并不是特例。

能以女性视角，关注女性在职场
里无端接受的职场潜规则，以及女性
无法与男性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与尊
重，其投射出来的是现实社会中女性
面临的职场生态，且不仅仅是在民航
职场领域。这大概是这部原本根据一
本言情小说改编的励志剧里，唯一能
让人有所共情、有所思考的地方。

不够沉着冷静的女主角，如何对
抗歧视、打破偏见，如何通过成长证明
自己的过程，或许才是《向风而行》的
本意，可惜那些落了俗套的剧情，撑不
起它“远大的理想”。多想看到啊，以
飞行员这个特殊行业刻画女性职场困
境的《向风而行》，用程霄的蝶变之路
去力证“飞行能力和性别没有关系，只
和个人有关”，说到了，也做到了。

事实呢？理想丰满，效果骨感。

《向风而行》：言情剧里成长型女主角的蝶变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江平

■ 刘萌萌

“像《喀什古丽》这样
优秀的电影文化交流，将
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
此。相信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将把两国人民延续数
百年的历史、友谊和情谊
发扬光大。”近日，吉尔吉
斯斯坦国家议会社会政策
委员会主席维尼拉·卡雷
别科夫娜在电影《喀什古
丽》首映式上说。

当天，中国新疆题材
电影《喀什古丽》在吉尔
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
市举行首映仪式，来自中
吉两国的政府官员、媒体
人士及社会各界代表等
近300人通过线上线下方
式参加，这也是首部在吉
尔吉斯斯坦公映的中国
电影。

《喀什古丽》讲述了喀
什和深圳两位年轻人的爱
情故事。一位来自喀什的
姑娘袁雪在深圳与中学老
师梁鹏相识相知、互生爱
意，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这
对年轻人未能在第一时间
互表心意。直到分别后，
梁鹏才明白自己已深深爱
上那个善良又美丽的姑
娘，于是不顾家人反对，决
定飞往喀什，追回心爱的
姑娘，由此在充满历史底
蕴的喀什古城上演了一段
追爱之旅。此前，该片曾
亮相2022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配套
活动“多彩中华”民族电影展映，入选第
二届“三月三”民族电影展并荣获展映优
秀电影。

影片曾在国家5A级旅游景区喀什
古城、巴楚红海胡杨林景区、塔什库尔干
塔吉克自治县国际高原风情旅游目的
地、阿克陶县境内的慕士塔格峰，深圳莲
花山公园、荔枝公园、松岗中学等地取景
拍摄。其中，游客熟知的喀什古城“百年
茶馆”“空中花园”等多处旅游打卡地都
出现在片中。

在观看影片之后，吉尔吉斯斯坦第
一夫人阿依古尔·扎帕罗娃评价说，这
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电影，看完后让她想
起来很多故事，也产生了一种想到中国
新疆去旅游的冲动。

“《喀什古丽》是首部在吉尔吉斯斯
坦公映的中国电影，毫无疑问将推动深
化两国文化合作。通过这部影片，观众
可以了解到新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当代
生活。”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国大使杜德
文说。

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主任曹寅说，电
影是文化传承和文明互鉴的重要载
体。今年是中吉两国建交30周年，电影
《喀什古丽》将搭建一座文化交流的桥
梁，“让观众对喀什美景美食充满期待，
让更多的朋友更加直观地感受中国、了
解中国，增进两国之间友好合作，促进
民心相通。”

■ 雪林

最近，浙江卫视一档借鉴中国香
港TVB培训班模式的演艺真人秀《无限
超越班》，引发了网友热议。

导师阵容，可谓超级豪华：由成龙
担任召集人，尔冬升担任监制、辅导
员，惠英红、吴镇宇担任监制，佘诗曼
担任无限经理人。随便哪一个，都是
金牌导演、行业大咖、视帝、视后，个个
有响当当的作品傍身，不乏《金枝欲
孽》《冲上云霄》《使徒行者》《鹿鼎记》
等现象级爆款。这阵容首先就令人心
怀无限期待。

近几年，竞演类综艺如雨后春笋
层出不穷，《演员的诞生》《演员请就
位》《演技派》等综艺都获得了不错的
成绩。《无限超越班》与同类综艺的区
别，也是最大的看点在于——以职场
为框架，以情怀为内核，复刻TVB艺员
训练班师生教学的授业形式，要求青
年演员按照TVB规定，打卡上班、面试
竞岗，“以经典砥砺当下，前辈帮带后
辈”，传承艺德艺能，磨砺精进水准，努
力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提起TVB所开创的“无线艺员训练
班”模式，是威名远扬。中国香港影视史
的黄金时代，离不开它的持续“供血”。

