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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定档于2020年3月27日在北美上
映的迪士尼电影《花木兰》真人版，3
月8日开启宣传期。作为一部女性题
材的影片，选择在3月8日这天开始宣
传期，不得不说片方真是用心良苦。

当日，主演刘亦菲在社交平台分
享了其献唱的中文主题曲MV《自
己》，并配文：献给每一位心怀希望，
坚定前行，最勇敢的自己！节日快乐！
随后，刘亦菲再次更新动态，图片是
一张与花木兰手办的合影自拍，并配
文：Day 1呀。照片中的刘亦菲和手
中的花木兰手办有几分相似，身穿红
衣，长发微卷，眼神犀利，眉宇间透露
着英气。

电影《花木兰》根据1998年迪士
尼同名动画片改编，讲述花木兰女扮
男装、代父从军、勇战匈奴的故事。

2017年迪士尼影片公司经过长达一
年的全球海选后，确定中国演员刘亦
菲扮演花木兰。该片由华特迪士尼影
片公司出品，妮基·卡罗执导，刘亦
菲、甄子丹领衔主演，巩俐、李连杰特
别出演。从去年七月份开始，《花木
兰》的宣传海报便开始在国内传播，
主演刘亦菲更是成为焦点，时不时地
刷一波剧照，热度久居不下。

不过在期待之外，近期传出的
影片本身的改动，也让这部话题影
片多了些争议。据外媒报道，新版

《花木兰》对感情线做出了调整，并
没有出现当年动画版《花木兰》的
男主角、木兰的上级李翔。李翔的
形象被分到了两个新角色身上：甄
子丹饰演的唐将军 (如同木兰的师
父)和安柚鑫饰演的陈宏辉(跟木兰

同级的士兵)。
这样的改动一度引发了众多

影迷的争议，认为这是对故事的极
大破坏。但其实这已经不是迪士尼
第一次在女性人物的塑造上强调
类似的“态度”与主张了。在去年上
映的另一部迪士尼真人公主电影
中，《阿拉丁》的茉莉公主不再只希
望嫁给爱的人，而是希望打破禁
锢、成为一国之君。虽然好莱坞对
于女性银幕形象的创作和变化，常
常会引发一些争议，也曾经被质疑
是否“矫枉过正”，但是从更宏观的
层面来说，现如今好莱坞的银幕视
角确实在变得更加多元，女性形象
早就不再单一化、功能化——— 这无
论是对电影的发展，还是观众的选
择来说，都是一个向好的信号。

□王彦

疫情带来不可抗力，各类综艺节
目库存纷纷告急。面对宅家的观众不
降反增的观看需求，湖南卫视《歌手·
当打之年》《声临其境3》、东方卫视

《中国新相亲》、山东卫视《我是大明
星》、腾讯视频《见字如面》等传统综
艺节目纷纷开启云制作模式，以保证
节目常态化更新。而作为常规综艺的
补充，浙江卫视《我们宅一起》、腾讯

《鹅宅好时光》、爱奇艺《宅家点歌
台》、优酷《好好运动》等新节目也在

“云上”应运而生。
全民宅家的大背景下，打破录制

空间限制、缩短制作周期的“云综
艺”，俨然是特殊时期综艺制作的最
优解。不过，春暖花开终有时。待疫情
过去，云录制能否衍生出独具生命力
的新品种，这一波井喷的“云综艺”又
能给未来带去哪些启示？

目前的“云综艺”大致分两种：其
一是传统综艺的特别版本，是在没有
录影棚的情况下，由节目嘉宾自行拍
摄后将素材输送给节目组进行后期
剪辑的做法；另一种则类似网络直
播，主持人与嘉宾云连线，无论是明
星展示各种技能、或者连线朋友唠家
常，都给受众制造了亲切感、陪伴感。

不管采用何种方式，“快”是这批
“云综艺”的共性。从决定立项到第一
期与观众见面，由《快乐大本营》衍生
的《嘿！你在干嘛呢》耗时五天，《天天
向上》的《天天云时间》用了四天，《好
好吃饭》更是在48小时内就完成了从
无到有的全过程。

“就地取材”也是现在云录制的
普遍特色。《见字如面》在短时间内搜
集了全民战疫时期的信件，那些文字
予人力量、予人暖意。《声临其境3》向
全网广撒邀请函，疫情期间的注意事
项、战疫一线即景成为大众“声咖”不

约而同的创作素材。一系列“宅主题”
的节目，则把内容创作交付嘉宾本
人，从他们的居家日常、生活分享等
开辟出不同以往的新鲜视角。

相比以往一档综艺要制作数版
方案，来回比稿沟通，还要动用声光
电等大型道具等，如今的“云综艺”显
然更为短平快。它们既能以可控的成
本为原节目续航，也能以新鲜感拉动
关注，还因紧贴当下语境、跳出原有
框架而收获意外之喜。这些小成本、
接地气、少剧本的新气象，无疑是这
场疫情倒逼下即兴变革的积极意义。

既然“云综艺”大有用武之地，一
时的权宜之计能否成为新综艺物种
的萌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传媒研究
中心秘书长、视频节目创新研发专家
冷凇表示，尽管云录制实现了跨屏互
动等形态创新，但只是平台和制作机
构的无奈之举，仍属非常态化解决方

案，长此以往必将产生审美疲劳。
综观一系列拿“宅”字做文章的

综艺，从卫视到视频平台，不外乎吃
播、聊天、点歌、展示烹饪、居家健身、

“你画我猜”等互动小游戏的范畴。受
限于居家娱乐方式，十来档节目除了
能在嘉宾人选上排列出不同组合，内
容方面着实越来越趋同。伴随新鲜感
的逝去，这类“云综艺”很容易陷入自
我重复中。

而对于更多得益于特定场景、震
撼视听音效的综艺来说，“云上”的制
作水准必然无法匹敌。以《歌手·当打
之年》为例，上一期通过“云上”制作
后，观众反响不一。一方面，能在非常
时期实现歌手五地录制、500位观众线
上投票，彰显了节目组强大的调控能
力；另一方面，作为音乐竞演类综艺，
现场观众的缺席是否折损歌手的表
现力，不同的家庭录制设备又是否影
响了竞演的公平性等，都是难以调和

的问题。
冷凇说：“无论是户外真人秀、棚

内综艺，还是场景化节目，由物理层
面的接触所引发的化学反应、情景
氛围都会提升可看性。观众会在当
下对云录制有猎奇围观，但等恢复
常态化场景录制后，云录制可能遇
冷或停留在概念层面。”

相比“云综艺”自成一派，业内
更看重这短暂的流行给行业提供
了哪些可取思路。比如，“宅”系列中
嘉宾随性聊天得到了网友一大波点
赞，背后其实是大众对剧本简单甚至
甩开剧本的观看偏好；而在全民防控
疫情大背景下，一批围绕战疫主题的
内容广受欢迎，反映的实为观众对切
己话题的强需求。

拨云见日总有时。待疫情过后，
云录制能否“云过有痕”，为综艺注入
更多真实、自然、清新之气，这将是一
时风光留下的长久启示。

天天娱评

井喷的“云综艺”未来向哪儿走

《《花木兰》路演开启
刘刘亦菲献唱中文主题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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