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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年男演员在影视剧中表现抢

眼。电视剧《狂飙》中46岁的张颂文一

骑绝尘，加上电视剧《三体》中51岁的于

和伟、42岁的张鲁一；电影《流浪地球2》中48岁的吴

京、45岁的沙溢……“大叔”们用实力“俘获”了观众

的心。

不过也有人被“中年危机”压得人喘不过气，就

像黄渤在电视剧《打开生活的正确方式》中演绎的中

年男人压力一样，他自己也在戏外饱受演技“原地踏

步”的诟病。

对男演员来说，人到中年是危，还是机？

豆瓣评分9.1分、单日播放量突破2亿次……

《狂飙》成为2023年当之无愧的开年第一热剧，在剧

中饰演高启强的张颂文功不可没。从卖鱼贩子到黑

帮头目的转变过程中，他塑造了一个立体、矛盾、复

杂的反派角色。由于演得太好，甚至有观众“建议查

查”。事实上，这不是张颂文第一次被称赞“演技炸

裂”。《隐秘的角落》中朱朝阳的父亲朱永平、《风中有

朵雨做的云》中的城建委主任唐奕杰、《扫黑 ·决战》

中的县长曹志远……张颂文近些年在一些影视作品

中的表现多次获得观众好评。

不仅是电视剧，在电影的大银幕上，在春节档第

一梯队的两部作品《满江红》与《流浪地球2》中，依

靠的还是“大叔”们的优异表现。

忽如一夜春风来，“大叔”们“千树万树梨花

开”。其实，就在前几年，包括张颂文在内的不少中

年男演员还在媒体采访中表示，剧组都是“小鲜肉”

的天下，自己“无戏可接”。从无人问津到一夜爆火，

这与影视制作环境的变化不无关系。

近年来，粉丝经济日渐发达，流量与资本随之而

来，“小鲜肉”在仙侠、古偶、甜宠题材的影视作品里

扎堆出现，不过无论是作品质量，还是“小鲜肉”的演

技，大抵都让人不忍直视。随着现实主义题材大放

异彩，古装玄幻题材少了，都市情感、现实主义等题

材多了，《山海情》《人世间》《警察荣誉》等优秀的现

实主义作品密集推出。山谷里的野百合也终于迎来

了春天——实力派中生代男演员开始独挑大梁。于

是，观众们看到了大叔们的厚积薄发，比如张颂文。

很多中年男演员像张颂文一样，在40岁之前，没

有大放异彩，却一直生活在人间烟火中，磨炼自己的

演技。也有像黄渤一样，早年历经坎坷，路遇贵人，在

人到中年前已经大放异彩，可惜衣食无忧的生活，有

时真的会让一名好演员在综艺晚会上“原地踏步”。

就拿春节期间开播的这部《打开生活的正确方

式》来说，故事讲述的是中年男人面对“中年危机”的

逆袭，而在现实中，作为主演，人到中年的黄渤不得

不正视因为演技浮夸而导致口碑失控的“中年危

机”。可能一部电视剧要考虑的综合因素比较多，但

有网友表示“自从2019年起，黄渤就没有什么能拿

出手的作品了”。

身在影视圈，如逆水行舟，在如今这样一个给

“大叔”们充分展示才华的时代，扎实的演技是他们

乘风破浪的秘籍。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

男演员，能在清贫中坚守演戏的初心很难，能在安逸

富足的生活中不忘梦想更难。唯有戒掉浮躁、沉淀

下来，在提高自

身“武力值”的同

时，积极争取并

把握好每次的机

会，才能积跬步

至千里，成就演

技，成就自己。

静下心来，也就

不再担心人到中

年是危，是机了。

在这台慈善惠民公益演出中，共有

百余名舞蹈爱好者带来16个舞蹈节目，

有人在繁华街头《遇见华尔兹》，有人在

律动的街舞中《发现爱》……他们中有

白领、律师、全职妈妈，也有会计、翻译、

自由职业者，他们奋斗在各自的领域，

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但却同样都被舞

蹈改变。

走出漫长漆黑隧道
大病初愈的刘芮，早早打扮妥当帮着灯光走位对

光，当她站在那束追光中，情不自禁地闭上眼，她坦承

“那一刻，有些忘我了”。“我更懂得生命的脆弱，也更

珍惜岁月赠予的每时每刻。在有限的生命里，要抓紧

去做那些真正热爱的事，不要犹豫或是迟疑。”

