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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夏天，一场由“超级女声”引
爆的选秀热潮席卷了大江南北，一时之
间“选秀”这种带有极强参与性的娱乐节
目成为娱民的热点话题。随后的几年时
间里，广电总局一再地控制电视综艺选
秀节目，综艺选秀热潮随之逐渐退温。
可是海选作为声势浩大的“全民”娱乐方
式，已经让很多娱乐策划人看到了巨大
的商机和空间，于是电视剧演员的海选
又蔚然成风。

闹得沸沸扬扬的“红楼梦中人”海选
掀起了国内拍摄电视剧海选演员的先河，
随后的《西游记》《水浒》《杨贵妃秘史》《又
见白娘子》等多部重量级电视剧都大张旗
鼓地打出了选秀的招牌，今年电视剧演员
海选之风越刮越烈。 晚报记者 王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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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
中写道：“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
以娱乐的形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
神。我们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
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我
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选秀的
概念无论怎样变化，人们参与娱乐的热
情是永不会消退的。但是普通百姓的这
份热情是需要珍惜的，创作者不能肆意
挥霍甚至践踏。

电视剧海选演员，让观众成为参与者，
这份初衷是无可厚非的，也体现了一人独
乐不如与众人齐乐的娱乐方针。可是时下
的电视剧海选，很多并没有真正把为拍摄
电视剧服务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商业炒作
放在了首位。很多影视公司在筹拍电视剧
时，演员、资金一个都没有到位的情况下，

先挂上海选演员的招牌来吸引眼球、招揽
生意。海选是假，造势是真。这么一来，这
种动机不纯的选秀选出来的演员也未必符
合艺术要求。新版《红楼梦》选出的演员姚
笛最后经历了由宝钗到黛玉再到凤姐一波
三折的变换，难道姚笛这样的新人真的演
技超群，可以在《红楼梦》的角色里来回游
走？《杨贵妃秘史》的所谓全亚洲甄选，最后
也没有公布票选结果，选出的演员到底是
网友的“民意”还是剧组的“私意”，又有谁
能说得清呢？

拍摄影视作品，资金当然重要，但是观
众的支持与捧场更是无形资产，这份财富
不是一两次低级炒作就能换来的。如果创
作者们只是把商业利益摆在首位，让艺术
靠边站，那么很快就会被观众抛弃，请诸位
大导演们三思而后行。

选秀，商业味道掩盖文化气息
曾经轰动一时的新版《红楼梦》全国海选

“红楼梦中人”，最终不了了之，很多选秀选出
来的演员并没能出演角色。就连当初海选时
确定的“宝黛钗”这样的重要人物，到了开机时
也是变来变去，甚至在海选过程中上演了“宝
黛私奔”的闹剧。

纵观历时10个月的选秀活动，浓重的商业
味道已经掩盖了原本应有的文化气息。第一任
导演胡玫当时曾对选出来的演员不满意，“选秀
是选秀，拍剧是拍剧。我的原则是你选你的，我
拍我的。”或许就是因为胡玫的坚持，最后她不得
不离开了《红楼梦》剧组。

热炒，用海选来夺取大众眼球
李少红接棒执导新版《红楼梦》后，曾对选

秀遗留问题头疼不已，但是李少红的头疼并没
有让其他导演止步，四大名著的另外两部——
《西游记》《水浒》也纷纷踏上了选秀的列车。大
胡子张纪中从来都是一个深谙娱乐阵法的老江
湖，《西游记》里的各路神仙妖怪众多，需要各种
特型演员，于是全国范围的海选也就在情理之
中了。你《西游记》里有神仙妖怪，我《水浒》里
有 108将，于是吴子牛的新版《水浒》也没能免
俗地开始了演员海选。

不过，海选归海选，新版《西游记》和《水浒》
却一点也没耽误宣传和炒作。张纪中一面说
《西游记》拍摄周期很长，大明星很难保证档期，
师徒四人倾向于用新人，一面又屡屡传出他的
爱将黄晓明要去演孙悟空、范冰冰最适合演白
骨精等消息。《水浒》里的孙二娘、潘金莲、西门
庆等热门角色，更是屡屡传出大牌明星要演的
消息。不管怎样炒作，反正新版《西游记》和《水
浒》都是未拍先热，早就赚够了关注度。

