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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 悦
记者 蒋肖斌

横店从来不缺梦想与坚持。今年是章小大当

“横漂”的第 13年。

此刻，他正躺在树下一处阴凉地，半眯着眼，想

趁太阳还没完全升起前睡过去。但他没睡着，睡不

着的罪魁祸首是身上重达 20公斤的盔甲。剧务说是

皮子做的，说白了就是人造革，又重又硬。

在横店，夏天拍穿盔甲的戏是所有演员的噩

梦。这里夏天最高温度能到 40多摄氏度，章小大身

上全是汗，黏答答，冒出的热气被困在密不透风的

盔甲中，像是在蒸桑拿。

仅有 3年“横漂”经验的向书墨也参演过这类古

装剧，扮演最多的是百姓的角色。戏服通常有两到

三层，最贴身的一件是水衣（一种贴身白色衬衣，通
常是为了防止演员身上的汗水弄脏戏衣——记者
注）。夏天穿这个最受罪，衣服被轮流穿过多次，没

有洗，沤出馊味。更要命的是冬天拍戏，赶上横店下

雨，地上泥泞，还有积水，裙边一圈沾满泥渍，冷风

一吹贴在腿上，冻得人打寒颤。

“横漂”是对横店群众演员的称呼。横店影视城

演员公会的公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横店累计演

员注册人数已超过 13万，其中 9000多人常驻横店。

多数“横漂”是像章小大、向书墨这样的普通打工者。

接戏、跑龙套、上工、收工……他们将成名的那百分之

一希望埋在心底，耐心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

同样躺在水坑里演伤员，大水坑、
小水坑、躺多久，价格都不一样

章小大是四川人，做过剧组摄像。机器在轨道上

一架，摄影机后的他比演员还入戏，所以“想来横店亲

自试试”。向书墨是来自湖北的珠宝销售员，在老家挣

了一笔钱后，她萌生了到横店“体验生活”的想法。

在片场，等待是常态。当天，章小大所参演的剧

组凌晨 3点就喊他们起来化妆，几百号人天没亮就

在横店影视中心门口排队集合，被大巴车拉到附近

的山上拍外景。等了近 5个小时，直到上午 10点多，

还没有轮到拍群演的戏。

山头上，兵器散落一地，从远处看像是打败仗

的虾兵蟹将。“普通群演就是背景板。”章小大说，多

数情况下，“群头”负责组织群演的戏份，“比如，他

喊‘笑’，我们就跟着笑，他喊‘哭’，我们就哭，比较

机械，不需要什么演技。”

章小大的皮肤透着暴晒后的黑中带红。等了 5个
多小时后，剧组终于开始拍士兵们跟随大王撤退的戏

份，章小大要追着前方的马快跑，重复拍了几遍，跑了

五六个来回。一天下来，他脚上被磨出好几个血泡。

群众演员被分为 3个等级，普通群演、前景和特

约。章小大和向书墨都是普通群演，未来想要升入

前景和特约，他们需要参加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组

织的专业表演考试。一般情况下，前景演员更注重

演员的外形条件，有具体的身高要求，特约演员则

更注重演员的演技，初试考演员的台词功底和无实

物表演，复试二人一组，考验演员之间的合作沟通

能力。只有通过考试，他们才能拍相应戏份。

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群演统筹宋强解释，普通

群演几乎没有门槛，不露脸，没台词，每 10个小时的

工资是 120元；前景会露脸，但一般也没有台词，14小
时内工资是 300元起步；特约工资最高，每天基本 400
元起步，价格一般由剧组和演员协商决定，并不固定。

