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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邓小平》 2004年播出 4集
山西省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摄制
该剧素材由邓小平的胞弟邓垦同志亲自口述，主创人员还

深入邓小平故乡四川广安等地采访搜集了大量真实可信的第一
手材料，进行了合理的艺术加工，前后历时5年创作完成。该剧
于 2004年 8月 22日在上海、四川、广东、河南、西藏等省级电
视台联合同步播出。该剧细致刻画了邓小平的童年形象，既生
动描述了一个孩子的童情、童趣、童心，又展现了他心中的理
想和信念。

《邓小平在会昌》 2004年 上下集
温州市委宣传部、温州电视台、浙江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
该剧以1932年至1933年间，邓小平在江西会昌中心县委任

县委书记期间的活动为背景，艺术地再现了邓小平下基层调
查、调动群众积极性、打败靖卫团进攻、扩大地方武装等光辉
事迹，重温了邓小平的革命胆识和人格魅力。

《邓小平在重庆》 2011年 5集
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出品
该剧选取邓小平同志1949年11月至1952年8月担任中共中

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时，面对百废待兴的严峻考验，沉着冷静地
平息金融风波，紧抓经济建设，修建成渝铁路，狠纠干部队伍
的不正之风等重要事件，展现了邓小平在重庆工作和生活期间
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2014年 48集
北京华影文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出品
该剧截取邓小平 1976 年复出至 1984 年国庆阅兵的时间节

点，全剧共分为“整顿科教，走向变革”、“实事求是、拨乱反正”、
“发展经济，建设四化”、“百废待兴，城乡共荣”、“时代先锋，国际
大潮”五个篇章，采用虚实结合的叙事方法，一条实线以邓小平家
庭为主，正面表现改革开放初期共和国的风云变幻；一条虚线以
小人物的命运为主，侧面讲述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以及普通民众
的深刻影响。

这个夏天，如果有人用“萌大叔”来称呼
一个男演员，那不用说就是吴秀波。凭借《黎
明之前》、《心术》、《赵氏孤儿案》、《北京遇上
西雅图》等影视作品一路爆红之后，他超乎
寻常的魅力又在今年暑期进一步爆发。正
在热播的电视剧《我的青春高八度》和《离
婚律师》里，他时而劲歌热舞的歌手范
儿，时而唇枪舌剑的大律师范儿，时而吹
胡子瞪眼的“卖萌”范儿，着实俘获了上
到中老年、下到青少年的大量观众的
心。但和他面对面采访，他以俯视的
姿态点评着这些作品，剖析着这些
角色的内心，完全“形而上”，仿佛
并不涉及角色、剧情的细节，又是
一副哲学家、教授的“范儿”。

“一家三口吃完饭，不可
能说一家人到医院看人家怎么
看病去；两个人谈恋爱，也不会去法
院看人家打官司。喜剧从本质来讲，是带观
众抽离现实生活，给他带来乐趣和臆想。”
吴秀波说。他喜欢卓别林的喜剧，因为“卓
别林每一部影片的故事，都其实是悲剧的情
节、喜剧的态度和节奏，这是一种人生态
度。”《离婚律师》也一样，虽然讲的是社会
中的悲苦和分离，但是，用悲苦和愤怒的心
态去表达，“不是我这个表演者的初衷”。吴
秀波在剧中饰演的大律师池海东，是现在正
被热捧的所谓“暖男”，形象高大上，对前
妻仁至义尽，对后来姚晨饰演的女律师表面
上针锋相对，实际上也很照顾，最后发展成
情侣。吴秀波说，“池海东在离异过程中妄
图寻找到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向，但是欲望是
天生的。一个如此和暖的、有财又有才的男
性尚且自私，那就更别谈那些有才无德、无
才无德的了。”曾从事过歌手、电视剧监

制、音乐编辑、商人等职业，经历过许多人
生坎坷的吴秀波也屡屡用“舍”和“得”来

说明自己的想法：“我以为能看到取
舍的人，生活已经进入了另

外一种世界。为什
么 说 有 一

种 心 态
叫向死而生呢？
当你知道你有一天会死的
时候，你就会重新开始一种人生
的规划。”

