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和伟能够把自身的魅力和性格细节实现在人物的营建之中， 从而走向更扎

实的演艺生涯。 剧照分别为：《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左）、《一出好戏》（右上）、

《下一站，别离》（右下）

于和伟热爱三国故事 ， 多次出演

三国的角色： 1999 年在 《曹操》 中扮

演荀彧， 2001 年在 《卧龙小诸葛》 中

扮演鲁肃。 2010 年的历史剧 《三国》，

于和伟扮演刘备 ， 这是一个与之前的

传统角色完全不同的刘皇叔 ， 于和伟

演出了刘备性格的复杂性 ： “得何足

喜， 失何足忧 ” 的大伪似真 。 台词是

一重 ， 表情折射出的心态是另一重 ，

于和伟在复杂性中赋予历史人物人情

化的独特一面 ， 这种出现在历史人物

身上的个性色彩 ， 诸如刘备的数次

“萌” 点是以前的同类角色所没有的 ，

于和伟突破了符号化的角色的统一性，

塑造出有富有性格和层次的人物 ， 并

将自身对人物的领会理解变成一种细

腻的包容和表现力 ， 呈现在角色的情

绪和动作之中。

去年的三国历史大剧 《大军师司

马懿之军师联盟》， 于和伟扮的曹操 ，

同以往的角色相比， “进可金戈铁马，

退可赋诗咏怀”， 于和伟和扮演司马懿

的吴秀波， 两位当下中国影视圈的实

力派男演员多次飙戏 ， 可堪 《军师联

盟》 中最富张力的精彩段落 。 于和伟

的表演长项之一在于其并非单一表现

凸显个人演技 ， 而是配戏亦出彩 ，

“抬” 高搭档， 不仅他自己的角色分寸

感服帖到位 ， 但凡和他配戏的演员 ，

都能在和他对戏的过程中尽显优势 ，

这种功力体现的是对表演层次大局观

念把握、 演员个人耐性和情绪张力尺

度的克制技巧 。 譬如 《军师联盟 》 中

“鹰视狼顾” 的重头戏： 曹操扔棋子试

探司马懿， 引得司马懿露出了 “鹰视

狼顾” 之相， 两人对视， 在那一刹那，

曹操眼神中流露出了极为复杂的情绪：

好奇、 期待， 又有所思 。 然后曹操用

大笑来掩饰和拧转这一刻两人对峙的

紧张和濒临爆发的情绪 ， 笑到一半 ，

又突然停下来， 继续若有所思地凝望。

这场戏没什么台词 ， 但非常好看 ， 将

两个优秀演员的优势都凸显了出来。

演历史剧， 面对尽人皆知的刘备、

曹操等历史人物 ， 于和伟演绎出了与

前不同的性格层面和质地 ， 且分寸感

得当。 在历史人物的呈现上 ， 要获得

完全新的良好认知并不易 ， 其一要符

合中国古典美学 ， 另一方面要突破传

统的人物定位 ， 实现这些古典角色身

上和当下观众产生共情的一面 。 这种

把握只有对人物的认真钻研和努力突

破才能获得。 在扮演这些人物时 ， 于

和伟不仅外型样貌符合中国传统古典

审美， 更重要的是 ， 他深度揣度这些

人物的普遍人性 ， 赋予他们与现代人

情绪共通的表演呈现 ， 使得这些人物

不仅是传统故事里的元素 ， 也成为了

活生生的人。 他不仅融入了那个时空，

并在那个时空的金戈铁马 ， 春花秋月

中水到渠成， 游刃有余 。 因为人情练

达， 性格丰富 ， 从而让他扮演的这些

古人们穿越时空 ， 来到了当下 ， 成为

可亲近可了解的对象。

于和伟表演细腻 ， 台词断句特别

自然、 生活化 。 这让他在爱情戏的演