还有一些是特殊津贴：超时费，每小时 10元；超

过深夜 12点加班，过夜费 10元；早上 5点之前拍戏，

起早费 10 元；淋雨 10 元，躺尸戏 10 元，演战争戏脸

上抹血浆 10元，剃光头 40元……补贴非常细分，比

如，同样躺在水坑里演伤员，大水坑、小水坑、躺多

久，价格都不一样；脸上涂血浆，涂一两道还是半张

脸，价格又要另算。

群演们接通告，一般是通过微信群接龙，抢戏

就像“双 11”抢货，要拼手速和网速。向书墨掌握规

律后发现，晚上 7点是发通告的高频时段，但为了抢

到更多机会，她一般要等到晚上 12点左右。演什么

戏、演什么角色，像开盲盒，不到演出前的那一刻，

“群头”不会告诉大家去哪个剧组。

初来乍到时，向书墨对一切感到新奇。有一次，

她饰演青楼女子，大冬天的，穿着单薄的纱衣站在

廊头，一边打哆嗦，一边不自觉地笑了起来。导演拿

着对讲机大喊“严肃点”，那场戏的几个镜头拍了好

几遍，她总是忍不住想笑。渐渐地，向书墨完成的角

色清单在不断拉长，本来只是打算在横店晃一圈就

走，但她现在留在了这里。

女群演的工资普遍比男生低，竞争也大。女孩

去考前景和特约，会格外看重身材和长相，戏份也

比男群演少，“女生不能演战争戏，一般只能演宫

女、百姓这类”，一个月工资 3000元左右。“只要努力

接戏，就饿不死。”和向书墨差不多时间来横店的人

已经走掉一大半，她依然淡定，“不能把什么都想象

得特美好，容易有落差。”