46 岁的吴秀波，现在是时尚界的
宠儿，他演的大都是医生、律师、大
学教授这些都市精英，但最近，他的
新剧 《马向阳下乡》 即将在央视播
出，讲述的却是他饰演的“不靠谱”
小公务员马向阳下乡当村官，几经挫
折和奋斗，最后成功地蜕变成了一个
开开心心、踏实肯干的“农哥们”，
吴秀波就将从“时尚大叔”，变成“全
能大叔”。为什么要接这样一部剧？吴
秀波说，因为他很喜欢农村，小时候

生活在当时北京的城乡接合部，能看到冒烟
的工厂和大片的庄稼地，“前一段时间去意
大利佛罗伦萨，随便溜达时站在大片麦田
里，觉得心旷神怡，你知道这里种的是粮
食，我吃这个就可以活下来。”吴秀波自信
有别人无法企及的专业度，他对《马向阳下
乡》 的剧本在开机前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使这个角色和他深入进去的生活发生更

大的矛盾和有趣的事，成为一个

真实的人。他确实是一个好人，但是有个发
展过程，而且是受到那块土地和空气的影
响”。

吴秀波说，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农村就
是落后的，愚钝的，剧中的马向阳也带着这
种想法去了农村，“去了才发现，农村人对
于事态的把握、阵营的权衡以及立场的捍
卫，可能城里人是有所不及的”。吴秀波希
望，“我的角色和观众是平等的，你的疑惑也
是我的疑惑，你的不安也是我的不安。”笔者
问他这部《马向阳下乡》和其他农村喜剧的不
同，他答：“这个世界是两种事物构成的，一种
是眼睛，一种是风景。这个戏更像让我带你去
农村，带着一双城里的眼睛到了乡村。最终发
现乡村也是城里，城里也是乡村的时候，这部
戏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

很多人想知道为什么吴秀波演戏演得这
么好，也许他的这段话里有答案：“我原来一
直以为，一个戏的好坏，是剧本决定的；一个
角色的好坏，是演技决定的，但现在想得更科
学了一些：一个戏的好坏，是缘分决定的，一
开始以为是披荆斩棘，其实不过是顺水推舟。
不过有两个词是做演员一辈子要记住的，一
个叫入静，一个叫一心。其实，拍戏没那么神
秘，就像打麻将一样，如果你不把生命成本
放进去，那个游戏怎么可能让你忘了现实？”
他说，演员其实从事的是服务业，“有人说，
你演《我的青春高八度》，一点阴谋都没有，
成年人不爱看，我觉得孩子爱看就行；有人
说，你演一个农村戏，穿成那样，少女们不爱
看，我觉得村里人爱看就行。你总得服务更
多的人吧。如果你能给别人带去欢笑，那
就带去欢笑，能带去眼泪，那就带去眼
泪，如果还能给别人带去自我疑惑中对生
命的反思，那当然更好。”

责编：苗 春 邮箱：wenhuawanxiang@163.com责编：苗 春 邮箱：wenhuawanxia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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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交响乐遇上电影将会怎样？当著
名民族交响乐作品 《梁山伯与祝英
台》，遇上当下电影高科技之最的4K技
术，又会怎样？

日前，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集团） 推出的中国首部交响乐电影
《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北京正式开机拍
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集团）
总裁高峰说，这是一部艺术电影、音乐
电影，“是中国电影界和音乐界联手的

首次尝试，也是中国电影艺术形式的
一次重大创新”。

开机当天，著名指挥家余隆率领
中国爱乐乐团和新生代小提琴演奏家
文薇一起，完整演奏了 《梁山伯与祝
英台》。这首 1959 年由何占豪、陈钢
创作的曲子，正是余隆的外祖父丁善
德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作曲系
主任时，促成其出炉的。

拍摄现场围满了蓝色幕布，幕布上
还有有规律排列的红点。导演王一岩此
前曾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
搬上大银幕。她介绍，这次执导这部音
乐电影，是“满棚满景，360度抠蓝”，后
期将用写意的、类水墨的意象，“展现江
南小桥流水、草长莺飞的场景，将梁祝
义结金兰、同窗共读、十八相送、楼台
会、化蝶的情景一一展现”，画面是超三
维的，“从天空到大地、到水下再到星
空，广袤又美妙”。她表示，“音乐是无形
的、空灵的，拍成电影就要用有形的具
象表达，这是很难的”，但影片会努力体
现电影人和现场的“观众演员”对音乐
的理解，做到“人情合一”，让观众得到
美的享受和深刻认知。“我们一定要吸
引观众到影院观赏影片。”

