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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新时
期电视剧创作与创
新·电 视 剧 导 演
2023厦门论坛在集
美海景皇冠假日酒
店举行，中广联合会
电视剧导演委员会
常务理事李路作演
讲。作为《人民的名
义》《巡回检察组》
《人世间》等热播剧
的导演、总制片人，
李路昨日接受本报
记者独家专访，讲述
他执导《人世间》时
的幕后故事，以及他
对厦门适合拍摄哪
一类“好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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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由路遥原著小说《人
生》改编的《人生之路》热播，国家一
级演员刘威饰演的是女主刘巧珍的
父亲刘立本，不少网友观看后直呼

“一秒就将一个倔强精明的农村老
头演活了！”事实上，这已经是刘威
第二次演绎路遥的文学作品，上一
部是《平凡的世界》，同样也是饰演
父亲角色，呈现的是坚强善良朴实
的形象。

昨日，刘威现身首届中国电视
剧大会的重要配套活动——2023
中国电视剧编剧行业峰会现场，与
业界知名导演、编剧以及平台方代
表齐聚鹭岛，再次谈及他的两部作
品，并分享创作心得。

《平凡的世界》和《人生之路》的
故事背景都是在黄土高原，具有鲜
明的地域特色。吉林人刘威，在剧
中则是操着一口流利的陕北话。之
所以被网友评论“演什么像什么”，
正是在于刘威对细节的把控和处
理。比如，为了讲好陕北话，他剧里
剧外都乐于钻研西北文化，苦练方
言。

“拍摄的时候，我都随身携带原
著，遇到瓶颈时，我就会回到原著中
寻找灵感。”刘威回忆说，为拍好每
一部戏，他在戏前戏后都会和编剧
多沟通常交流。在他看来，想要更
好诠释角色，演员要先学会看剧本，
把剧本读透，而每一次与编剧深入
交流，就是读透剧本的过程。

细数刘威这两年出演的电视
剧，《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人生
之路》……都是改编于文学作品，极
具现实主义色彩。文学作品的影视
化，已经成为当下影视行业发展创
作的现象和趋势，并且成功出圈的
作品不在少数。

现场嘉宾普遍认为，无论是文
学作品影视化改编，还是影视作品
文学化，重点在于剧本创作，影视作
品拍得好与否，往往是内容取胜。
对此，刘威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
说，“好的剧本像是一粒种子，演员
要甘愿化作一滴雨露，用真诚的演
技滋养剧本，而好的剧本也会反过
来成就演员。”

刘威的一番发言打动了《梦华
录》的编剧张巍，她接过话筒说，“威
哥是从业40年的老戏骨，他尊重编
剧，也尊重剧本作品，他是我现在最
想合作的演员。”话落，现场响起了
阵阵掌声。

昨日，杨阳第一次来到厦门，参加首
届中国电视剧大会。在大会配套活动

“新时期电视剧创作与创新·电视剧导演
2023厦门论坛”“影视剧的创新与机遇
主题论坛”中，她分享了自己的导演经历
以及对影视剧创新的见解。

入行40年斩获多个大奖
她的观众跨越各个年龄阶层

入行40年，导演杨阳曾斩获多个国
内电视剧行业大奖。从上世纪90年代
的婚恋剧《牵手》、20余年前的战争剧
《记忆的证明》、10年前的医疗剧《心术》
到2022年的古装剧《梦华录》，她的观众
跨越各个年龄阶层，作品涵盖多个领域，
在不同年代都掀起过热烈讨论。

杨阳回忆，1995年拍摄《牛玉琴的
树》，是她走到现实主义创作路上的一个
标志性事件，也让她感受到爱与生命对
创作的意义。“当时到西北的荒漠，看到
那样一群祖祖辈辈生活在戈壁滩上的
人，在艰难的环境中却带着灿烂的笑容、
不灭的希望和感恩的心。那种鲜活的生
命令我无数次热泪盈眶。”

在拍出热剧《牵手》后，有很多情感
剧找上杨阳，但她都拒绝了，并用三年的
时间完成了《记忆的证明》。“我心里放不
下抗战时期被掳往日本的中国劳工的故
事。我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让世界
听到中国年轻人的声音。”播出20多年，
这部内容深刻沉重的战争剧、历史剧依
然在豆瓣上有9.1分的高分，杨阳认为：

