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艇”今开桨
10

8

2021 年 10月 23日 /星期六 首席编辑 /李 纬 视觉设计 /戚黎明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汇文 体
新民网：www.xinmin.cn

Culture and Sports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来信：dzlx@xmwb.com.cn

    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

新演艺微信公众号

    4年前，周梅森编剧的《人民的名义》

播出，火遍全国。坊间一直流传，周梅森要
推《人民的名义 2》，甚至在前年一次电视

招商会上，耀客还宣布了剧名———《人民
的财产》，大众翘首以盼。终于在本周，这

部剧更名为《突围》后，与观众见面了。果
然，这部剧第一天只播出了一集，便拿下

了 21个热搜。

和《人民的名义》一样，周梅森也把
《突围》的故事安排在京州。故事中，齐本

安（靳东饰）、林满江（黄志忠饰）和石红杏
（闫妮饰）三位主人公都是矿难的遗孤，他

们来自不同的家庭，被组织上安排由奚美
娟饰演的角色收养，长大成人后各自走上

了国企的领导岗位。观众可以看到他们在

同一时代背景下有着不同的价值观，有人
让步就有人坚持，有人妥协就有人担当，

人性的暗面与光辉共存。剧中人物面临的
人生抉择，就像靳东所言：“不要说是国企

领导，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定也会

碰到身边的亲朋好友来找你帮忙办事，这
时候，我们一定要坚持做人的原则和底

线。”当然，最终一定有人在诱惑面前守住
初心，忠于良知和信仰，突出重围。

故事与周梅森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
1974年，周梅森高中毕业后，成了徐州矿

务局韩桥煤矿的一名矿工。在那里，周梅

森和一些同龄人成了朋友，“我认识的好
几个孩子都是因为矿难成了孤儿，小的

15岁，大的 17岁，组织上安排人抚养他
们长大，也送他们来车间学习一技之长。”

当那些孩子步入中年后，有的成了劳动模
范，有的走上领导岗位……“我还看到，这

其中有些人在管理岗位上犯了错，被捕入
狱，我再次被他们的故事震撼了。也就是

从那时起，我想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但
直到 30年后，《人民的名义》打开了一片

很好的写作领地，我才开始动笔。”

    昨天，电视剧《突围》的主创齐聚上海，主演靳

东、闫妮、黄志忠等和观众分享了幕后的创作心
路。由于周梅森的剧向来台词量大且难，所以在拍

摄这部剧时，演员们都“偷偷”躲在各自的房间里

用功，找来助手帮忙对词，有的助手被反复“折
磨”，甚至都能背下其他演员的台词。正是经过关

起门来的努力，第二天演员们片场相聚，才能嘻嘻
哈哈，举重若轻。

“以往拍过的戏里，都是我先发起攻击，或者
我来挑起这个争端，而这次的《突围》，我身边的人

除了黄志忠以外，他们都是‘围’，只有我在往外

‘突’。我只能去选择被制约、被闷在那里。”靳东
说，“2018年 3月，沈严导演把刚出来的 20集剧

本交给我，我纠结了差不多有半年。但后来我想，
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一部戏，能够汇集这么多的

优秀演员，这么强大的阵容，所以我来了。”
相比靳东的犹豫，黄志忠坦言一接到剧本便

被所有人物打动，他说：“周梅森确实厉害，一场戏

就能把每个人物的状态、性格、色彩全部雕刻出
来。我最着迷的就是台词，拍摄期间，我每天回房

间后，都在跟台词较劲！台词量太大了，同时又非
常精彩，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台词里的信息量生

