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看《安家》，觉得您变得温暖了，

少了点犀利？ 您怎么看这个变化？

A:评论说它比《蜗居》温暖，也不

一定， 中间的冲突矛盾也是很多，有
一些尖刻。

Q: 戏播出以后，观众哪些反应
让您意外？

A:有人认为虚构夸张，因为绝大

多数人购房的经历只有一两次，没有
遇到不代表不存在。

Q: 您能评一下演员表演吗？

A:罗晋太出乎意料之外了，我没

有想到罗晋这么会演戏。

Q:剧中还有不少客串的大咖呢？

A:我特别喜欢奚美娟老师，太细
腻了。 她什么都不用说，就往屏幕前

一站，你就想哭。

Q:您觉得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
难度加大了吗？

A: 心中有滑板， 处处都是滑雪

场。 本报记者 吴翔

手记记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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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85

后的武汉姑娘杨晶晶应该刚刚度过一

个团圆美满的幸福年。身为上海歌剧
院舞剧团的首席演员，今年她将担纲

团里重点创作舞剧《嫦娥》中“嫦娥”一
角。按照团里安排，主要演员本该在年

初五统一归队，向来以女儿为中心的
父亲则早早规划好要在小年夜来沪和

母女俩吃顿年夜饭。然而，就在老父亲
备齐了年菜准备开拔赴沪前一周，新

冠肺炎疫情席卷武汉，打乱了三口之

家的计划。
得知疫情暴发的那一刻，晶晶最

先拨通的就是家里的电话：“询问他最

近去过哪里，家里还有多少储备，口罩
和消毒液有没有买，最重要的就是反

复强调和提醒他‘不要出门’。”截至目
前，杨爸爸已在家坚守了整整 33天。

作为家里唯一的子女，晶晶除了每日
十多个视频关心爸爸是否安好外，并

没有办法为老父提供任何实际帮助。

“只要我没有排练任务，就会尽量开着

视频，我们一家‘云吃饭’‘云聊天’‘云

游戏’‘云团聚’。”晶晶说，因为学舞蹈
的关系自己走南闯北惯了，从来没有

像这段时间如此频繁地和爸爸说话，
仿佛是回到了小时候。

近日，比计划推迟两周的舞剧《嫦

娥》终于重又开排。杨晶晶说：“我现在
更能感受到嫦娥独守月宫的寂寞清

冷。她远远望着凡间的一切，那些她所
牵挂的人和事，却怎么也触摸不到。那

份无能为力，我深有体会。”
而也正是这场疫情，让杨晶晶更

了解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
句话寄予人们多少希冀和渴望。问晶

晶一切过后她最想做的事，她腼腆一
笑：“最想给爸爸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我的爸爸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晶晶
坦言，经过这场疫情的每个人都是幸

