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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了拍戏的效率，索性不吃了。另有一次，须出演一个着一袭

长衫的特务，为了不弄皱衣服，影响到该角色的形象特征，就

一直站着，不坐。“一坐下，衣服肯定弄得跟梅干菜似的，那

怎么行。”

挑剔苛刻的接戏标准

戏红了，人红了。张志坚称，每一个演员，都希望角色火、

自身也火，“如果我说只愿意角色火，完全不愿意自己火，假话”。

不过，内心的喜悦，并不是因为“我出名了”的虚荣，而是因为，

你的表演，被公众肯定了，那么，更多好的角色，或随之而来。

你将迎接更多机遇与挑战，你的平台被拓宽了。

谈及接戏的标准，张志坚则表示，自己不光挑剧本、挑角

色，还挑团队。“我‘苛刻’到什么程度，定了一个剧本，我

要先会会导演、投资方。有些好的导演，满嘴都是艺术，偏偏

幕后的投资方呢，满脑都是生意。这种情况下，导演的想法，

全是空中楼阁，不可能实现的。我还要细细地问一问演职员阵容，

摄影是谁？剪辑是谁？美术是谁？……”

自然了，剧本问题是首要问题。张志坚要干货，要厚厚一

沓让人手不释卷的好本子。“像《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本子，

就都是干货。相反，现在有些编剧啊，大约也是为了照顾不给

力的演员，我看那个剧本，杀伤力不大而侮辱性极强——啰啰

嗦嗦的提示写得老长老长，巨细无遗，唯恐演的人是个傻子，

哎。还有一些编剧呢，到底年轻，文字能力是可以的，就是阅历、

经验不够，格局、情怀不够。事实上，对我们演员来说，好的台词，

表达准确，技术上就是朗朗上口的；它还有那个文化内涵在，

能当场打动你。过去，刘和平老师写《大明王朝 1566》，偌大

的会议室，刘老师说，两三个孩子帮他打字。每一句话，都是

深思熟虑过脑子的。湖南还有一个编剧，盛和煜老师，也非常

厉害……”

但凡业务相关的内容，张志坚总能聊得洪波涌起，急湍甚箭，

一如流经家乡的那条扬子江。他觉得，自己还是幸福的，从事

着一份由衷喜爱的职业，并且足以谋生。“（上世纪）90 年代

初的时候，我参演了电视剧《深圳人》。投资方里，有一个潮

汕老板，他告诉我，尤其羡慕那些忙碌了一天，下班后冲了个澡，

然后坐在墙头上观赏四周风景的农民工——他们依然保留着单

纯的心境。眼下，我的心境，也是这么单纯。我没有为生计所迫，

挣到的钱够花了，那么还有什么理由不做自己乐意做的事情？

还有什么理由不多接好戏？还有什么理由不为之付出？”

张志坚直言，做一个演员，不必总是钻营人情世故，还是

要把精力放在研究角色上。有时，和一些同行眼睛对眼睛、鼻

子对鼻子地面谈，发现他们“面目全非”，原是没底的、是虚的，

和饰演的角色并无关联，更无对作品的回味与深思，倒挺热衷

于交际应酬，遂兴致顿减，怅然若失。“我常说，要让角色渐

渐地附到你的身上，演员要走进角色的人生。当演员和角色合

二为一了，会很快乐，你因为这个人物又活了一次。那种感觉，

用‘感动’不足以形容。”

聊到最后，记者问，你有比较欣赏的演员吗？接下来特别

想演什么角色？张志坚给出的回答是统一的：罗伯特·德尼罗

和阿尔·帕西诺的作品，都买了碟收藏。几十年后再看，经典

依旧经典。至于想演的角色嘛，想演枭雄，但是也看机缘了——

“其实，董建昌我就是照着一个枭雄去演的。蒋介石在他嘴里

都是‘老蒋’，随便叫叫的。”

枭雄，好罢。张老师的剧迷们，惟愿他在表演艺术的这条

迢递征途上，秉持着枭雄般的作风，刀出鞘而浴血，继续马作

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开疆拓土，攻克乃还。

张志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