不同于向书墨的洒脱，章小大拍起戏来风雨无

阻。他说自己“条件不好”，不够高也不够帅，就只能

比别人更努力。他最擅长哭戏。有一次拍《新少林

寺》，主角声情并茂地控诉日本对村庄的侵略，章小

大感觉自己内心的情感也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哭

得特别真切。

“我觉得我是热爱表演的。”那天走出片场，章

小大“用情过深”，脚步都是虚浮的。他感觉，镜头对

着他的那一刻，“很奇妙，很兴奋，也很有成就感”。

章小大喜欢周星驰的《喜剧之王》，一个“死跑龙套

的”，对着空旷的大海大喊“努力、奋斗”时，他内心

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章小大特意揣摩过人物的情感怎么通过台词

表达。他向记者表演，比如，“你怎么了”这样一句台词，

如果语调平，就显得两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很亲近；如果

急切地问，提高嗓门地说，“人物关系立马不一样了”。

不过，章小大至今没有勇气去参加特约演员考

试。他说话带有浓重的川音，平均每 10个字中就会

有 1个字走音。他特意每天花 3个小时练习普通话，

但仍旧乡音难改。

一朝成名是梦想，但你可能一直
是路人甲

来到横店的第三年，孔金云就成为章小大最羡慕

的那群人——特约演员。他是安徽人，1994年出生，身

高一米八，3年前退伍后来当“横漂”，从普通群演干

起。“刚来横店那会儿，我认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

人，只要肯下功夫，肯定有实现梦想的那一天。”孔金

云说，他最初的梦想是进入娱乐圈、成为真正的演员。

孔金云建立过“模卡”，上面附有他的个人信

息、表演经历和剧照，想靠着给选角导演送资料，获

得试戏的机会。他苦练过台词，为了改掉不时冒出

来的口音，凌晨 3点起床练习普通话；再后来，他要

求自己普通话不仅要标准，还要富含感情，练习持

续了 1个月。

但成为特约演员后，孔金云惊讶地发现，特约

比普通群演接戏更难。特约也通过微信群接通告，

只是大家不再拼手速，而是要发试戏小视频。在视

频中，他们需要报上身高、体重，再拍一遍正脸、侧

脸，最后附上试戏片段。

孔金云发给经纪人的视频，经常石沉大海，有

时还会遭到恶评——“就你这个长相，别演戏了”。

没有戏拍，他曾经消沉地在宿舍躺了近 1个半月，每天

睁眼就为水电费、房租发愁。演员这一行，外貌十分重

要。孔金云看着视频中的自己：脸部线条不够平滑，优势

在于眼睛大、眼窝深，但上镜后显得不够“少年”。

当然，好看不是唯一的标准，横店分配角色自有

套路。长相老成的人，适合演大臣；皮肤光滑白皙的，

可以演太监；当过兵的人有特殊优势，因为站有站样、

坐有坐样，经常被选去演八路军战士。凭借当过兵的

优势，孔金云终于接到第一场特约戏份，在《血战松毛

岭》中饰演宋希濂的副官。

孔金云现在演的最多的是竖屏微短剧，一集只有

一到两分钟，戏里出现最多的设定是“一个现代人穿

越到架空王朝，发现了财富密码，成为当朝首富”。他

皱着眉头表示不解，“这种剧情根本没有逻辑，还有很

多水台词”。但因为市场青睐，他无法避开接这类戏。

3 年来，孔金云演的最出名的一部戏是《长月烬

明》，他在剧中饰演小太监李德。他的角色有台词，有

近景，还有与主演演对手戏的机会。这部戏拍完，有游

客在横店将他认了出来，“你不就是演太监的那个人

嘛”。那是孔金云感觉自己离演一个“正经”角色最近的

时刻。但更多的，他认为自己在横店只是干一份工作，挣

钱养活自己，“一朝成名只是梦想，连理想都不是”。

演员王宝强在横店像是一个神话符号，他的故事

是对“横漂”群体梦想最成功的演绎。然而，神话意味

着不是现实，这类故事在现实中是稀缺的。

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给出的一组数据显示，今年

一季度，开拍剧组较去年同期增长 12%，1-5月演员办

证人数同比增长 60.91%。随着注册演员数量的增多，

竞争也愈发激烈。

孔金云发现自己在横店成为王宝强的机会渺茫，

“我可能一直是路人甲”。演戏就像完成流水线作业，不

再做明星梦后，他感觉自己内心平静，“大明星也和我们

一样要拍戏，只是待遇比我们好，生活比我们舒服”。

“群头”是群演的一种职业发展选择。当过 10多年

“横漂”的孙志刚现在是一个“群头”。他告诉记者，在

某种程度上，“群头”相当于公司里的小组长，布置任务、

监督实施，还需要处理紧急或意外情况。他们是群演工

作的唯一负责人，多数群演的工作机会由他们把握。

孙志刚清晰记得，一次，在群演接龙报戏的群中，

“群头”说因为前一天有两三个人主动帮忙提了群演

盒饭的饭箱，所以他们可以优先参与拍戏。

这与其他职场中的人情世故，几乎一模一样。

