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什麼現在很多人都不看春晚了？

69歲的他，已經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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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69歲的他，已經不行了？

前些天，在網上刷到一段視頻。

69歲的成龍，對著鏡頭說到：

我想找接班人，但非常難。

現在的演員，長得好看就行了，

動作戲都由替身完成。

言語帶著哽咽。失落湧向螢幕。

他甚至預言：自己將來總有一天

要做輪椅出行。這個一輩子都在“

打架”的男人，已垂垂老矣。老

了，打不動了。

動作演員的黃金時代，會就此遠

去嗎？

那他的下一步，又該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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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成龍就是命中註定的功夫

巨星。

小時候，他就是個大塊頭。也許

是天生體格優勢，成龍每次與院子

裡的小孩打架，都能贏。調皮搗

蛋，活潑好動。

父母意識到，孩子並不是讀書的

料。打算把他送去一間特殊的”學

校“

于占元師傅的中國戲劇學院。連

續十年地獄般的訓練和生活，由此

開始。

學武功之苦，常人難以想像。

首先，是無休止的訓練。早上五

點起床，除去三餐，一直訓練到夜裡

12點。
再加上，師傅時不時一頓“藤條燜豬

肉”。只要站在師傅身邊，他們都忍不住

發抖。成龍後來回憶道：十年裡，我只生

了一次病。

不是身體健壯，而是不敢生病。

當時，成龍發燒，以為可以逃過一劫。

師傅卻來到宿舍裡，要求他正常練習“

左飛腳100，右飛腳100”。

所有孩子，嚇得不敢再生病。

不過訓練再苦，也有快樂的時候。

于占元師傅是梨園行（戲臺唱戲）出

身，經常會帶他們去做演出。

這是僅有的機會，能離開“學校”到外

面看看，還能有好吃的東西。演出次數多

了，小夥子們名氣也起來了。

“七小福”的名號，也由此誕生。

17歲時，成龍從學院“畢業”。

帶著一身武功，開始闖蕩香港電影圈。

1973年，是香港動作電影的分水嶺。

李小龍逝世，動作電影如過山車般急轉

直下。時代浪潮裹挾著成龍，空有一身好

武功，卻看不到出頭天。

但成龍沒有放棄，反而愈加磨煉演技，

試圖找到新模式。在他的探索下，“功夫

喜劇”的形式橫空出世。

從嚴肅板正，變成嬉皮笑臉。

但武打戲依然動作俐落。成功抓住了觀

眾的爽點，也讓成龍一炮而紅。

“成龍時代”，就此開啟。也開始了

他“不要命”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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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天下無賊》中，劉德華曾調

侃：

我又不是成龍，沒有一百條命。

雖是玩笑話，但我們也從中窺見，成

龍到底有多拼。網上曾流傳一張傷勢

圖。

骨頭移位、凹陷，右肩脫臼、腦出

血......簡直觸目驚心。

為什麼這麼多傷？

因為成龍說過：危險的動作，我都要

自己做。

在《A計畫》中，成龍需從鐘樓頂往下

跳，高度達到15米。

導致頸骨重傷，鼻骨撞裂。

拍《新員警故事》時，成龍從商城六

樓，抓著燈條往下滑，砸碎玻璃摔在地

上。拍攝時沒感覺，下來一看，雙手都

被玻璃碎片刮得鮮血淋淋。

張曼玉、林青霞站在旁邊，被嚇得直

哭。還有更慘烈的。

在《龍兄虎弟》中，成龍從樹上摔

下，頭部正好砸中石頭。一時間，耳朵

鼻子都開始流血。送到醫院檢查，竟

是耳骨凹陷，碎骨內移，隨時影響腦組

織。

做了開顱手術，才堪堪保住一條命。

還留下聽力後遺症。

因為太過拼命，成龍還被保險公司列

入黑名單。

不怕死，不要命，成為他的代名詞。

所幸拼盡全力，終有回報。

多屆最佳男演員、最佳動作設計獎

項，皆收入囊中。他還殺入好萊塢，創

作出《紅番區》、《巔峰時刻》等高票

房電影。

就像當初的李小龍，一拳打出個名堂

來。一名美國記者曾這樣評價成龍：

成龍作為喜劇和功夫大師的表演，超

越了語言和文化之間的隔閡。

2016年，成龍獲得奧斯卡“終身成就

獎”。

據評委主席透露：

在評選時期，50位評

委少有地將票投給了

同一個人——成龍。

成龍也是首位獲此

殊榮的華人演員。這

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武

師，終於站上了人生

之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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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屬於成龍

