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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钱，但也不是玩票”
今年61岁的何煜生，接到的第

一个角色，是在一部学生剧里演一
位父亲。

“学生剧，就是学生团队拍摄的
短片，一般是作为他们毕业作品。”
何煜生记得，在那条短短的招聘信
息上，专门备注了，报酬比较低，非
诚勿扰。

但为了这个角色，何煜生自己
掏腰包，从成都飞回了上海。

“因为我需要这个演绎经历。”
今年年初，何煜生加入了一个短剧
招聘的信息群，群里都是他这种可
以做群演配角的中老年人。这里面
的选角流程很直接，影视制作公司
将演员需求发给经纪人，经纪人发
到各个演员群里，大家根据信息投
递简历，再从中进行筛选。

这样的群演群组，除了有按照

角色划分的，还有按照地域。例如，
川渝群、江浙群，零零散散，光是何煜
生加入的都有10多个，且个个都满
员。激烈竞争下，有相关演绎经历，
能拿出演出片段的，占有绝对优势。

于是，在数次被拒绝后，何煜生
开始自己刷经验值。

第一部学生剧，他拍了两天，都
是夜戏，拍到凌晨 2点。他饰演的
父亲，因为不理解孩子的选择，在家
里大发脾气，摔砸打骂。按照一天
300元的报酬，他发了两天的“火”，
收到600元劳务费。

但对比报酬，他唯一的诉求，就
是将成片发他一份。

不久后，他再次自掏腰包，从成
都飞到杭州，为一家银行拍摄宣传
片。在片子里，他是享受到相关金
融政策的茶园老板，导演希望他又
要接地气，又要有企业家的气质。

有了这两次经验，慢慢地，何煜

生的演出机会多了起来。
“我不为钱，但也绝不是玩票。”

何煜生将这作为人生的第二份工
作，他拿出了上一份工作的专注。
在这个短剧井喷，不断刷新流量的
当下，一个100集左右的短剧，拍摄
时间不会超过7天，最夸张的一次，
导演要在5天里拍完，于是，即使只
是配角，他每天在片场也要待到16
个小时以上。

刚开始，他会通过看经典影片
来研究角色的微表情，但后来他发
现，在短剧里这样行不通。“每集只
有不到 2分钟，不会给你慢镜头呈
现微表情。”于是，有伙伴告诉他，短
剧就是需要更夸张的演绎方式，“要
一眼就看出这人是好是坏，在狂躁
还是在高兴。”

“30亿，没问题！”
直到现在，何煜生都很难说，自

己的努力有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因
为外形条件，他演绎最多的还是各
种霸道总裁。第一次看见剧本里，
需要他甩出黑卡，然后说“30亿，没
问题”时，他第一反应是问导演，“真
的是30亿吗，30个，亿？”

导演摆摆手，让他照这样演就
行了。

“但我接触过的总裁都不是这
样的。”尽管心里嘀咕，但何煜生还
是按照剧本，用坚定狂傲的语气说
出了这句台词，“灯光打着，一堆人
围着你，后面还有那么多戏排着，全
剧组一天花费要上十万，你没法笑
场，也不能笑场。”

后来，何煜生知道了一个词，
“演员的信念感”。

他觉得自己还够不着演员这个
称呼，但他还是接受了短剧里这些
看似“悬浮”的故事。在现场等戏
时，他和其他伙伴聊天，有阿姨讲述
了自己一边拍着短剧，另一边每个
月还要花上千块充值看剧。

“我觉得就是当下大家的一个
情绪需求。”尽管入行不到一年，何
煜生觉得自己已经历了好几波短剧
的风向，“复仇爽剧火了一部，于是
大家就扎堆在拍，每天平台上都能
更新几十上百部同类型的。”类似
的，还有逆袭、穿书……在何煜生看
来，短剧是靠剧情抓住受众的猎奇
心，“大家不是说叫狗血剧吗，越狗
血就越想知道结果，或者说，哪怕知
道结果，也要看到最后。”

这也提供了海量的配角需求。
何煜生发现，参演短剧的中老年人
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就是他这样，最
看重的不是片酬，还有一类是真的
以此为生的。