有保险、有工资，下一个目标可以
多种选择

在横店，几乎没有群演会不知道横店影视城演

员公会，这是所有“横漂”的第一站。演员公会成立

于 2003 年，是国内第一个专门为群众演员服务的组

织。

演员公会的大门外，张贴着一张办演员证的告示。

年龄在 18-60岁，不能染发，女性头发过肩。缴纳 10元
工本费，就可以办一张演员通行证，成为一名正式群

演。演员公会在薪资发放、人身安全等方面为群演做了

较为充足的保障措施。

曾经，工资发放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点。

2007 年，章小大刚来横店拍戏时，拍的多数是现

金戏，意思是拍完戏现金结账，但不发工资是常有的

事。如今不同，宋强介绍，现在演员公会成了演员和剧

组之间沟通的桥梁，演员公会统一为横店演员向剧组

代收演员费用，并定期发放工资。

“有的剧组不够尊重群演。”对向书墨来说，相比经

济窘迫，她更需要剧组对群演人性化的对待，“演员公

会监督群头，群头必须照顾群演的感受”。夏天拍战争

戏时，群演们可以利用空闲时间休息，以免中暑；下雨

时，群头会照顾大家，找合适的地方避雨。

演员公会还有效解决了群众演员参保无单位的

难题。宋强解释，2021 年，浙江省东阳市出台了《群

众演员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实行以第三方作

为参保主体的“按日参保”工伤保险模式。也就是

说，“横漂”只要在片场工作一日，就能享受当日的工

伤保险。

有保险，有工资。章小大几乎每天都在接戏，每个

月的工资在 5000 元左右，他生活节俭，一个月能攒大

半。现在，他最具可行性的目标，是有一天能通过特约

演员考试。

拍完《长月烬明》后，孔金云很少再去特约群里发

试戏视频，因为不断有人邀请他演戏。“没有人不想当

明星，但也几乎不会有人会把这个想法当真。”孔金云

的下一个目标是转行当经纪人。

不过在没转行之前，孔金云仍会花大量时间研究

专业演员的表演，打磨自己的演技。他喜欢肖央在电影

《人潮汹涌》中的表演，为了模仿肖央在剧中的精神分

裂状态，他在家照着镜子模仿；为了提升台词水平，他

反复朗读王志文在电视剧《黑冰》中的那段长达 11分
钟的经典对白。

在横店 13 年，章小大见过太多年轻人来了又

走，有的只是体验一下生活，有的是想见明星。他不

太理解那些人口中的“躺平”，对他来说，群众演员

是一份要用心做好的本职工作。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采

访中，章小大几次对记者提到周星驰在 《喜剧之王》

中的经典台词。他毫无迟疑地说，待在横店的每一

天，他都会为了成为更优秀的演员而努力。

横漂：明星梦还在，但群演首先是工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舞蹈家杨丽萍相信，大自然能启迪艺术家的心

智。

“我来自云南，云南是一个歌舞的海洋。我在乡

村从小就跟着父辈耕作，我一直在用自然的眼光去

观察大自然，观察天地，观察人，观察所有的动物。其

实这些跟我们人类、人性是共通的。”而跳舞这件事，

会让杨丽萍感觉灵魂从身体里飘荡开来，灵魂能得

到“最清澈的爱抚”。

因为用舞蹈塑造出唯美的孔雀形象，杨丽萍一

举成名。《雀之灵》《孔雀》《月光》《云南映象》……数

十年来，这些美轮美奂的舞蹈作品构成大众对杨

丽萍的基本印象。她始终步履勤勉，不愿止步于舞

者，而是希望把云南之美、把传统文化的底蕴融入

创作中。

与此同时，近来舆论场围绕杨丽萍的讨论也未

曾停歇。对她执导的舞蹈作品中表演者造型的质疑，

在网络上掀起了一波争议之声，甚至演变为对她个

人生活和形象的攻击。

日前，杨丽萍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面

对争议，杨丽萍表现得很平静。“这很难，毕竟很多人

没有看到事情的真相，没有启动自己的智慧，只是人

云亦云，被表象影响判断。从古到今都有以讹传讹的

情况。”

她笃定地说：“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要有更

高的境界。我们来到这个社会上，就是要面临所有的

困难，拥有抵御伤害的能力。”

杨丽萍坦言，长久以来她都非常珍惜自己的天

赋。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不知道你什么时

候走。所以我特别珍惜自己的天赋，上天给你能量

天赋，你启动了它，你要在这个世界上分享这个东

西，这是你力所能及的事。”

于杨丽萍而言，人生开启跳舞这一选项是无比

质朴的。

“我们小的时候为什么要跳舞？就是为了表达

感谢，感谢太阳给我们光明，给我们温暖，所以我们

要舞蹈、要唱歌；我们丰收了，要表现喜悦的心情，

所以要跳舞。”