“这样的成绩说明，对这片土地的爱把我
们和观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福建省非遗茶百戏传承人
被她请来当《梦华录》顾问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杨阳开始探
索创作一些新的类型剧，例如一播出就备
受好评的《梦华录》。

“《梦华录》被很多人认定是古装偶
像剧，但我没有学过怎么拍偶像剧。”杨
阳说，看到剧本后，打动她的是剧中女性
角色携手前行、互帮互助的画面。这个
发生在宋代女性身上的故事，让她联想
到那些从各地到大城市打拼奋斗的女
性。“我把现代人的生活感受带到古装剧
里，带大家看宋代‘北漂人’怎样去完成
自己的人生使命。”

《梦华录》中对宋代民间生活的呈现
也广受赞美，这背后是剧组对文化的考
究。例如，在茶文化领域，剧组邀请了福
建省非遗茶百戏代表性传承人章志峰作
为专家顾问。“我希望这部戏让更多人了
解、爱上中国古典文化。以往我们创作
常常急于讲故事，其实平心静气讲故事，
将古代人的审美和生活方式呈现给现代
人，也是一种创新。”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是杨阳特
别喜欢的一句话。“不断归零，不断学习，努
力跟上新时代飞速发展的步伐。我相信，
心里有爱就会年轻。作为创作者，对自己
的民族和文化有爱，创作就不会枯竭。”

首次来厦门，集美学村独特的建筑
风格让杨阳印象深刻。“我对厦门的印象
非常好，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拍摄取景
地。”杨阳说，未来有机会将会选择厦门作
为取景地，“拍现代戏的可能性比较大。”

在昨日的新时期电视剧创作与
创新·电视剧导演2023厦门论坛
上，导演阎建钢抛出了他本次演讲
的主题：“新”。

阎建钢说，我们现在面临一个
新时代、新世界，也面临一些新科
技、新发现，自然也面临着一片新生
活。如果不在“新”字上下功夫，导
演的创作就跟不上这个时代，也得
不到广大观众的认可。阎建钢从新
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新技
术在当下影视剧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等方面，进行了深度阐述。

“在影视剧创作中，当平行宇宙
理论被大家接受，当物理发现呈现
越来越高水平的时候，就一定会对
当下世界观产生影响。”阎建钢说，
这些变化也会影响影视剧的创作思
维和创作理念。另一方面，新的变
化也为导演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新的
方法路径。

阎建钢表示，导演现在与将来
所要面对的受众群体是一群“新人
类”，这就需要焕新的价值观。在拍
摄《人生之路》时，阎建钢深有感触：

“新时代带来新需求，现在的年轻人
和世界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现实关
系。”阎建钢说，很多交流在虚拟时
空里就能完成，比如，观众对影视剧
的评价通过弹幕就可以反馈，这就
是新生活方式带来的观影新方式。

“我们面临一个科技飞速发展
的时代。”阎建钢举例说，多年前拍
摄《秦始皇》时，剧组要请1000个群
众演员，拉来1000匹马，不够的时
候连羊都拉过来。但现在有的场景
在摄影棚里用数字技术即可完成合
成。所以，如何适应、使用数字技
术，更新导演的表达手段，也是一种
思维的转变以及创作意识的改变。

阎建钢说，我们当下面临新世
界、新时代、新人类、新生活，需要有
突破自身的革新魄力。用崭新的世
界观、焕新的价值观、创新的精神和
自省的意识来面对新时代、新时期，
这既是对导演提出的新挑战，也是
每一位导演对得起时代、对得起观
众、对得起职业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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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威
国家一级演员，曾获中国

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中国

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中

国国家话剧院“荣耀艺术家”等

奖项。代表作有《唐明皇》《老

威的X计划》《十送红军》《白鹿

原》《红娘子》《我家有喜》《人活

一张脸》《幸福到万家》《生活万

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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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来厦门拍过戏，但厦门
这么漂亮，肯定是要来拍的。”谈到对
厦门这座城市的印象，李路笑称，他
知道厦门别名叫“鹭岛”，而他也常常
被人称为“路导”，当“路导”来到“鹭
岛”，也算是回家了。

“选择一个城市拍摄电视剧，代
表着这座城市和这个剧本的内核是
贴近的，像厦门这样带有大海元素的
温馨城市，非常适合拍摄情感、家庭、
偶像等主题的电视剧。”李路认为，虽
然近年来，有不少电视剧、电影在厦