3岁就学舞，大学毕业后顺利入职华为，后进入

一家国企，她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面临不能跳舞的

窘境。新婚一年，26岁的她就查出了癌症，手术、化

疗、转移、再手术，与病魔抗争的一年半几乎耗尽了她

所有的斗志。

所幸，人生最黑暗时期，还有舞蹈这束光。她说：

“落到最低谷时，唯有在翻看过去跳舞的照片和视频

时，才会有种心里一轻的感觉。”是对热爱的渴望，对

舞蹈的眷恋，还有家人的鼓励，让她最终熬过了最难

的日子。在病情稳定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舞

蹈教室，绽放生命。

为平凡的生活上色
尽管自小喜爱跳舞，易忠云还是在父母的理性分

析下选择了法律专业。大学毕业后，她成为一名律师

终日忙碌，法律工作严谨枯燥，几个项目同时进行时

更是压力巨大。易忠云说：“重续舞蹈缘最初是为了

减压，但很快找回了最初的那份悸动。”

第一次看《只此青绿》是电视里的央视春晚，而真

正被征服则是在今年上海大剧院的演出现场，她说：

“现场看‘青绿’，我就有种站到了历史面前的感觉，原

来静态画可以变为动态的舞蹈，而动态舞蹈也可以如

同静态的画。”

和很多青绿迷一样，易忠云学舞的态度可谓虔

诚，训练时永远早到迟退，平时在家也是日日自修：

“第一次学习是去年2月，后来大家都居家了，就只能

通过视频自学，对着镜子练习。密集学习是在去年七

八月，最热的天气跑到舞蹈教室，看到那抹青绿就神

清气爽，我们都说‘青绿舞’有减压降燥的功效。”

被治愈的不止有易忠云，韦塔的改变也是肉眼可

见，不仅仅是身形和体态，更重要的是精神面貌：“跳

舞，就是为生活上色。”韦塔说。都说“青绿腰”难练，

她却摇头：“比动作模仿更难的是气韵把握。”爱画画，

对色彩敏感的她形容这舞蹈就是为《千里江山图》上

色的过程，一层层覆盖、一点点浸润，才成就那样的气

象万千，“这种气韵养成并非一朝一夕，没有常年积

累，真是模仿不来的。”

从街舞潮到国风热
“裙摆甩出去要用巧劲，尤其是背对观众时，动作

不能变形。”“发髻要卡牢，手掠过头顶时，要留心那个

袖口不要勾到发髻。”即便已排演多遍，但随着登台见

观众的日期临近，每次排演领队钱倩依旧会反复叮

咛。

很早就开了舞蹈工作室，钱倩是国风潮引

领国风舞的见证者。前些年，年轻人都喜欢学

街舞，古典舞、民族舞门槛高，难学难练，并不

热门。但近年来，随着现象级舞剧《永不消逝

的电波》《只此青绿》《杜甫》等大热，越来越多

人开始将目光聚焦“国风舞”。虽然具有“国

风”气质的古典舞或是民族舞练起来难度更

高，很难在短时间内看到成果，然而依旧有那

么多爱好者愿意坚持，因为大家看到了传统文

化的珍贵。

在这台慈善公益演出中，中国舞、古典舞、

民间舞占比近半。用最传统、最古典的舞蹈去

展现诗词、名画，用最前沿、最先进的科技去打

造最惊艳的画面……一部部植根于传统文化

的舞剧频频火爆，既是舞台科技的飞跃也是传

统文化当代审美的觉醒。舞迷从欣赏到模仿，

从模仿到传播，如同撒下一捧种子，绵延生长

的不只是对舞蹈的爱，还有血液中无法割舍的

中国传统文化情缘。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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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达人闹元宵”幕后故事

跟着舞蹈大咖们的分享视频练出
“青绿腰”、将央视晚会上呈现的那段“青
绿舞”根据自身舞蹈基础进行改编……
元宵佳节，DLABDANCE的8名成员，
将整整一年的学习成果融于一段3分
钟的《只此青绿》模仿秀，献演“2023舞
蹈达人闹元宵”。这是她们首度登上上
海国际舞蹈中心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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