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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奖刚刚落幕，成龙大哥傲
娇拿下终身成就奖，实至名归。从影近
50年，他拒绝“武替”，全凭一副真材
实料，但如今一些年轻演员使用“文
替”却成了“家常便饭”。其实，演员
用替身无可非议，当他们无法完成
一些特殊的、高难度的动作时，替身
不仅能保护演员的人身安全，也让
影视作品看起来更加专业和丰满。
对于替身行业，早年的描述往

往是辛酸、无闻，职业的特殊性也让
从业人员增加了一层神秘感，然而，
近两年一些“怪象”相继出现，让“替
身”这个词五味杂陈。前有当红小生
“轧戏”替身戏份超过“本尊”，后有
替身演员晒私照蹭流量博出位，一
个低调的幕后行业频频被推到风口
浪尖。
之所以替身变成了敏感词，和

当下演艺圈速效的大环境密切相关，
投资方看中流量明星的庞大粉丝效
应，砸重金邀请，小生小花太忙，剧组
又要赶进度，只能频繁使用替身，经纪
人对于明星的过分保护，也使得一些
明星淡薄了奋斗意识，这种循环往
复，导致了滥用替身现象的出现。在
信息流通空前发达的今天，纸自然
是包不住火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
加之，替身不甘心只做“影子”，在本
已吵得火热的话题下，添了一把火，
可是，行业名声坏了对谁有益呢？
使用替身是必要的，但并不等

于滥用替身，于明星而言，作为演
员，要无愧于心，不断地打磨演技，
替身取决于剧情需要方可自如合
作，用端正的态度和良好的艺德塑
造经典、征服观众；于替身而言，仅
靠传神模仿单方面炒作，终归只能
博一时眼球，淹没在流量之中，要想
走上演艺之路还是要摆脱“复制”模
式，开辟个性之路，创造自身价值。
96岁高龄的表演艺术家秦怡在92
岁时拍摔戏谢绝用替身，霍建华拍《捉
迷藏》为追求效果挨棍打200多次，景
甜因旧伤引发膝盖积水每天都要接
受针灸拔火罐理疗……其实影视
圈敬业的演员数不胜数，只要自己
全力以赴何必谈“替”色变呢？

“只要能稳住幸福的根基，其他
的一切都不重要。情场低手夜华满是
肉麻情话，赵又廷认为是因为真诚，
因为坦荡。从夜华口中说出的，不是
话，是情。原来，诚实地将内心的情感
表达出来，就是最动人的情话。”

——— 赵又廷告别《三生三世十里
桃花》夜华

“到岁数了，行政职务终于不干
了。你祝贺我吧。”

——— 著名演员 、中国剧协主席
濮存昕不再担任北京人艺副院长

“电影产业促进法专门提出国务院
电影主管部门要对电影审查的标准和
程序进一步细化，第一，标准和程序要公
开，第二，在标准和程序出来以后广泛征
求意见。将会令审批程序更为透明。”

——— 清华大学影视研究中心主

任尹鸿谈《电影产业促进法》

“我很高兴奥斯卡能给动作演员
这样一个肯定，我花了50年的努力获
得这个奖，摔坏了很多骨头。我觉得
我拿这个奖还是太年轻了，谢谢奥斯
卡！么么么！”

——— 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得主成
龙获奖感言

“她是一位让人‘心动’的演员，

在剧中表现有张力，将角色进行了很
好的诠释。”

———《黎明决战》导演刘江赞刘
诗诗的表演

“我从来没有演过这样的角色，
虽然看起来是很自私的
人，但是内心很善良的。”

——— 梁朝伟在《捉妖
记 2》海报发布会现场聊
新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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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身演员这个只隐藏于

主角光环背后的行当，近一

年成为了各大娱乐榜单的热

搜词，有人说他们是影子，与

明星同步却不曾正脸相见，

有人说他们蹭热度，模范传

神只为惹人注目。在快餐娱

乐盛行的当下，流量明星们

对替身的依赖愈加明显，真

假难辨的角色转换中，有的

人迷失方向，有的寻求自我，

让我们拨开疑云，探讨替身

行业的现实与未来。

谈“替”色变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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