杨丽萍提到，父辈创造了很多肢体语言，都来

源于自然。比如人们看风吹落叶，慢慢飘落，于是创

造了一种拍手的节拍；跳孔雀舞也是，因为孔雀很

神圣，美得极致，所以谁若能跳好孔雀舞，谁就是最

有福气之人。

杨丽萍从小没有进过舞蹈学校，但是她能在大

自然的学校里学习，比如经常去观察蝴蝶是怎么破

茧而出的。世间万物都会被融入舞蹈里。

20世纪 80年代，从云南少数民族乡村一路走到

中央民族歌舞团，杨丽萍在看到很多国际舞蹈和舞

者后，“再转过来看我们自己的民族舞，尤其珍贵”。

“我们的舞蹈有自己的属性和符号，有自己的文化和

历史，现在消失了，我一直在想怎么把它体现出来？

这是几十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做的事”。

她希望把民族舞、把代表一方水土的文化艺术

作品，带给全世界。“我的舞蹈不是芭蕾，不是别的舞

蹈种类，是我们自己。”

曾经在长达 1 年多走村串寨采风的日子里，

杨丽萍一面陶醉于歌舞的海洋里，一面又产生

了深深的忧虑，因为许多民间歌舞文化濒临消

失。《云南映象》就是她努力用舞台记录珍贵民间

歌舞的心血。

杨丽萍提到，《云南映象》的舞蹈表演者都是来

自乡村、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农民。在她的眼中，这

些朴实憨厚的、为了爱为了生命而起舞的人，最能表

现这台原生态歌舞的精神。“我没有编什么，我的工

作只是怎么选择他们身上的东西，再把宝石上的灰

尘擦干净，让它重放异彩。”

“我们的族人一起走上舞台，把乡村田埂的舞

台背景搬到了大城市的剧场里，我们将自然里的

太阳，在舞台上让它‘升’起来，让舞蹈者在太阳里

跳舞，地上也会长出鲜花来，这些东西都特别美好。”

这样的表演，希望让观众明白什么呢？杨丽萍

说，答案也许是：大山般的厚重、红土的热烈、太阳的

光辉、月亮的透明、苦竹般的甘苦……以及对理想的

执着。

在杨丽萍的作品《十面埋伏》中，从观众进场之

际，有一个剪纸人就开始剪纸。“这是我们的民间

文化，他剪他看到的东西，就像我跳我所看到和理

解的东西”。

《云南映象》讲生命和自然，讲文化的纯粹、博

大和精神价值，宣扬一种原生态的舞蹈；《十面埋

伏》通过演绎 2000 年前的战争，讲述战争的暴力和

残酷——“满地红色的羽毛，没有一把剑，也没有一

把刀，只有两万把剪刀高悬舞台上空”。

近 3年的春节，杨丽萍连续推出“生肖舞蹈系列

艺术片”：《春牛图》《虎啸图》《玉兔与嫦娥》……最

近，第四部生肖舞蹈系列艺术片《舞龙》已杀青，计划

在 2024年新年推出。

“十二生肖是中国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也是人

类的智慧。”杨丽萍提到，疫情期间舞蹈团队没法演

出，她就在思考怎么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你自发

做的事才叫有意义。不是去完成任务，或者谁给钱才

去做，而是我自发的。”

杨丽萍相信，舞蹈是人类最美好的一种语言。“舞

蹈真的会让人感受到来自灵魂的沟通，而不只是语言

这样一种表达。所以我特别高兴自己能够拥有这样的

天赋。我在舞台上太久了，到现在还孜孜不倦。”

每一次创作，杨丽萍虽然感觉都很艰难，但是也

会非常喜悦于“把美好的东西用舞蹈的方式呈现出

来”。“我觉得这不是责任，这是一种热爱。”

杨丽萍：舞蹈是人类最美好的一种语言

□ 黄 帅

最近，青年作家考编制
的话题“破圈”，先是引起文
学圈内部的关注，其后又引
发舆论热议：在今年《芳草》
杂志社公布的专项招聘名
单中，青年作家班宇、陈春
成、王苏辛、淡豹（刘雪婷）
等人在列。《芳草》杂志社是
武汉市文联所属事业单位，
考上意味着能获得事业单
位的编制。不少人惊呼：编
制这么“香”吗？难道连一些
著名的青年作家也要考编？