1971年，一年一期的无线艺员训
练班启动，旨在以“自产自销”的模式，
为无线电视台培养功底扎实、水平过
硬的艺员。恐怕连电视台创始人邵逸
夫都想不到，这片“自留地”结出的累
累硕果，居然撑起了香港乃至整个华

人演艺圈的半壁江山。包括周润发、
吴孟达、任达华、汤镇业、苗侨伟、黄日
华、刘德华、梁朝伟、梁家辉、欧阳震
华、吴镇宇、刘青云、邓萃雯等，这些叱
咤香港影视业的人物，都出自无线艺
员训练班这个“造星工厂”。他们所代
表的香港演员职业形象，至今仍是一
个难以逾越的标杆。

《无限超越班》野心不小，它想要
做的，不只是致敬经典剧目，而是复刻
生产模式，让参与者实现脱胎换骨的
蜕变，超越无限。

一开始，节目就突出了强烈的职场
感。学员们要按时入职、打卡、坐班，在
各自的格子间里完成个人求职资料的
制作，并参加面试。迟到者受到导师的
严厉批评，落选者将无缘于节目的创
排。不管是否存在编排痕迹，确实有点
职场“优胜劣汰”的味道。

身经百战的导师们变身职场引路
人，将自己几十年摸爬滚打的经验倾
囊相授，并通过言传身教，不断向年轻
演员传递勤奋、谦逊、德行的精神——

成龙始终强调“先做人后做事”，
并亲自指导打戏，将平淡场景变成巧
思不断的出彩场面。“从不用替身”的
他说，武打演员不能只依赖替身，不能
连姿势都不会摆，要一点一点学，今天
多学一个转身，明天多做一个踢腿，日
积月累，进步就会被看见。

惠英红直言自己16岁出道，长达
46年的演艺生涯中，从未迟到过一天，
即使在大红大紫拿了影后之时，亦是
一样敬业。“你不可能看到我迟到，我

都是早早就到片场，等开工。”
邓萃雯回忆当年拍《金枝欲孽》

时，拍戏前一晚才拿到剧本，又是粤
语，又是古装戏，尤其“如妃”一角，凶
狠老辣，处处咄咄逼人，动辄几十页的
台词对白，需要一一修改挼顺，她只能
半夜改台词，再背台词。为了节约时
间和成本，往往一个场景一口气拍完，
她的戏一拍就是七天。熬到第三天，
她就崩溃了，导演放了一天假，让她缓
缓，才完成了戏份。

……
但很快，扎心的一幕来了，是“黄

金配角”车保罗力邀年轻演员合作演
绎《鹿鼎记》，许魏洲答应参演后，他又
向范世錡发出邀约，却遭对方拒绝，令
人不禁感叹“世态炎凉”。而“内娱究
竟在高贵什么？”迅速升温成岁末演艺
界的又一“关键词”。

出道42年来，车保罗出演的戏包
括《鹿鼎记》《倚天屠龙记》《港囧》《老
人与狗》，虽然都是配角，但同样令人
难忘。他演的“胖头陀”，很有辨识度，
20多年后还有很多人记得。与其他大
腕相比，他固然名气不够响亮，资源不
够雄厚，但他不卑不亢，做好本分事，
因为对艺人而言，“没有小角色，只有
小演员”。他欣然表示，“我会继续下
去，做到70岁、80岁，如果还需要我的
话，我绝对愿意服务。”

这位老牌“甘草演员”的发言真挚
诚恳，圈了无数粉。节目播出后，更多
内幕曝出：车保罗辞掉了市场监察工
作，隔离了8天，才来到节目，却仅录3

天节目就返回香港。网友们纷纷帮他
向导演喊话约戏，车保罗连续十几次
登上微博热搜榜，火爆全网，未来星途
一片平坦。

相比之下，来学艺的年轻演员们
就显得自大又轻浮。范世錡第一天就
迟到，并不以为耻，在导师批评过程中
多次打断讲话来致歉，让人感觉既没
有礼貌，也很缺乏诚意。

赵樱子一上台就自称“迪幂孟
扎”，即迪丽热巴、杨幂、孟子义、古力
娜扎的结合体，集四位女明星颜值于
一身。她的有意识“碰瓷”和无意识

“炫耀”，让导师们望而却步，谁都不愿
意与之合作。结果，第一场面试就被
刷了下来，成为唯一无戏可演的人，观
众也对她的表现嗤之以鼻。

整体看下来，最强烈的观感就是，港
式培训也不能拯救某些年轻演员的尴尬
演技。都说“戏比天大”，可他们呢，大活
儿干不了，小活儿看不上，玻璃心一碰就
碎，成天想着一夜成名。缺乏对这份职
业的敬畏心，这是他们与前辈演员最大
的区别，也是最大的差距。这是经典、情
怀的滤镜全开都弥补不了的短板，造星
工厂王牌培训都改造不了的缺陷。

