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晚，《狮子山下的故事》在央视一套黄

金档开播。熟悉的演员，还有对内地观众来

说同样熟悉的太平山顶和茶餐厅，亲切感扑

面而来。更熟悉的故事，就从1984年中英和

谈讲起。

要如何用一部27集的电视剧，在一个小

小的茶餐厅里闪转腾挪，来表现香港近四十

年的变化与发展，来记录“东方之珠”从回归

祖国、走向繁荣安定，最终融入大湾区再次出

发的时代巨变？让我们听听主创怎么说。

“这个戏最重要的是人情味，它讲述的是

家人、朋友、兄弟姐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想

要表现在大家的一生不只有爱情，还有人的生

活。”拍摄过《楚乔传》《步步惊心》《有翡》的吴

锦源导演介绍说，《狮子山下的故事》讲述了上

世纪70年代，香港草根西餐师傅罗一同与好友

李高山、劳金共同经营“好兄弟”茶餐厅，开启

了共同打拼的岁月；而“港式靓太”甄茜美、广

东“新移民”梁欢与北京姑娘夏蕾，同样在缘分

交织下扎根于香港，照亮着彼此的人生。“这

些‘小人物’和他们的家庭，经历了香港回

归、金融风暴、申奥成功、非典疫情、全球金

融海啸……数十年铿锵岁月，共同书写了两

代人的奋斗史。”吴锦源说，剧中出现的很多人

物，是成长过程里见到过的真实的人，“很多人

是有原型的，只不过是融合很多人合成一个人

或好几个人物。遇到的事情很多也是真实的，

甚至有些是主创人员的家人、朋友发生过的事

情融进来；又或是见过的社会新闻，把故事、社

会感受、社会经历放进戏里，可以让大家感受

到这是香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

参与过《妙手仁心2》《我本善良》《荣归》

创作的编剧陈宝华，对于在香港回归祖国25

周年之际再写“回归”故事，这样说：“《荣归》

是香港回归10周年时候拍的，讲述的一个家

庭几年的事情。《狮子山下的故事》更有挑战，

讲述从中英和谈到现在30多年的变化。”对于

新作，她很有信心，“这部剧含有香港独特的

地域文化，很精练，没有废场。这次除了恩怨

情仇还有人间冷暖，我比较注重写人物，每个

角色都有他的精彩的一面，人物的喜怒哀乐

我又把它们装进发生的大事件里。”

昨晚，这家“喜欢你”茶餐厅还未改名，叫

作“好兄弟”茶餐厅，黄觉、谭耀文、谢君豪扮

演的三个好兄弟在电视剧开播的前五分钟就

一起亮了相。“茶餐厅在香港的文化里是不可

替代的场景，是香港人的精神寄托，滋生香港

文化和各式各样的人的场所、滋养出‘情’。”

黄觉来自内地，但他却也很懂得“茶餐厅”之

于香港的意义。

这一集的片尾，谭耀文饰演的李高山带

着刚刚从内地来港的妻子梁欢，一起来到太

平山顶。“当李高山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都

会去香港太平山山顶俯视整个狮子山下的万

家灯火，给自己很多的勇气，重新能振作起

来。他能代表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人，也能

反映当时很多市民的努力。”这个剧里剧外都

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说。 本报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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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艺，是中国话剧最高荣誉的舞