其实，我们对于青年作
家考编制的行为，不必大惊
小怪。这一现象的本质，是
作家“光环”与现实生存之
间关系的问题。它之所以引
发关注和讨论，首先在于，
长期以来，不少人对于作家
存在某种认知偏差，总觉得
作家头顶“光环”，自由洒
脱，应该“不食人间烟火”。
还有人认为作家有社会知
名度，赚钱很容易，早就应
该衣食无忧，根本不需要再
考什么编制。但这种看法，
与当代作家的现实处境并
不相符。

客观而言，除了个别早
就享有大名、能保持作品畅
销的“头部作家”，大多数作
家光靠版税收入是很难生
存的，至于靠写作实现所谓

“财务自由”，更是难上加
难。尤其是青年作家尚处于
写作的起步阶段，即便稍有
名气，也很难通过小说“变
现”。笔者接触的不少青年
作家，虽然很想做自由撰稿人，专职从事写
作，但考虑到现实因素，还是不得不找份稳定
的工作，然后兼职创作。

而且，班宇、陈春成等人考的这家单位，
属于有编制的杂志社，严格来说，也不算脱离
文学圈子。不论是从历史还是当下来看，很多
作家都希望获得一个稳定的生活保障。甚至
很多老一辈作家在谈及自己的创作历程时坦
言，最初搞创作，是为了能“逃离”贫穷的环
境。对于作家们渴望在世俗生活中获得成功
的想法和行为，我们不必讳言，而考编制的做
法，也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作家保障。

因此，从生存的角度来说，青年作家考编
制，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行为。有了物质基础和
稳定生活的保障，再去创作，其实更能保证创
作的纯粹性。反之，如果作家还要为吃穿发
愁，甚至总担心失业，那么也很难保持从容、
淡定的创作状态，甚至会为了功利目的去写
很多自己不想写的东西。考虑这些因素之后，
青年作家努力“考编上岸”，就是意料之内、情
理之中的事情了。

不过，虽然我们理解青年作家考编制的
行为，但与之相关的反思不能止步。这背后潜
在的问题，是青年作家的现实困境。正如一些
围观此事的网友所言，“连班宇、陈春成等知
名青年作家都很难靠写作养活自己，何况其
他人呢”。

纯文学被边缘化的现象，早就不是什么
新鲜事，“搞纯文学就等于清贫”几乎成了圈
子里的共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对文学充
满热情的年轻人，愿意从事这个事业，愿意在
这个投入很大收益很小的行业里不断“试
错”。但是，这不应该是让青年作家注定“清
贫”的理由。

不论是在发表平台的稿酬上，还是在相
关部门的专项资金支持上，其实都可以有改
进空间。为了鼓励青年作家创作，近年来，确
实有一些文学期刊不断提高稿费标准，但仍
然无法满足创作者的需要，多数发表平台的
稿酬依然较低。

而且，除了少数“常客”，多数青年作家想
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都是不容易的事。一
些发表平台还存在“圈子化”的问题，文学新
人想得到认可，并非易事。

这就需要包括文学期刊、报纸副刊在内
的诸多发表平台，尽量给予青年作家更多的
发表机会和稿酬支持，既要给写作者荣誉上
的认可，又要有物质上的帮助。只有这样，才
能让青年作家安心创作，放心投稿，而不至于
非要通过考编制才能获得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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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萍 云南文化供图

特约群演孔金云（右一）在《长月烬明》中和主演演对手戏。 受访者供图

群众演员章小大饰演士兵。

受访者供图

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的“前景”考试现场。 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供图群众演员在电视剧《赤水河》拍摄现场。 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供图

群众演员向书墨饰演百姓。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