“学艺先学德，做艺先做人”，这是
梨园古训，也是警世恒言，它在今天依
然适用。年轻演员们，与其热衷于争
番位、抢戏份、买热搜、营销人设，不如
抛弃分别心，俯下身去，脚踩大地，勤
勤恳恳地耕耘。哪怕当一个“甘草演
员”，也“千万不要觉得我是配角我就
放弃”，因为“肯定会有人看得见”。

不够沉着冷静的女主角，如何对抗歧视、打破偏见，如何通过成长证明自己的过程，或许才是《向风而行》的本意，
可惜那些落了俗套的剧情，撑不起它“远大的理想”。

“学艺先学德，做艺先做
人”，这是梨园古训，也是警
世恒言，它在今天依然适
用。年轻演员们，与其热衷
于争番位、抢戏份、买热搜、
营销人设，不如抛弃分别心，
俯下身去，脚踩大地，勤勤恳
恳地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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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春又来。
告别 2022，迎来 2023。“嗒嗒、嗒嗒……”，听见了

吗？那是春天的脚步声。与新枝上的嫩芽、初露，一起
来到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万象更新的世界。

改变，从“新”开始。晨曦中，《文化周刊》将踏上新
征程，以一个崭新的面貌，与你们再见，与你们重逢。

一直追踪文化热点，所“到”之处涵盖戏剧、影视、
展览、文学、绘画的“看点”版面，将新添“会客厅”栏目，
邀请多位学者对同一文化事件畅谈他们的一家之言，
既可“问难论辩”，也可“笑语江湖”。已是多年旧友的

“看电影”“漫时光”，依旧会在光影世界里遨游，一个追
逐新片，一个重温经典；“文化观澜”“娱评天下”亦继续
以思辨之心“审视”流行文化一波又一波的热潮。

且爱且欢喜。
文字的魅力，是我们人生中那些触动心灵的瞬间，

都可以用其来记录和传达。“什刹海”将推出新的栏目
“名家随笔”，刊登鲁迅文学奖与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笔
下的雅言与趣事；“追忆大家”将连载作家对文坛大家的
思往事与念今朝。当然，我们“不厚名家，不薄新人”，
也在期待亲爱的读者你们的文字，期待你们笔底的“骇
浪惊涛”，期待你们心中的“诗意温柔”。以期能用纸墨
馨香留住你们的生活感悟，你们的人生故事……

“口述”版一直致力于让更多人了解文化界名家的
艺术人生，新的一年，将推出新的栏目，让不同领域的他
们于此倾诉衷肠。“漫谈·我与角色”，是影视演员、歌舞
话剧演员与饰演“名角”的缘来和缘往；“漫谈·我与舞

台”，是歌者、舞者与所爱艺术的初见和相逢；“漫谈·我
与写作”，是作家们与文学的相识与相知。而“名家”栏
目，依然是以敬畏之心走近享誉中外的文化界泰斗，聆
听他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声音。

此时并不是初夏，但我们仿佛看到“池塘波绿皱，
小荷争出”……以推介全国中小学生优秀作品为“己
任”的“小荷”版，将继续刊登小朋友们的妙笔佳文，并
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师点评每一期的头条文章，分
享他们写作的经验之谈。同是那一方天地，仍在等待
着，等待着稚童、少年的诗与画，一路生花。

见字如面，笔墨如弦。
一撇一捺间，华夏被亿万次书写……李白的诗词

世界，从山川到日月，万物皆美。而你们，是否和我们

一样？也在眷恋着，文字之美、阅读之美？愿在这喧嚣
的时代，我们能一起慢下来、慢下来——

轻轻地，展卷，观世事；提笔，抒胸臆；凭栏，寄远思。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传承，坚守，创新……这是

我们的梦想，我们希望成为更好的自己，去遇见更好的
你们。希望此后“新生”能带给你们欣愉与温暖，希望
我们的纸上“书”能陪伴你们，因这共同的热爱奔赴下
一个山海。

每一个终点，都是下一个起点。2023年，《文化周
刊》再出发，愿与你们一起，向着朝阳前行，向着希望前
行！

未来可期，愿与君同。
——本刊编辑部

荧屏亮亮点点

文化观观澜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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