运的，大家唯有更加地珍惜彼此、珍惜
当下，才能不辜负这份幸运。

本报记者 朱渊

    “大家好，我是梁波罗。疫情发生

以来，我和大家一样，天天关注媒体
上的报道，读得焦急、读得揪心，也常

常读得热泪盈眶。”今天，新民晚报与
上影演员剧团合作推出的“申声传

情———2020抗疫专题节目”第一期
上线，82岁的梁波罗老师带着感动，

朗诵首发于 2月 15日新民周刊官方
微信的报道《快递小哥搞定金银潭医

护难题：我送的不是快递，是救命的
人啊！》。没有灯光、没有化妆、没有镜

头，只有一台台因陋就简的设备和一
颗颗滚烫虔诚的真心，在未来的日子

里，上影演员剧团老中青三代演员，

将陆续朗读《新民晚报》全媒体各端
的战疫佳作。电影人读的不仅是文

章，是真情与感动，更是信心与希望。
“虽然 1月初眼睛又开了一刀，

但疫情汹涌，我忍不住要看新闻。”梁
波罗说，“就想把这些故事念出来，让

更多人听到，鼓舞也激励更多人。”梁

波罗在家里整出一个小小录音间。
“把家里人都清场，我自己关在小书

房。然后把平板电脑竖起来，用手滑
拉着屏幕，再把手机用几本书垫高一

些，就可以了。”如此因陋就简，梁波
罗却说自己忙得不亦乐乎。他说，“女

儿一开始不知道我闷在房间里忙什

么，后来告诉我说她的不少朋友听到

了我念的《送别林军》，很受感动。”
“申声传情”的缘起，正是因为梁

波罗一周前朗读了武汉市中心医院

疼痛科主任蔡毅在自己微博写下的

长文《送别林军》，这则六分多钟的演
绎打动了听众，也打动了晚报的编辑

记者。为梁波罗朗诵配乐的是上影演
员剧团副团长、《声影》前三季导演刘

磊，他不好意思地说，“其实这些活儿
我也不熟练，现学现干，一点点摸

索。”
其实，剧团上下，大家都很想为

抗疫、战疫尽一份力。每一个参与其
中的人都带着爱。青年演员陈龙此前

募集的 N95口罩和专业防护服已经
用于湖北一线的医院抗疫，他拿到文

稿后当晚就完成了录制；何琳为了追
求朗诵的最佳效果反反复复地录制，

成稿的录音便有三份；久未露面的演
员龚雪字斟句酌，对朗读的文章里可
能有的歧义丝毫不肯放过；女

演员于慧交来录音后一天又呈
上了新版，只是为了精益求精。

首席记者 孙佳音

    “《作家丈夫写给护士妻子

的一封封抗疫情“家书”》这个
文章， 我还有几个地方要确认

一下。”达式常老师的声音传来，

他一如既往的认真，他跟我询问

文章的多处细节。短短夜光杯小
文，达式常老师却认真问了三五

个问题。

或许， 限于仓促时间和简单
设备，“申声传情” 并不是足够专

业的音频节目， 但却是满怀爱和
诚意的。因为在这些故事背后，不

仅是文字的打磨和动情的讲述，

更是每一个参与者真挚的情感和

坚实的信心。

梁波罗老师说， 他一个耄耋

老人， 能为抗击疫情做的不多，

“能做一些，我很高兴”。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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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电视剧《安家》热播。通过微信，找到编辑六六，她
倒是满嘴说起了自己的下一部戏：“我正在创作一部中医戏，包
括这次疫情里发生的故事，也是这部戏的素材”。回到《安家》一
剧，她说自己花了十个月的时间蹲点，采访了上千套房的购买经
历。她说：“我不会忘记那些陪着中介一起漫步街头的时光”。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台前幕后

文体人物

    3年前，有影视公司找到六六，

称公司买了日本电视剧《卖房子的女
人》版权，希望她改编一下。于是，六
六就开始了采访。时间漫长，量大只

是原因之一，“我只是从千百万个故

事里面抓出十个，最后呈现总体加在
一起没有超过 15个交易。”剧中的故

事，就不剧透了。几段没有写进戏里的

故事，倒是一直存在六六的心底。
一位中介是个小姑娘，六六采

访她，起初也不熟。有一天，小姑娘

电话六六，说是要请六六和她的一

个客户吃饭，因为客户是六六的粉
丝。六六觉得小姑娘太精明，想利用

自己来讨好客户，但后来还是去了。
见到那个“客户”时，六六发现她一

点也不像有钱人的样子，不仅没钱，
也没有买房的资格，因为“客户”早

年就去新疆支边了。女孩却一直叫
“客户”大姑，当初她们相识也在店

门口，大姑来问这里最便宜的房子，

后来小姑娘就带着大姑满街地逛，
去看不同的屋子，即使她知道大姑

买不起，也会陪她去逛，因为女孩很
享受她们在一起的亲人时光，这也

是这个异乡女孩在这座城市里所寻

觅的。“在这个城市生活，钱是必需
的，但是比钱更珍贵而且无价的是

情谊。”六六说。
在上千的案例中，六六看到了

很多不可思议。有的中介把房子装
修好再卖个好价钱，有的人是中国

第一批房产中介至今还在工作，有

的人热情洋溢，有的人接受采访时
的回答就像新闻发言人⋯⋯“我比

较喜欢整个采访的过程，因为采访
它本身就是生活。”六六说。最终，原

版的日剧 10集，六六写了 53集。
《安家》刚刚开播，就创了东方

卫视收视率两年内的新高。可能是
因为事关房子，也因为这段宅在家

里的日子，“中国人啊，对买房这个
事儿特别有执念，会认为我拥有了

房子，就有了这个家。所以中国人在

房产上发生的故事太多太多了，每
一家都有一本自己的经。”

六六写这部《安家》很慢，因为
她当时正在全脱产读研。读研那两

年正好是写《安家》的日子，“我要
写硕士论文，我其实是在写完论文

以后的间隙，才写《安家》剧本。”六
六说。读研的过程中，有的时候还

要出差，只能抽出一段来写剧本。
最终，六六不但以优异成绩毕业，

还办了个医馆。
现在，六六一心扑在一部中医

戏的创作中，她一直在关注着疫情，
观察着疫情中的人情冷暖，除了为

中医戏搜集素材，也在做一些实际
的工作，譬如推荐中医网络健康咨

询，筹集物资等等。她说，“大家觉得

《安家》热播了，是个话题，但我已经
在写新的故事。”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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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嫦娥”

感悟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