高峰透露，这部电影暂定为四五十
分钟，预计今年底公映。

说起评书，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想起她神
完气足的形态、高亢嘹亮的声音，想起
她在《岳飞传》《杨家将》里的干练豪
迈。如今，年届七旬的她再次倾情演
播，把百集广播评书《花果山传奇》带
到听众身边，在电波的律动中为听众奉
上文学经典背后的人文传奇。

有专家认为，花果山是 《西游
记》 有关故事发生地之一。《花果山
传奇》 以江苏省连云港市有关景点的
民间传说和风土人情为蓝本，以吴承
恩、施耐庵、罗贯中、李汝珍、吴敬
梓等文坛名人逸事为主线，运用评书
这种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艺术形
式，再现了 《西游记》《水浒传》《三

国演义》 以及 《镜花缘》 等文学经典
的成书过程和人物原型，将有关人文
故事和精彩传奇生动地演绎出来。刘
兰芳表示，这部评书从立项到录制前
后共花了20个月的时间，期间创作团
队曾数次实地考察、搜集素材，组织
座谈会讨论、研究，她本人则在录制
时再次进行修改，力求用更接地气的
语言，让听众“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让跨越几个世纪的人文故事在
当代再次散发出传奇的魅力。

据了解，这部广播评书于 8 月 15
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开
播，不久后还会在中国广播网等全国
100多家电台、网络陆续播出。

刘兰芳近影

近日，来自北京市16个区县的435
名基层文化骨干结束了北京市文化局

“千名基层文化骨干培训工程”的第三
期舞蹈培训班。20 天的音乐和舞蹈培
训不仅提升了她们的文化体悟，丰富了
她们的生活，还让她们对公共文化有了
更深的认识，收获了彼此纯真的友谊。

“千名基层文化骨干培训工程”是
北京市文化局于 2011 年 10 月启动的基
层文化配送形式之一，3年间已先后开
设了三期培训班，对北京市 16 个区县
1000 名基层文化骨干进行分阶段、滚
动式、系统性培训。北京戏曲艺术职业
学院则作为“北京市公共文化人才培训
基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培训工
作。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副院长黄珊
珊说，3年的培训把“送文化”和“种
文化”结合起来，通过教授易推广、接
地气的音乐和舞蹈，让基层文化队伍学
得会、用得上。北京市文化局局长陈冬
希望学员们可以学有所得，不断提升自
己综合素质。 （黄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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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交响乐

遇上电影
师 睿

《梁祝》：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自8月8日在央视一
套开播以来，备受关注。日前，该剧总编剧、中央文献
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邓小平研究专家龙平平，剧中
邓小平的扮演者马少骅、演员印小天等主创人员接受了
笔者采访，生动地呈现了这部“全景式邓小平剧”的产
生过程。

多方面超越以往同题材电视剧

不同于以往以邓小平为主人公的电视剧，《历史转折
中的邓小平》 在情景细节、故事的讲述视角以及公众所
关心的“脱敏”等方面都超越了过去的同题材电视剧。

“这部剧的创作历时4年，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龙平
平说，拍摄一部全面呈现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开
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重大贡献的剧作，是许
多人多年的愿望，但由于题材特别重大，困难重重，始终没
有完成。200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时，中央文
献研究室受命来牵头组织创作这部以邓小平为题材的电
视剧。“2009年2月，领导同志交代任务时，提前给了一些指
导性意见，总共有三条：第一，希望该剧的时间段放在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之间；第
二，这部剧的核心要反映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形
象：第三，除了反映邓小平的个人贡献外，还要反映国家整
体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龙平平说。

在过去的 10年里，虽然许多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
视剧里都涉及邓小平的生平事迹，但以他为主人公的电
视剧并不算多。根据部分资料，主要有 《童年邓小平》、

《邓小平在会昌》 以及 《邓小平在重庆》 等。这3部电视
剧都只是选取了一个较短的时间段或只是邓小平早期经
历的一部分。而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则表现了在中
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间段里的邓小平。此外，2003年公
映的电影 《邓小平》 也是由龙平平等编剧的。龙平平
说，该剧采取了“研究家加作家”的合作方式，因为毕
竟这部剧不是历史，而是电视剧，先后有许多作家为这
部剧的创作做出了贡献。