门取景拍摄，但这座城市还是需要一
部能将城市中的风光、人文、建筑等
元素融为一体的“好剧”。

“拍摄《人世间》，把长春带火了；
拍摄《人民的名义》，把南京带火了；
拍摄《巡回检察组》，把青岛带火了。
接下来，我很希望能为厦门这座城市
创作一部电视剧。”厦门这座海滨花
园城市，在李路的印象中是浪漫中带
着诗意，他希望能有机会在这里住下
来、沉下去，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

“这个时代给予了我们丰富的艺
术素材，也正是如此，让我们这些从
业人员一直能从事喜爱的工作，对此
我们要心怀感恩。”《人世间》拍摄过
程中，李路瘦了30多斤，对他而言，
真正累的不是身体，而是劳心。

在《人世间》热播的一年多时间
里，李路婉拒了各头部平台、公司的
百余个优秀剧本，他表示，想放慢脚
步，给自己的创作生涯做“减法”。因
为他想沉下心来，雕琢出真正符合这
个时代的作品，让这些作品在历史长
河中更能经得住时间的检验。

“过去几年，我和业内其他的导
演，都看到了行业主管部门和协会对
影视创作方面的积极扶持和引导，同
时也看到了观众审美水平的持续提
升，这些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李路
表示，自己在未来的创作中，将坚持
国际视野，讲好更多中国故事。

在专访的最后，李路对《厦门
日报》的读者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
祝福，感谢大家对他作品的喜爱，
也希望未来能和大家再次相约厦
门，共同创作出属于这座城市的影
视作品。

“当时选择《人世间》这个项目
时，小说出版没多久，豆瓣上只有20
多人打分，也没获什么奖项。但我们
团队第一次开完会后，大家一致选择
顶住压力做这个项目，只是因为大家
都觉得它有‘力量’。”李路说，《人世
间》还没开拍时，有些朋友提出质疑：

“这么‘苦难’的剧，年轻人谁爱看
啊？”可等这部剧播出后，数据显示，
追剧的“粉丝”中，很多是年轻人，他
们还把这部剧推荐给自己的长辈。

剧情跨度50余年的《人世间》，
其间难免有着不少生离死别，李路认
为，不完美才是人世间。回想当时的
拍摄过程，李路告诉记者，拍摄持续
了7个多月，全剧组每天基本上都待
在摄影棚里。“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我
们把全剧所有火车站送别的镜头都
安排在同一天拍摄，一天下来全部都
是各种离别的戏份，当天纸巾消耗量

也特别大。”但也正是因为全体演职
人员沉浸在这种离别的氛围中，最后
成片效果特别好，第一集就“赚足”了
观众的泪水。

“这部剧中每个角色的选择，都
和规划‘作战地图’一样，需要谨慎选
择，只要差一个，都会导致成片效果
差点意思。”李路花了6个月来衡量
每个角色适合哪个演员。“辛柏青（在
剧中饰演周秉义）和宋佳（在剧中饰
演周蓉）是最后进组的，为此我们也
将剧中对应他们角色的戏份的拍摄，
往后延迟了一个月左右。”李路回忆
道，当时由于辛柏青家中父母身体欠
佳，宋佳也有工作尚在进行，虽然已
经开机，但李路坚持等他们两位到
来。最终，他们二人也被李路的诚意
打动，顺利进组，为整部剧拼上最后
一块“拼图”。

聊幕后《人世间》所有火车站送别镜头
在同一天拍摄，“赚足”了泪水

李路
国家一级导演、著名影视

制作人。代表作有《人世间》

《巡回检察组》《人民的名义》

《山楂树之恋》《老大的幸福》

等。作品曾荣获亚广联特别

推荐奖、“五个一工程”奖、飞

天奖，个人荣获金鹰奖最佳导

演等多个权威奖项。

阎建钢
知名导演，现任中广联合会

电视剧导演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中央戏剧学院研究所导演，第

21 届上海电视节评委会主席，百

合奖、华鼎奖评委。代表作有《秦

始皇》《为奴隶的母亲》《中国地》

《人生之路》等。

杨阳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

合会电视剧导演委员会副会

长，导演、编剧、制片人，曾获飞

天奖、金鹰奖最佳导演奖等奖

项，代表作有《牵手》《记忆的证

明》《天地民心》《心术》《将夜》

《梦华录》等。

看厦门 希望在这里住下来
为鹭岛创作一部电视剧

谈未来 将坚持国际视野
讲好更多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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