绎中， 也颇有表现力。 2014 年 《下一

站， 婚姻》 里的龚剑 ， 一名离婚的退

役军人、 地产公司总裁 ， 和一位单亲

妈妈产生了感情 ， 于和伟将一个中年

人对情感的审慎持重 ， 却又不由自主

地为爱沦陷， 甘心付出的过程表现得

淋漓尽致 。 到了 2018 年的 《下一站 ，

别离》， 于和伟扮演了情路坎坷的单身

男士秋阳， 因为各种缘故与对方签订

合约婚姻， 从假结婚到真感情的漫长

情感马拉松。 于和伟擅长在爱情故事

中营造事业权威 、 感情慢热型男人 ，

用眼神 、 笑容以及各种身体语言来演

绎人物的两面性， 一方面是认真负责有

担当的成熟男性角色， 另一方面也逐渐

为对方吸引而产生情感偏移 。 与此同

时， 他又在这种慢热的个性中再逐渐融

入可爆发的一面 。 《下一站 ， 别离 》

中， 秋阳发现找上门来的小女孩陶陶是

自己亲生女儿， 却被前妻隐瞒多年后，

瞬间感情爆发， 怒吼一声 “为什么 ”，

而之前的秋阳一直是说话慢条斯理， 很

少有失控情绪。 这一刻属于情绪的合理

爆发， 富有感染力。 再下面一场戏， 父

女相认片段， 他始终红着眼圈， 并没有

夸张的情绪， 但真实的状态却有充分的

渲染力。

值得一提的是 ， 于和伟在 《下一

站 ， 婚姻 》 中搭档刘涛 ， 《下一站 ，

别离 》 中搭档李小冉———这是两个在

表演方式、 气质上都差异很大的女演

员， 她们和表演功力细致的于和伟搭

档， 都能非常好地表现出自身优秀的

一面。 在擅长调动对手戏的于和伟的

配合下， 刘涛演绎的隐忍女性和李小

冉自我又善良女性定位都清晰呈现出

来了。

从出道到现在 ， 于和伟的反面角

色演了不少， 担任多部影视剧的 “反

角一号”： 诸如 《历史的天空》 中的万

古碑， 《追击者 》 中的军统特务曹若

飞， 一个是把坏表露在脸上和语言里

的人， 一个是把坏藏在表面的温文尔

雅中的人， 坏怎么样表现出来 ， 如何

让坏人更有层次 ， 如何用自己的坏托

出主角的善良和正义 ， 但又坏得有个

性有张力又不脸谱化 ， 于和伟做了不

止一次， 且都很成功。

于和伟的表演里有一种特别的喜

剧天赋 ， 不是声形外化的夸张表现 ，

也不是那种拿捏着放低自己得来的笑

闹， 而是一种不缓不急的幽默感 ， 一

种 “我就是我 ” 的从容和随意 。 这种

喜剧天赋， 能够让他成功演绎重要的

喜剧人物角色 。 在电视剧的节奏里 ，

他的喜剧一面是随着人物性格的展开，

时不时跳出来 ， 给人物增加魅力和色

彩； 在喜剧电影中 ， 这种对喜剧分寸

感的把握， 又给整部电影锦上添花。

最近上映的黄渤导演处女作 《一

出好戏》 是一出 “权力的游戏”， 以一

个寓言体的故事为载体 ， 在相对封闭

的故事空间———海难后的一个偏远荒

岛上， 通过不同人物之间权力的博弈

转换来展现人性 。 于和伟扮演的张总

这个角色作为权力博弈的一方 ， 和主

角马进、 导游小王等人形成了三足对

峙局面。 在荒岛落难前 ， 张总是富人

阶层， 处于财力的顶端 ， 但荒岛落难

后， 在体力的排序上落败 ， 成为失权

者。 于和伟演绎出张总失势后的沮丧和

不甘心， 以及通过新的物质世界的建

构———带领部分对小王不满的人抵达新

空间， 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来成功复原