动、准确、鲜活地表现出来。”
说起在台词方面用功，闫妮也说：“我记得句

号的助理每天都说我的台词，有一天，我们一起吃

早饭，他还在背我的词。我问他，你怎么把我的台
词都说了，他说因为我跟句号老师每天要对词，都

会背了。”除了在台词上用功，闫妮还为塑造角色

向导演提了很多建议，比如石红杏（闫妮饰演）自
杀的那场戏，闫妮觉得应该让石红杏在人生最后

的时候穿上从前的工装，这样才能找到做人的根。
闫妮说：“导演给了我们演员很大的创作空间，所

有人都为这部剧花心思花工夫，才让整个拍摄过

程非常快乐！” 本报记者 吴翔

《突围》主演来沪聊拍摄花絮

躲起来与台词较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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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煤矿工人到被誉为“中国政治

小说第一人”，周梅森多次荣获国家
图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

视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等奖项，
他说：“生于这个时代，我的创作不能

不关心这个时代。”
在周梅森心中，引领他创作的偶

像是巴尔扎克。13岁那年，周梅森从

一个收破烂的老人那里得到一本旧
书，尽管前后少了十几页，这本《巴尔

扎克传》却深深吸引了周梅森，他至
今难忘巴尔扎克在拿破仑塑
像下写下的一句话：“你用剑

征服世界，我将用笔征服世

界！”少年周梅森暗暗发誓：“长大了，我也

要做中国的巴尔扎克！”
和巴尔扎克沉浮商海、办过肥皂厂和

印刷厂的人生经历很像，周梅森做过煤矿
工人，当过市政府副秘书长，做过生意，炒

过股票……这些经历拓宽了他创作的题材
和视野。“我生活在中国脱离计划经济，走

向市场经济、走向全面改革这一时期。没有
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周梅森说，

“作为编剧，我很努力，没有偷懒。就像我做
这部《突围》，不是为名为利而来，是带着使

命感，要完成人生的愿望去做的。”
创作还在继续，周梅森说：“未来有可

能还会有京州的故事……”本报记者 吴翔

    那一年，筹拍《突围》前，周梅森告诉

上海耀客传媒总经理吕超：“这不是《人民
的名义 2》，也不是案件，可能会丢失原有

的观众。”吕超说：“优秀的作品不要套
路！”于是，周梅森开启了一场“孤独的战

役”，前前后后打磨，历时 5年。

“我想把这部剧做成《清明上河图》
式的作品，剧中不仅要表现国有企业，也

要有中小民营企业，把当代百姓各个层
面的生活用我的视角展现给观众。”周梅

森说。在《突围》中，观众将会看到，周梅森
以国企改革为切口，党政高官、企业高管、

报社记者、底层弱势群体等各类人物纷纷

登场，刻画出众生相。
回望这 5年的创作，周梅森说：“这部

剧修改超过 1000次，两次重拍，费了很大

劲，整个创作团队付出了很多很多。”在拍

摄过程中，周梅森看到了一群优秀电视人
的坚持和努力。周梅森说：“这部戏难度很

大，台词量也很大，尤其是和工作相关的
台词不仅量大，而且很专业。剧组中每个

人都在发挥创造力，给这部剧做加法。每
一个演员都为这部戏下了功夫，沈严导演

也为这部戏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试想一

下，如果剧本不好，导演再差一点，演员再
念个‘一二三四五’代替台词，那么这个戏

就没法看了。”
《突围》首播当晚，周梅森也和观众一

样，守在电视机前，他说：“书在全国上市
了，电视剧也在东方卫视、浙江卫视播出

了。这就像一个节日，辛辛苦苦一百多万
字，30年的期待终于落地了。”

“这是我
一生最想写
的故事！”昨
天，当周梅森
看到根据自
己的小说《人
民的财产》改
编的电视剧
《突围》播出
后说，“写这
样的故事是
需要勇气的，
这绝不是一
部工业化、套
路化创作出
来的《人民的
名义 2》，而
是藏在我心
中 30 多 年
的震撼。对于
我这个年龄
来说，一百多
万字，5 年完
成，这无异于
也是一场战
役，一场孤独
的战役！”

30年 两回震撼

5年来 千次修改

13岁时 一句名言■

《突
围
》剧
照

■ 《突围》主创齐聚上海，前排左四为编剧周梅森

台前幕后

■ 秦岚饰演范佳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