台。在北京人艺70周年的历史长河里，培

养了昨晚直播刷屏的集结于1999年版《茶

馆》的优秀演员——梁冠华、濮存昕、杨立

新、何冰、吴刚、龚丽君、冯远征等，还不论上

一代《茶馆》演员于是之、蓝天野、郑榕……

相当一部分在影视剧中能让观众五体投地

的实力派演员，多半都是从话剧舞台上跌打

滚爬出来的。

《茶馆》刷屏，仅仅是因为这些名演员吗？

作为中国第一所艺术院团，北京人艺

1952年创建之初得到作家郭沫若、老舍，剧

作家曹禺，导演焦菊隐等精心扶助，拥有舒

绣文、于是之、英若诚、濮存昕、宋丹丹、徐

帆、胡军等一大批艺术家……

60年前，首任院长曹禺、副院长焦菊隐

和欧阳山尊、秘书长赵起扬连续聊了整整一

周，每天上下午各谈三小时。这场载入史册

的“42小时谈话”提及了如今依然挂在每一

个北京人艺人嘴边的话“戏比天大”“只有小

演员，没有小角色”，尤其树立了北京人艺精

神或曰院风：一棵菜。一棵菜有菜帮、菜心、

菜叶等等，但只有紧紧抱拢在一起，才能组

成一棵完美的大白菜。

时至今日，今年60岁的副院长冯远征

对这个比喻如此诠释：“戏比天大”这四个字

是刻在排练厅的墙壁上的，但是有点“形而

上”，而“一棵大白菜”这个十分接地气的说

法，贯彻在北京人艺的日常。巡演时，大牌

演员与服化道等幕后工作人员待遇完全一

致。就连门卫张大爷（大名张明振）的名字，

也会与导演、演员的名字一起端端正正地记

入每十年出一本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建院纪念册》。

但是对于一起抱

拢，冯远征还是以自身的经历，慢慢体会得

越来越深刻的。上世纪80年代末，冯远征

去了西德的西柏林高等艺术剧院学戏剧。

在德国，他每周都去看戏，有时候看得热血

沸腾，有时候看得泪流满面，“我事后想想，

觉得自己泪流满面是因为想回到舞台上演

戏。”1991年，他回到了北京人艺，“所有人，

无论你在外面是干嘛的，进了北京人艺这扇

门，大家都是为了干一件事——演戏”。

“达康书记”吴刚和冯远征是同班同

学。他们当时的班主任是林连昆——也曾

担任过人艺副院长。吴刚回忆当年上表演

课，学生骑自行车到人艺周边遛一圈，观察生

活捕捉情节，回来融入小品，表现出来。林连

昆一看就能看出哪一段“没有生活，是编的，

下一个！”事后，林老说：“你骗我没关系，但你

不要骗你自己——观众迟早看得出来。”

吴刚最喜欢的地方，是北京人艺的后

台。他都能闻得出后台“特别的味道”，“二

楼和三楼的化妆间的味道还不一样，那是混

合着化妆品、服装等各种物料的味道。”他提

及这股味道还会眯起眼睛，“那是一个个角

色塑造出来的地方，那是一台台戏诞生的地

方，那是老一辈艺术家能回来看着我们的地

方，那里孕育着北京人艺的精、气、神。”

北京人艺的每个人，都是多面手。杨立

新不仅上台演戏，还在《茶馆》后台担任声

效：“茶馆里还有厨房，还需要从远处传来

擀面、炒面浇头的声音……”所以，他也

在后台拿个擀面杖舂椅子。

《茶馆》是老舍

为了宣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普

选制度而写的。当时焦菊隐一看，认为主

要创作对象（角色）是中国人民，服务对象

（观众）是中国人民，所以一定要体现中国

人民的民族风貌、民族气概、民族品格……

需要我们对民族感情与民族品德有深刻的

理解和体验，并且要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

的方式来表达——聚焦到一个比方，那就是

“一棵菜”。这也是《茶馆》昨晚刷屏的原因

所在吧。

□ 朱光

菜뿃듳냗닋 本报讯（记者 吴旭

颖）昨天，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迎来“70岁”生日。下

午1时，一场持续9小时的

特别直播活动开启，晚上

7时半，采用8K技术录制

的院庆版《茶馆》，首次通

过网络高清实时直播。据

统计，当晚通过网络平台

观看直播的观众达5000

万人次。

随着《北京人艺70周

年纪念专题片》的首发，以

“为人民而歌 与时代同

行”为主题的直播正式开

播。特邀主持人白岩松坐

在北京国际戏剧中

心曹禺剧场的舞台

上，和从北京人艺

走出来的表演艺术

家一起，回顾人艺

历史，展望人艺未

来。

在直播访谈

中，濮存昕、李光复

回首了剧院历史和前辈们坚守的人

艺精神。濮存昕谈到刚刚离世的表

演艺术家蓝天野：“他是我的恩师，

没有他我进不了人艺。”白岩松拿出

陈小艺的一本旧笔记，上面还有老

师苏民的点评。陈小艺说，每堂课

老师都会批注，这是人艺精神薪火

相传的见证。在北京人艺成长起来

的冯远征，如今已是副院长，他从自

己首次登台，讲到培养年轻演员。

《雷雨》《蔡文姬》《天下第一楼》《窝

头会馆》……一部部经典让“北京人

艺”成为观众心中的金字招牌，也是

演员成长的必经之路。“经典剧目是

个筐，一代又一代演员往里装。”

院庆日演《茶馆》是北京人艺的

“庆生传统”。此次《茶馆》集结了

1999年第二代《茶馆》的演出班底和

众多青年演员。“秦二爷”扮演者杨立新，担任

了复排执行艺术指导。“只有小角色，没有小

演员”是人艺演员共同坚守的精神。回到

人艺《茶馆》剧组，何冰演的仍是“刘麻子”。

李光复也再度扮演巡警、方六等角色。一

批退休的老艺术家也回归舞台，为剧院庆

生。退休十年再登台，“庞四奶奶”杨桂香感

慨：“我忘不了上一代老艺术家的帮助教

导，人艺70年了，我真的很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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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茶餐厅 几代香港人
《狮子山下的故事》昨晚开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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