自己的权力世界。 之后张总很快又失去

了这种权力。 最终在亲情的击溃下， 作

为一个父亲的他彻底投降和让位。

张总是 《一出好戏》 中重要反转戏

的承担者， 也是最终船舱生火的无意引

燃者。 这个角色重点在于 “有意 ” 和

“无意” 行动的统一， 需要低调契合戏

剧角色的功能， 达成前后不同情境的起

承。 于和伟完成了他的角色担当， 且并

没有把张总塑造成一个脸谱化的角色。

这份担当已转化为对角色细节的表现：

蹙眉的表情、 重获权力点起雪茄时的气

场、 为获得女儿的视频虚弱的求饶和痛

哭。 不管是有意地夺权， 还是无意地助

燃， 均到位。

于和伟的演技， 像是马拉松运动员

身上的那种经过长久练习达成的忍耐

力， 经过长年的练习 ， 突然间云淡风

轻， 举重若轻。 属于他个性里的一种本

真的状态带来的亲和力也像一点墨， 点

在白纸上， 迅速渲染， 成为黛墨青山，

层峦叠嶂， 一望而不知尽处。

（作者为导表演艺术研究博士 、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助理研
究员）

细腻的表演功底， 让
他面对着表演方式和气质
上迥然不同的女演员， 都
能够调动对方的优秀一
面， 与之完全合拍

于和伟的表演之路走得并不易， 有些类似
美国演员伊斯特伍德———年轻时一直出演配
角， 人到中年演技才被重视， 但成名后扮演的
也多是一些偏重类型化的角色： 伊斯特伍德是
牛仔和侦探， 于和伟是公安、 警匪片中的警察
等， 但两位演员同样因为能够超出类型化的角
色设定， 把普通的人物演出个性来而出彩。 于
和伟能够把自身的魅力和性格细节实现在人物
的营建之中， 从而走向更扎实的演艺生涯， 成
为戏路极宽的千面人。

于和伟：类型化角色里走出的“千面人”

———评 “那不勒斯四部曲” 之终章 《失踪的孩子》

边远

她打破地域书写的套路，也冲出了女性主义的疆域

人到中年的女主人公莱农追随少
年时的暗恋对象尼诺私奔 ， 抛下了自
己的两个女儿 、 学者丈夫和前半生努
力跻身的体面生活。

我心下暗惊 ： 完了 ， “那不勒斯
四 部 曲 ” 恐 要 陷 入 一 个 庸 俗 的 尾
巴———莱农被尼诺抛弃 ， 丧失了爱情
的凭借 、 经济的依存 ， 回到那不勒斯
老宅 ， 惨淡经营孤独终老 ； 或是伴以
哀求的姿态 ， 回到丈夫身旁 ， 勉力维
系脆弱人生的急转直下 ， 就像娜拉出
走之后， 要么堕落、 要么回来。

果真如此么？

果真如此 ， 却也不尽然 。 就像想
把 “那不勒斯四部曲 ” 安置到各种现
有的文学坐标中去 ， 为其贴上 “女性
主义小说” “地域书写” “底层叙事”

的种种标签 ， 却都被它狡黠地逃过了
一般 。 《失踪的孩子 》 诚实地写下了
莱农与她的闺蜜莉拉走向老年后的现
实境遇 ， 但它拒绝被归类 ， 也拒绝被
指认 。 莱农回到了故乡那不勒斯 ， 与
莉拉重逢， 与母亲和解。 莱农写小说、

莉拉经营电脑公司 ， 她们共同经历了
亲人的离世 、 尼诺的背弃 、 那不勒斯
的大地震 ， 但她们不再是第一部的故
事里那两个颤栗、 一无所有的小女孩；

她们见证了那不勒斯的风云变幻 ， 以
老年的沧桑与淡然 。 这也构成了这一
系列小说的独特魅力 ： 在兹念兹 ， 却
又超逸于斯。

《失踪的孩子 》 先是进行了内向
性的探索 ， 直面女性的身份属性 ， 冲

散了女性主义小说的气场 。 它既否定
了蜕变为优雅、 杰出女性的 “玛丽苏”