的“黃金時代”，似

乎已經走到尾聲。

近年來，成龍主演

的功夫喜劇片，再也

抓不住觀眾的胃口。

票房平平。口碑下

滑。這背後，也是動

作電影的沒落。

以前的打戲，是打

擊感與力量感兼備。

現在的打戲，是通

篇的慢鏡頭。從拳拳

到肉，變成特效滿天

飛。製作方不在意，

演員也不用心。

拍騎馬的戲，是坐

在木車上，裝出風馳電掣的樣子。施展輕

功技巧，變成面無表情被威亞往上拉。

內力運功，仿佛在搓麻將。

更有甚者，受一點點傷都要大呼小叫。

但偏偏是這些人，掌握著流量。

武俠劇80%的鏡頭裡，是沒有武打功底

的明星，或者遮遮掩掩不露正臉的替身。

要動作漂亮，卻不能有一絲辛苦。

而那些真正有實力的動作演員，則只能

當反派，甚至沒有名字的小角色。

曾經的功夫巨星們，已逐漸隱退：

李連傑早已不拍戲，退圈過日子。

洪金寶也感慨自己年紀大了，是否該棄

武從文。有些許翻紅跡象的張晉和趙文

卓，也只在綜藝上“曇花一現”。

甄子丹，票房號召力也有所下降。就連

成龍新作，搭檔也變成了資源咖。

不說武俠已死。但過往有血肉有筋骨的

快意江湖，早已變成由特效、慢動作堆砌

而成的魔幻影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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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龍的父親，曾問過他一個問題：

你現在二十幾歲能打，那到你六十幾歲

的時候，還能打得動嗎？

當時的成龍，沒有回答。

但後來的日子，他用盡一生來回答這個

問題。在過去幾十年，成龍為中國電影付

出了太多。

拍戲在他身上留下了多少傷？又有多少

次，徘徊在生死邊緣？

在《十二生肖》的拍攝現場，成龍從火

山上翻滾下來。被石頭撞擊手臂，隨即彈

開，重重摔在地上。

當時他心裡想的是：在跳火山時意外死

亡或者殺青後暴斃，那就是我最好的退休

方式。

當我們懷念動作片時，到底是在懷念什

麼？也許就是這種奮不顧身吧。

願功夫演員的黃金時代，能在這個世代

重現。他們付出的每一滴血汗，都該被看

見。

今天我們來聊一個很多網友都關心的話

題：春晚的變遷與失落。

在湖北孝感的一個小村莊裡，66歲的

農民邵大爺看著電視，卻發現自己的兒子

和孫子都沒有像往年一樣守在電視機前看

春晚。他困惑地問道：“為什麼現在很多

人都不看春晚了？”這個問題，其實也是

許多中國家庭面臨的疑問。

曾經的春晚，是中國人除夕之夜不可或

缺的精神大餐。它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

見證了中國社會的變遷。那時候，無論是

在城市還是在農村，家家戶戶都會在除夕

夜聚在電視機前，一邊吃著年夜飯，一邊

欣賞著精彩紛呈的節目。春晚的舞臺上，

湧現出了一批批才華橫溢的演員，他們用

精湛的技藝，為觀眾帶來了歡笑和感動。

然而，近幾年來，春晚的影響力似乎正

在逐漸減弱。越來越多的家庭選擇在除夕

夜通過其他方式度過，比如旅遊、聚會或

者通過網路平臺觀看其他節目。春晚的收

視率逐年下降，觀眾的回饋也越發冷淡。

對於這一現象，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一

方面，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方式的

改變，除夕夜的選擇更加多樣化。現代人

更加注重個性化和多元化的體驗，不再滿

足於傳統的電視節目。另一方面，春晚本

身也面臨著一些問題。節目的內容和形式

缺乏創新，無法吸引年輕觀眾的眼球。同

時，隨著網路媒體的興起，資訊的傳播速

度更快，觀眾的口味也更加多樣化。

對於邵大爺和他的家人來說，春晚的變

遷帶給他們的是失落感。他們懷念著那些

與家人一同守在電視機前的美好時光，懷

念著春晚帶給他們的歡笑和感動。他們也

理解現代社會的發展和變化，但仍然希望

春晚能夠重新找回曾經的魅力。

事實上，春晚的影響力和地位依然不可

小覷。儘管收視率有所下降，但春晚仍然

是除夕夜最受關注的電視節目之一。許多

觀眾仍然對春晚抱有期待和熱情。他們希

望春晚能夠不斷創新和改進，重新成為中

國人除夕之夜的精神大餐。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春晚的製作團隊需

要進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他們需要瞭解

觀眾的需求和口味，不斷創新節目的內容

和形式。同時，他們也需要借助現代科技

手段和媒體平臺，擴大春晚的影響力和覆

蓋面。只有這樣，春晚才能重新贏得觀眾

的心，成為他們除夕之夜不可或缺的精神

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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