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娱乐06 版

上头条，找中国新报

China new newspaper

中年
无需贩卖焦虑但值得关注

　　昨天本报刊登了《海清谈中年女演员感言》一文。

这篇文章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也引起了人们的

热烈讨论。

　　那么，海清的“中年女演员感言”到底是一种

自我宣泄，还是真实状况的表达与诉求，“感言”

是否符合当下中年女演员在影视行业的现状？“感

言”的背后说明了什么问题，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

深度的采访。

　　同时，“中年女演员感言”引起关注的背后，

恰恰反映了当下社会人们对中年话题的关注。事实

上，一段时间以来，“人到中年”在互联网和社交

媒体上一直成为探讨的话题，人们对中年人生存状

态、心理状态、情感状态的探讨一度成为了一种文

化现象。各类文艺作品也从不同角度去反映中年人

的生活。但是在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眼里，例如人民

出版社的 90 后编辑化城就认为网络上的自媒体文章，

在谈论中年人话题时多少还有贩卖焦虑之嫌。而化

城刚刚策划了女作家张曼娟所写的《我辈中人：写

给中年人的情书》一书。

　　这位 90 后的编辑为何要策划这样一本写给中年

人的书呢？为此，北京青年报记者对化城进行了采

访。或许从这位年轻人的身上，我们能够对中年人

话题有另一种了解。

　　中年女演员，

　　谁会读懂你的容颜？

　　在第 13 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闭幕式上，演员

海清拉上姚晨、梁静等人，又隔空喊上马伊琍，代

表中生代女演员集体发表“宣言”，呼吁影视圈给

中生代女演员更多机会。然而，关于中年女演员的

生存状况问题由来已久，不是海清一番真性情的吐

槽能说明白的，她们的美丽与哀愁，谁又能读懂呢？

　　中年女演员危机常被提

　　其实，女演员们的危机感一直都存在，这个话

题也曾经在各个场合被反复提起。

　　姚晨去年就曾经在《星空演讲》中坦承自己作

为中年女演员的尴尬与困惑：“铺天盖地的大数据

挤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市场对演员的衡量标准也

发生了变化，大家拼的不再是演技，而是流量。这

种氛围将我困在原地，不知何去何从。”

　　女星杨蓉、王媛可等人在《我就是演员》里也

表示，只要年龄一到，就无戏上门，为了迎合市场，

女性们在 30 多岁的年纪，因为怕没有戏演而不得已

还要维持少女人设。也有的女星不得已要去演 20 多

岁青年女演员的妈妈。就连演技备受认可的宋丹丹

也透露，自己 35 岁之后近十多年的时间里竟然没戏

可拍。

　　柏林国际电影节新晋影后咏梅看似沉稳、温和，

但是在谈到中生代女演员的状况时，却以“愤怒”

来形容自己的情绪：“市场上给我们的机会太少了，

究其原因，还是一个审美问题。他们不愿意看一个

很美的中年女性，他们看不懂，只看年轻漂亮。”

　　中生代巾帼难有用武之地

　　海清们的难处其实也涵盖了所有女性的“中年

危机”，招聘广告上的“35 岁以下”就是一条冰冷

的人生分割线，只是，女演员们身处一个注重颜值、

代际更迭非常迅速的行业，其残酷指数也就更高。

　　其实，海清、姚晨、马伊琍在圈内的资源已经

足够丰富了，作品也是不断出现，她们真的是在意

自己多接了几部戏、少接了几部戏吗？恐怕不是这

么简单，海清们真正担忧的其实是整个一个影视界

的创作氛围和刻板的印象。

　　在这个流量时代，中生代女星无法再拼过年轻

小花们的真正原因是复杂的，与其说她们在自叹命

运，莫若说她们其实是痛惜自己日趋成熟的心态和

演技在角色塑造上毫无用武之地。

　　首先，在投资和创作上，电影圈明显向低龄化、

娱乐化倾斜，近年来的作品都是以吸引年轻观众群

体或者是小镇青年为主打目标，那么，选小花肯定

是第一选择，毕竟她们代表着青春和流量。

　　第二，基于社会本体的根源性缘由，基于女性

的经典角色太少。女性为主打的角色在电影中是稀

缺的，所以今年的春节档，《疯狂外星人》《飞驰

人生》《流浪地球》等片火热一时，却因“无女主”

而被指出“女性力量严重缺失”，男主演占据了绝

对主导地位。

　　第三，由于创作的肤浅，难以深入生活的深层，

更难以对于人生、人性有所挖掘和探究，所以，电

影市场主流的商业片以青春片、动作片、悬疑片、

喜剧片为主，这类通过商业元素堆砌出来的作品也

是无需中生代女演员所涉及的。创作环节与现实的

脱节，造成了大批中生代演员的“浪费”，没有对

于岁月的审度，没有基于女性视角的反思，没有对

于女人一生的命运流转的漫长观照。

　　于是，时代向前走，被无情地抛弃就成为了中

生代女演员们早晚要面临的残酷命运。而更为不易

的是，这些女演员们还要负担起家庭的责任，一边

是社会给予女性群体的无形压力，一边是她们自己

对于演艺事业还有更高的追求，中生代女演员们的

心里真的是“载不动，许多愁”。

　　剧本里都是

　　模式化的贤妻良母

　　对于中国女演员的遭遇，赵立新也曾在微博上

鸣不平：“于佩尔在我国没戏拍，包括梅姨、比诺什，

今年奥斯卡影后弗朗西斯更没戏。混好了在彩色电

视剧中串串恶婆婆什么的，也就这样了。跟世界的

艺术价值文化观念背道而驰，自我陶醉在土豪票房

观里难以自拔，满屏的‘年轻漂亮’的皮囊始终拿

不上精神品质和人文关怀的台面，自娱自乐吧！”

　　导演伍仕贤也指出这其中的荒谬：“国际上哪

儿有说人家大多数电影里的女角色像咱们这儿那么

强调要年轻小姑娘演？其实有很多很好的中年女演

员，正好有生活阅历，按说更能把不同人物演绎得

很精彩。可是许多剧本把年龄大点的都写成比较没

意思的贤妻良母这种模式化、套路化的角色。”

　　希望 40 岁 50 岁依然还是台柱子

　　中国有女演员在积极拓展自己的道路，比如，

梁静当了制片人，秦海璐、赵薇等女星也拍出了水

准很高的导演作品，但这只是个例，对于中国影视

创作环境一时还无法扭转。

　　相比来说，美剧有收视颇高的《傲骨贤妻》、

日剧有《doctor X》《Around 40~ 要求过多的女人

们 ~》、韩剧有《迷雾》都深入了成熟年龄女性的

精神世界，去讲述她们所面临的来自家庭、职业和

社会的挑战，那里面是真实生活的样子，是普通人

的悲喜，更有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因此，70 岁的梅丽尔·斯特里普、43 岁的安吉

丽娜·朱莉、50 岁的詹妮弗·安妮斯顿等女演员依

然是好莱坞的台柱子，日本的 70 后女演员天海佑希、

石田百合子也依然站在职业生涯的高峰处。

　　希望有一天，中国的女演员们只要努力，只要

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素养和演技，那么，她在各个年

龄层都能够有机会碰到心仪的角色，就如作家杜拉

斯所说：“比起你年轻时的美丽 , 我更爱你现在饱受

摧残的容颜。”

　　文 / 北京青年报记者 肖扬

梅丽尔·斯特里普 出演《廊桥遗梦》时 46 岁

发出中年危机感言的海清今年 41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