幻象 ， 也没有陷入两性战争的尖利 、

狭窄与纤细 。 女性主义小说的标志性
事件是爱情 ， 为了与尼诺的爱情 ， 莱
农放弃了苦心孤诣获得的社会地位与
人际关系 ， 但莱农长久的 、 带有补偿
性的爱恋仍然幻灭了 ， 她不得不把自
己重新安放到母亲 、 女儿 、 作家的身
份上 ， 回到工作中去 ， 挣钱养家 ， 带
着无路可退的尴尬和勉为其难的伪装。

爱情的幻灭本就是青春成长类小
说的母题 ， 经由发现爱恋对象光环下
的真实面貌引发青春的阵痛 ， 让主人
公面对、 寻找到真我， 从而无所依恋、

无所畏惧地步入世俗人生 。 青春叙事
是指向未来的 ， 带着稚嫩的笃定 ， 指
向未来道路的光明 。 但对中年人来说
这种幻灭尤为残忍， 它是指向过去的，

爱情的溃败意味着原本女性稳定的身
份感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失败 ， 滑向痛
苦与嫉妒的边缘， 滑向了疯狂。

在惯常的女性叙事中这种下堕可
能会走向颓废 ， 像是有思想的玛丽亚
罗莎陷入了虚无 ； 可能会引发愤懑的
自恋自艾 ， 像是年少时明艳美丽的伙
伴吉耀拉 ； 或是引发针尖对麦芒的控
诉 ， 觉得自己感受到了男性群体的恶
意与压制。

但莱农没有 ， 她战战兢兢地重建
自己的社会关系 ， 解决经济问题 ， 直
面血缘关系 ， 希冀重新获得社会的认
可 。 她开始回望自己粗鄙的出身 ， 谅
解了母亲丑陋的瘸腿与粗鲁的语言 ，

理解了莉拉的灵气与不稳定 ， 而这一
切都是莱农曾经渴望逃离与摆脱的 ，

在爱情的狂热退却后 ， 腾出了更大一
方空白 ， 让莱农发现了自己的根基 ，

与自己的过往达成了和解 。 作者为此
付出了极大的耐心 ， “那不勒斯四部
曲” 直到终章时才显露出作者的野心，

横冲直撞地冲出了女性主义小说的疆
域 ， 它不再以男性和爱情作为故事的
终点 ， 书写征服或被征服 ， 而将其视
为自我伸展的起点 ， 将男性弱化为了

故事的背景， 面目不清的投影。

《失踪的孩子 》 也在进行外向性
的挖掘 ， 拓展着地域书写的边界 。 无
论是莱农还是莉拉 ， 都在老年时重新
审视自己与那不勒斯的关系 ， 认真观
察这里的人和事 ， 湿热 、 脏乱 、 野蛮
生长的那不勒斯， 她们的起点、 故乡，

两个女孩曾经以知识或勇气为武器拼
命想要离开的地方 ， 这方拼命逃离之
地此刻却成了她们的力量之源 ， 她们
的所在 ， 成为了莱农写作的新起点 ，

她把那不勒斯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 ，

那个不美好 、 混沌的那不勒斯 ， 也值
得被书写 、 被铭记 ， 按照其千百年来
自行运转的逻辑。

在这里 ， 作者在极力复原 、 修复
着记忆里的社会生活图景 ， 直面最真
实的那不勒斯 。 而在所有这一切中 ，

轰轰烈烈的场景都不那么重要 ， 都要
让位于那些不那么激烈 、 夺目 、 刻骨
铭心的日常生活 ， 那些平庸 、 琐碎 、

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 。 在 《失踪的孩
子 》 里 ， 放高利贷的放高利贷 ， 经营
肉食店的 、 加油站的 、 鞋铺的 、 服装
店的……都带着各自相似的痛苦与欢
愉 ， 弱化为莱农与莉拉故事的底色 ，