这部剧表现了邓小平在 1976 年至 1984 年这 8 年时间
的杰出表现。龙平平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所有人都和邓小
平有缘。无论是谁，无论多大年纪，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生活经历，只要是中国人，在你生活工
作的方方面面起重大作用的事情，一定可以追溯到小平同
志。如果没有他的一些政策，你所遇到的这些事情就会是
另外一个样子。”

创作过程中的彷徨与突破

从剧本创作到拍摄成剧，这一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我们也曾失落、彷徨，也有想甩手不干的时候”，龙平
平说道。剧本创作历时4年，拍摄112天，这个过程“非
常艰难”。龙平平坦言，“因为这段历史离我们太近。历
史学的一条行规是：当代人不写当代史，因为需要沉
淀。可该剧就是当代人写当代人。”

他说，剧本中人物众多，至少 50多位有名有姓的党和

国家领导人在剧中出现过，怎样呈现这些历史人物就是一
大难题。“尽管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领导改革
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是核心，但这也应该是第二代领导
集体的集体智慧和劳动成果。”最终该剧达到的效果，被著
名影视评论家李准称赞为“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剧作就是
改革开放的光荣榜、英雄榜。”该剧对事件的描述也很难。
1976年到1984年里的许多事件，“有的有结论，有的没有结
论。今天我们进入了社会结构的多元变化时期，审视过去
的经历和历史时很难让大家产生统一的共识。”所以，整个
创作就是不断研究、解决难点的过程，艰难前行。

与之前的同题材电视剧相比较而言，该剧呈现了更
多的情景细节。剧中全景式地描写了邓小平与家庭成员
在一起的情景。例如，剧中邓小平回忆当初是怎样追求
卓琳的，想到动情处，不禁拥抱卓琳。以往的剧作从没
有详细地描述这一段历史。同时，正像导演吴子牛所
言，该剧描写邓小平，采取的是平视而不是仰视的视
角。剧中的邓小平是生活化的政治家，生活化的凡人：
一位为瘫痪儿子擦背的父亲，一位弯着腰去够收音机的
老爷子。

“越深入了解当时小平的处境，越深入了解当时国家
的环境，内心就越激动。”剧中邓小平的饰演者马少骅说，

“我不担心表演技术能不能掌握或者外形像不像，最担心
够不上小平同志的思想、胸怀和情操。”马少骅做了大量的
准备工作，“要达到‘怎么演怎么是’的境界，我必须把自己
完全投入，才能掌握我要刻画的这个人的行为逻辑，他的
性格，他的情感世界。”他说。该剧还通过以印小天饰演的
知识青年田源为代表的一系列虚构人物，呈现了普通人命
运与时代变迁的图景。印小天说，“现实生活中，我们这代
人对邓小平了解不多。我一看到剧本就被打动了，因为剧
本就像揭秘档案一样。所有人都不应该忘记历史，也应该
了解为我们创造幸福生活的人，这对个人和国家都具有
正能量意义。”

“脱敏”的尺度目前已经破天荒

当被问到剧中有关“脱敏”的问题时，龙平平说，
目前已经达到了破天荒的程度，也有很多人关注的就是
该剧的“脱敏”问题。对于很多事件，人们的认识尚有
不同，也很难把握。龙平平认为，这8年间的“大事件不
能落”，也想过“不碰”，但后来觉得，当代人写当代事
都写不清楚，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后来在剧中就没有回避。
比如，剧中提到了“逃港”。龙平平谈到，其实十八大后，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调研，并瞻仰了邓小平遗像。“习主
席也多次谈到逃港，连习主席都不回避，我们有什么好回
避的？”“敏感不敏感，首先是你的立场、观点；其次，重要的
是客观。”“比如华国锋，这8年，如果没有华国锋是说不过
去的。也没有人提出‘华国锋就算了吧’的看法。”

龙平平说，“从剧本审查到片子审查，我们一路畅
通。尽管审查严格，程序很多，但没有遇到任何刁难，
遇到的都是支持。”他透露，这部剧在公映前，曾制作了
大量光盘送给上百人审查，范围很广，结果一路放行。

“我多次送片、送稿审查，这次是最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