“以此为生的老师就会很在意
通告，将自己的时间排得满满当
当。”何煜生印象很深，他遇到过一
天跑几个剧组的伙伴，上午在一个
剧组做女主家的势利亲戚，中午要
赶去另一个剧组做男主的富豪家
人，晚上还要再去一个剧组。

根据角色，一般这样跑一天，拿
到的劳务费能接近1000元。

“但是不适合你的角色，就会很
别扭。”何煜生就觉得自己的戏路有
点窄，他习惯了演霸道总裁，一面对
镜头，不自觉就会进入状态。但是
在一部戏里，需要他演一位卖菜的
父亲，面对少小离家成为明星的女
儿，他相认不相识。拍摄时，就在成
都一个繁华街道上，他没有了打着
发蜡的发型和三件套的西装，卖菜
父亲眼神里的怯懦、怀疑，他始终觉

得自己没演出来。

“短剧可以承载更多”
这样的经历，让将短剧作为事

业认真对待的何煜生觉得有点挫
败。他自己总结，演戏要自然，情绪
是不能演的，犹豫、生气、思考……
这些情绪都不能被演出来，而应该
是自然流露。

所以，他更认真为自己选择剧
本。

就在几个月前，一部以中年霸
总为主角的短剧爆火，开启了中老
年短剧的风潮。何煜生认真看了那
部剧，隐藏身份的中年霸总，遇到朴
实善良的中年女主。他觉得这其实
就是把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套在了
中老年人的身上，反转、爽点、套路
都是类似的。

但他又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趋势。在以中老人为主要受众群体
的短剧中，当主角变成他们，或许故
事情节和受众的实际经历毫无相似，
但至少年龄阶层是比较贴近的，“先
聚焦到了这个群体，内容还能慢慢调
整改变。”顿了顿，何煜生补充道，“那
我们这个年纪的也能去做主演了。”

话是这么说，但面对这种机会
时，他还是将角色和自己的配适度
放在第一位。最近，就有导演将一
部中年人为主角的剧本发给了他，
故事中的中年夫妻，没有任何身份
的“金手指”，两个离异的普通人，相
遇后的柴米油盐，平淡生活。

何煜生很喜欢这个剧本，但因
为之前饰演“卖菜”父亲的经历，他
觉得这个故事自己并不适合参演，

“因为我还不是很会，去演一些更需
要自然演绎的角色。”

不过这样的悄然改变也足够让
他惊喜。作为上海人，他特别喜欢王
家卫导演的作品《繁花》，那种精雕细
琢的华美让他沉醉。但作为短剧演
员，他也认可这种极快讲述的表达形
式，“短剧这种形式本身在当下是有
意义的，但在内容上还可以承载更
多，讲述更多种类和类型的故事。”

在何煜生看来，或许在当下，短
剧的华丽故事与真实世界之间有一
定的割裂。但这种割裂也可以被慢
慢填补。

何煜生最喜欢的角色，还是霸
总爸爸，在剧情里，他一点点将骄纵
的女儿掰正，引导她真正成长，挑起
重任。“所以你看，即使是披着短剧
和霸总的皮，也可以讲述一个父女
一起成长，相互理解的故事。”

据封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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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岁才出道，退休后他在短剧里做霸总

平台应履行资质审核义务
家电出现故障，在网络平台寻

找维修服务，是许多人的习惯。
记者了解到，今年9月，上海市

消保委针对某电子地图中家电维修
入驻商户信息进行了现场核查，其
中虚假信息占比超过40%。

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副
秘书长李凝介绍，消费者可通过多
种方式查询正规家电维修企业：家
电企业新产品上印有二维码，家电
用户可扫码查询；通过中国消费者
协会“查验宝”小程序查询；通过家
电品牌服务公众号、小程序、App查
询；通过购买产品的渠道查询。