让位于这两个女孩自幼年起相伴一生
的友谊 ， 让位于她们年少时的互相鼓
励 ， 青年时的竞争与猜忌 ， 中年时的
扶持， 老年时的谅解与疏离。

这一组组带着鲜明的时代感和地
域色彩的人物群像使莱农与莉拉的形
象更为丰沛 ， 她们在自我生长 、 自我

延展， 这也使小说打破了 “地域书写”

的套路 ， 作者想写的不仅仅是一个那
不勒斯的故事 ， 更是两个女孩终其一
生面对自身局限性的不朽抗争 ， 她们
将每一段失败的情感关联赋予了建设
性的意义 ， 她们拓展出了那不勒斯女
性全新的生存状态与生活价值 ， 她们
曾经出走又回来 ， 她们以女性的幽微
复杂见证着现实生活的广阔和丰饶。

于是 ， 《失踪的孩子 》 显示出了
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 哈罗德·布鲁姆
认为伟大的文学叙事需吻合三个标准：

审美光芒 、 认知力量与智慧 。 这种对
当下现实生活采用具有智慧与审美认
知的叙述方式 ， 换言之就是 “源于生
活， 高于生活”。 现实题材要来源于生
活 ， 来自可以触摸的感知 ， 带着自有
的温度， 不是想象、 拼凑、 虚构生活，

而是对生活图景的修复与还原 ， 在历
史与现实 、 大时代与小生活的隐显之
间 ， 呈现出真实的生活现场 。 同时 ，

现实题材还要高于生活 ， 而非低于生
活 ， 是对生活经验的提纯与萃取 ， 以
文学的方式对公共世界所隐匿的能量
进行深度开掘 ， 并对当下性问题进行
思考和回应 。 现实书写不能为了吸引
眼球就对现实生活肆意简化 ， 这是对
现实生活复杂丰饶的粗糙降解 ， 且以
模糊的指向剔除了现实情境中的美 、

善意与温情 ， 消解了现实人物的复杂
多元 ， 制造出刻意的崩塌与人为的撕
裂 。 真正的现实主义不是一地玻璃碴
子 ， 它就像冗繁 、 破碎 、 非逻辑的生
活本身 ， 即便化为了一地鸡毛 ， 也不
肯放弃暖意与弥合的自愈。

“那不勒斯四部曲 ” 里呈现的友
谊与生活都很漫长 ， 但却真实得不容
置疑 ， 人生并不是虚张声势的虚幻想
象 ， 而是一场漫长的未知之旅 ， 人们
将在旅程中收获自我丰饶 ， 以一种不
动声色的面貌 。 就像儿时的莱农与莉
拉携手去看大海， 走了一天也没抵达，

但在年老之际回望 ， 却发现 ， 我已越
过海峡， 跨过大洋。

（作者为文学博士、 文艺评论人）

向外 ， 作者在极
力复原 、 修复着记忆
里的社会生活图景 ，

直面最真实的那不勒
斯。 轰轰烈烈的场景
都不那么重要 ， 都要
让位于那些平庸 、 琐
碎、 日复一日的日常
生活

向内， 作者横冲
直撞地冲出了女性主
义小说的疆域， 不再
以男性和爱情作为故
事的终点， 而将其视
为自我伸展的起点 ，

将男性弱化为了故事
的背景， 面目不清的
投影

“那不勒斯四
部曲 ” 直到终章
时才显露出作者
的野心 ， 显示出
了一种真正的现
实主义 。 书中呈
现的友谊与生活
都很漫长 ， 但却
真实得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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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尽人皆知的刘
备 、 曹操等历史人物 ，

于和伟做到了既符合中
国古典美学 ， 同时突破
传统的人物定位

在 《一出好戏》 里，

于和伟实现了 “有意 ”

和 “无意” 行动的统一，

以低调契合戏剧角色的
功能 ， 达成了前后不同
情境的起承

书间道

表演谈

那
不
勒
斯
四
部
曲

［意
］
埃
莱
娜·

费
兰
特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