选和秀，最终图的是钱景
因为有《红楼梦》选秀的前车之鉴，一些电

视剧选秀并不是完全面向普通百姓，主要还是
针对有表演基础的专业演员。刚刚尘埃落定
的《杨贵妃秘史》就是在全亚洲范围内甄选演
员，这次剧组的目标不是选新人，而是在实力
派演员的范围内让网友票选演员。

最终敲定的新版“杨贵妃”殷桃也没能让
多数网友满意，有人说殷桃太瘦，不会跳舞；有
人说殷桃太土，哪有贵妃气质……1000个人心
中有 1000个杨贵妃，选谁能让亿万观众满意
呢？这显然没有正确答案。全亚洲甄选演
员，主办方的初衷绝不仅仅是“选”，更多是
要“秀”，通过“秀”来带动全亚洲包括日韩投
资商对这部《杨贵妃秘史》的高度关注，让这
部电视剧未拍先热。剧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现在已有海外公司争先预购该剧的版权。
这么看来，选秀的目的已经达到，至于选出的
是谁已没那么重要。

老版《红楼梦》在很多观众心目中是不
可替代的经典，重拍《红楼梦》对任何一个
创作者来说都有着无穷的压力。本来就有
玉珠在前，加上沸沸扬扬的选秀闹剧，让新
版《红楼梦》一直饱受争议。记者采访顾小
白时，他也表示剧组上上下下压力都很大，
这与之前高调的选秀大有不同。

当年邓婕、陈晓旭等人在演老版《红楼
梦》时都是新人，却演得很好。对此，顾小
白这么分析：“20年前拍电视剧都是国家投
资，导演和制片人都不用担心资金问题。

现在是 21世纪了，拍电视剧早已经过了国
家投资的时代了，都要制片人自筹资金。
要想吸引巨额的资金，那就必须做好宣
传。”那么现在对电视剧来说最好的宣传是
不是就是选秀了？顾小白并不否认：“选秀
这个东西是时代的产物，是随着这个时代
诞生的，我们不能强行地排斥它。现在对
一部电视剧运作来说，不是单纯地演员演
好戏就行了，制作方考虑更多的是这部剧
拍好之后有没有人买，播出之后能不能收
回成本。”

在电视剧演员的海选中，张纪中版的
《西游记》是动静最大的，全剧中的350个角
色全部参与全国甄选，而大规模海选一启
动就涉及很多个城市。国内目前知名演员
那么多，难道还不够用，为什么非要去海选
呢？新版《西游记》宣传总监何远波昨天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这次海选不光是
选新人，专业演员也可以选，只要符合角色
需要都可以。《西游记》是神话故事，里面的
各种角色都有，比如你说天宫里美女如云，
那我们选角就要求一定是真正的美女，让
人一看就惊艳的那种，嫦娥一定要是绝世
美女。你说目前国内的知名演员中这么美
的有几个呢？就算有，能不能达到成群
呢？所以海选还是有必要的。”

有《红楼梦》的海选闹剧在先，《西游
记》选出的演员就一定能演好角色吗？何
远波说：“我们泱泱大国，怎么会选不出适
合的演员呢？我们并不是完全选一些没有
什么演技的新人，很多专业演员也在挑选
范围内，而且选出演员后我们还会给他们
上培训课程，我们会把他们培养成适合的
演员。”对于以“秀”引资，何远波也并不否
认：“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拍摄《西游记》
这样的大型题材电视剧，以我们的制作规
模，每集至少 200万元，总共下来没有一个
多亿的资金是不行的。海选当然也是宣传
的一种手段，只要宣传运用得好，也没有什
么。你剧本构思得再好，演员选得再到位，
可是资金不到位，一切都是零啊。”

新版《西游记》宣传总监何远波：海选就是一种宣传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