中消协律师团律师、中闻律师
事务所律师李斌说，如平台以其名
义对外宣称提供家电维修服务、对
维修师傅的派单和收费都有决定权
和管理职责，那么平台作为合同当
事人，应对消费者承担相应的合同
责任；如平台只提供信息发布、交易
撮合、技术服务，并不介入到交易
中，仍应履行资质审核的义务。如
果平台明知或应当知道入驻企业有
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仍然不制
止、不屏蔽、不撤下链接、不采取相
应的技术措施，那么平台也应承担
连带责任。

有的平台企业借助互联网搜索
引擎发布广告。李斌说，作为广告
发布者的搜索引擎也负有一定的审
核义务，如审核维修经营主体是否
真实存在，有没有营业执照，是否得
到品牌厂家的授权委托，广告内容
是否合法合规等。

维修服务应明码标价
李凝介绍，根据《家用电器维修

服务明码标价规定》，家电企业应向
用户明示提供维修、安装等服务的
收费价格。如通过公示栏、公示牌
和收费价格手册等方式公示服务收
费价格信息，上门服务前要主动向
用户告知收费标准。服务完成后，
应按约定付费，服务人员应出具合
法票据并附结算清单。

根据国家规定，家电服务收费
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家电企业
根据服务成本核算服务收费价格。
因此，价格由家电企业根据市场供

求关系自主决定，但这不代表可以
漫天要价。

李斌说，经营者应当明码标价，
如提供所需更换零部件的费用清单
以及上门费、检测费等收费标准，保
障消费者依法享有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消费者也务必先询问收费标
准，如果报价明显高于市场价格，比
如两三百元的遥控器报价 1700 多
元维修，远远超过了重置成本，不仅
不符合市场规律，还可能涉嫌价格
违法行为。

进一步完善家电售后
服务标准

“一个负面家电维修案例曝光
后，可能会影响整个行业在消费者
心中的口碑，需要有行业标准来约
束，加强规范监管。”李斌说。

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统
计显示，我国家电服务业总体规模
已达万亿元，其中售后安装、维修服

务总体规模约 4000亿元。家电产
品保有量超过30亿台，维修服务有
较大需求。

“家电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售后
服务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李凝介
绍，自2002年以来，中国家用电器
服务维修协会已牵头起草了4项国
家标准、24项行业标准、17项团体
标准。2023年，协会经商务部批复
成立家电服务业行业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和家电服
务业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家电售
后服务标准。

李斌表示，由于通过网络发布
信息提供维修服务的经营主体众
多，监管难度较大，如消费者发现被
骗，应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有
利于监管部门根据违法线索及时查
处，还可以实施联合信用惩戒、曝光
典型案例，倒逼家电维修行业依法
合规经营。

据新华社

修个遥控器一千多元，如何不落入“黑维修”陷阱
近日有消费者反

映，修理一个原价两三
百元的电视遥控器，居
然要价 1700 多元！如
何寻找正规家电维修服
务？需要留意哪些问
题？记者采访了中国家
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有
关负责人和中国消费者
协会有关人员。

“所以，你有说过那句台词吗，‘少
爷好久没有笑得这么开心了。’”这是见
到何煜生时，我们脱口而出的第一个问
题。

眼前的他身材瘦削挺拔，穿着柔软
的羊毛衫和熨烫妥帖的西装裤，从头到
脚都写着“精致”。年轻时，他在一家国
企做外贸工作，严格自律。退休后，他
从上海到成都养老，坚持健身。年初，
他偶然“出道”，眼下已经拍了近20部
短剧。

他演过菜农、道长、茶园老板，但被
分配最多的角色，是爸爸、霸总，以及霸
总的爸爸，他说，“我们主要是给年轻人
做配角。”

即使是配角，何煜生也有自己的思
考。

这两年，短剧爆火，有人聚焦其创造
出的新财富神话，也有人吐槽这些讲述
的内容单薄浮夸。何煜生的关注点不
在这里。他有退休工资，可以比较从容
选择自己的角色。相比之下，他更在意
的是自己在剧里戏份最后有无被删减，
有没有演绎出不同的角色特质。

他将这作为一份真正的事业，从头
开始经营。因为他相信，作为一种新的
呈现形式，短剧完全可以承载更多内
容。而这些可能性，就是属于他们这群
中老年短剧“配角”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