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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35分） 
1. 现代文阅读　　　　　　　　 　　　　 　　　　 　 　　
现代文阅读Ⅰ

材料一：

在不同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工具人呈现的样子虽然千姿百态，但在本质上丧失人物个性，

缺乏行为动机，却是千篇一律。偶像剧中常常出现促进男女主角感情的“神助攻”伦理剧中免不
了有“作天作地”的“恶婆婆”，悬疑剧中则会有冷不丁冒出来的“关键人物”，他们要么坏得透彻
或好到极致，要么在两种极端状态间反复横跳。这种片面的人物形象不仅在剧情中显得无为突

兀，更与真实生活之间存在巨大断带，违背了影视作品反映和观照现实的创作初衷。近年来，

工具人的频繁出场在类型化特征较为明显的作品中表现更甚。例如在职场题材作品中，一众工

具人成为主角“打怪升级”道路上的垫脚石，凭借着庸俗老套且乏善可陈的人物冲突满足观众的
自我想象，博得关注。在这些伪现实题材创作中，脱离实际却吊足观众追剧胃口的工具人已然

呈现霸屏之势，成为此类作品极具迷惑性的外在伪装，实则与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南辕北辙。

工具人的泛滥和创作中的惰性思维不无关系。对于部分创作者而言，挪用在各种类型题材

中左右逢源的工具人，自然比潜心创作打磨一个全新的人物轻松得多。还有部分作品中的工具

人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创作者的能力有限所致。纵观近段时间的热播作品，即使那些整体口碑

和市场成绩尚可的影视剧，仍旧难以避免工具人的存在。在此类作品中，创作者原本寄托于用

庞大的人物关系为观众讲一个更加精彩的好故事，却没承想最终“乱花渐欲迷人眼”，反倒拉低
了作品水平。此外，工具人也是影视创作向市场化审美妥协的一大显著症候表征。随着市场数

据成为衡量一部影视作品“价格”的重要标尺，不少创作者囿于商业利益，往往倾向于在剧情中
加入大量能迅速刺激观众神经、引发舆论热议，吸引大批流量的奇葩人设，而罔顾逻辑合理性

和艺术价值。一言以蔽之，工具人崛起背后反映的是影视创作者创作能力上的欠缺，“关起门
来搞创作”的问题以及片面迎合市场的投机心态。

虽然部分工具人短暂带火了一些作品，但同样让作品遭到了反噬。我们应当警惕，在影视

配角塑造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的工具思维，已开始侵蚀影视创作的各方面，不少作品中单薄

无力的主角形象、陈旧无趣的背景设定、一成不变的俗套剧情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这种

按图索骥般的机械创作模式也不断使一些影视作品丧失应有的艺术美感，沦为文化工业的程式

化产品。对此，影视创作者应当从火热生活中采撷创作灵感，多一些深刻思考、少一些工具思

维，在合理编织的故事剧情里放置合适的人物角色。创作者还应认清影视配角对于剧情的功能

性和作为人的主体性之间的关系，不能将原本被期待着给作品锦上添花的配角，矮化成形同工

具一般的“眼泪收割机”“话题引流器”和“商业利益跳板”。不同于工具人对角色个性的收编和遮
蔽，一个好的配角关注影视角色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即使在有限的篇幅里，也能够发掘出自
身的人性弧光以及升华整部作品的必要意义，从而留给观众深刻的印象和深入的探讨空间。角

色不分大小，只有对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始终保有尊重，工具人的怪圈才会不攻自破；而只有当

配角回归应处的位置，才能与主角一起在跌宕起伏的故事里，释放出珍贵的人性光辉。

（摘编自《别让配角沦为“工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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