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功勋》中饰演

功勋人物申纪兰的经历，

对蒋欣本人是一种突破

荨 蒋欣首度 “出

圈 ”，凭借的是 《甄嬛传 》

中华妃一角

从某种程度上， 刚刚过去的 2021

确实是黄志忠艺术生涯的重要年份，他
不但接演了 《峰爆 》这部填补国庆档的
灾难大片，也亮相于热剧《甜蜜》《突围 》

和知识考古类节目 《隐秘的细节 》，此
外更在 《功勋 》中扮演袁隆平 ，成为袁
老离世之后的一种替代性的记忆 。 袁
隆平生前最知名的一张照片， 就是稻
田里拉小提琴的一幅 ， 集科学家的头
脑与艺术家的品味于一体 ， 在我看来
就是中国式男性气质的某种完整表
达。 而这种气质的承接与重塑，也为黄
志忠的“角色收藏”增添了崭新的样本。

硬汉当仁不让

刚，是《峰爆》里黄志忠给人的第一
印象。 这里的刚，既是刚猛无惧，也是刚
愎自用。 父子吵架的一场戏，黄志忠不
占理也怼得儿子哑口无言，就自然而然
将洪赟兵这个退伍铁道兵的硬汉形象
立起来了。 这仅是常规操作，正如黄志
忠在接受采访说的：“我崇尚牺牲精神、

英雄主义，特别正向、硬汉的价值观，很
多角色也是这样。 ”

这种阳刚硬派已经成为黄志忠的
人设之一， 他的荧幕角色也多属此类。

黄志忠的 “硬 ”，在于形象之利落 ，也在
于体魄之练达 ， 他并非军旅或武行出
身，但身为职业篮球运动员的履历也带
给他骨子里的战斗力，让他极为擅长警
察、特工、战斗英雄的戏路。 在男性气质
方面， 黄志忠和王志文似乎分属两面，

他们名字中间都有一个“志”字，区别是
前者刚而后者柔， 前者尚武后者崇文，

因此即使扮演的都是军人，也是黄志忠
为铁帅，王志文为儒将。

这不免涉及中国式男性气质的分
类问题 ，所谓文者提笔安天下 ，武者马
上定乾坤 ，围绕文武之道 ，历史上曾有
二元的区隔。 白净文青为“奶油小生”，

粗汉爷们为“硬派小生”，年轻的唐国强
和姜文各为其代表 。 然而随着年龄渐
长，两派演员都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颜值
或荷尔蒙魅力， 奔向更深度的灵魂，中
间更有一批演员大器晚成， 张嘉益、于
和伟 、王劲松都是典型 ，黄志忠也是一
例，对这些硬派演员来说 ，出名趁早或
许是个伪命题，如果不是上天欲成其材
必先苦其心智，他们的后期上限也很难
得到保障。

黄志忠 1991 年以专业第一的成绩
考入中戏表演系，毕业后分入中国儿童
艺术剧院，30 岁之前顶着一个娃娃脸，

却根本不善此道。 他穿梭在各类剧组中
开始了龙套生涯 ，也在 《大富之家 》《熬
年》《伏羲女娲》等几个影视剧中演过男
一号，只是无人认得。 直到 2000 年，黄
志忠终于撬动了自己的命运 ，他在 《大
宅门》 中第一次和优质电视剧相遇，扮
演了白景琦的大舅子黄立。 这是一个标
准的忠勇硬汉形象， 即使戏份不多，但
与陈宝国的几场对手戏让人印象深刻，

也顺势铺就了他日后的硬汉轨迹。

怼出一个经典

对黄志忠来说，《大宅门》是敲门砖，

之后的《无间道 3》则是加速器。在这部当
年拯救港片于水火的三部曲完结篇中，

黄志忠扮演的沈亮被梁朝伟用烟灰缸砸
破了脑袋。 这次演出得益于其师兄陈道
明的提携 （陈道明也扮演了沈澄这一角
色），是打开大电影门户的开始。 多年之
后，黄志忠在《使徒行者 2》中扮演大反
派， 也再度见证了他高度的即插即用和
遇强则强的适应能力。

而到 2007 年，黄志忠终于迎来了自
己的翻身之作———《大明王朝 1566》，这
部历史巨制， 贡献了史上最强的男性群
体演出。 黄志忠不仅在此遇到当年合作
过的陈宝国、王庆祥，也邂逅了倪大红、

王劲松、张志坚等实力派中生代男演员。

剧组人才济济， 充斥着精密的磁场和良
性的化学反应，每个人吃足暗劲，拍片现
场挥斥方遒，近乎华山论剑。 不同于《大
宅门》里为陈宝国做嫁衣，《大明王朝》中
的黄志忠上升到和陈宝国并驾齐驱的双
男主之一，这次二度重逢，两人竟然各有
千秋、棋逢对手，让黄志忠一跃而成为顶
尖实力派男演员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大明王朝》 最初选
择黄志忠扮演张居正， 主角海瑞的人选
悬而未决。 黄志忠暗暗努力、熟读史书，

做好了万全准备， 终于在最后时刻虎口
拔牙，拿下这个重量级角色。 《大明王朝》

剧作思路清奇，主线故事由双核驱动，一
头是权力顶端的嘉靖，至阴至柔之君；另
一头是权力底部的海瑞，至阳至刚之臣。

从名义上说，陈宝国是剧中男一，但从戏

份多寡、实际驱动力和观众认同感来说，

黄志忠扮演的海瑞才是全戏之魂。 自第
六集出场开始， 黄志忠怼天怼地怼空气
火力全开， 以惊人的爆发力盘活了海瑞
这个历史形象。

为了达到形似人物，黄志忠在 12 天
中迅速减重 19 斤，堪称是贝尔、麦康纳
式的人肉压缩机。 在出演该角色的四五
个月时间内，他都保持着枯黄、饥饿、疲
惫的真实状态。 按照导演张黎的说法，黄
志忠在饿到一定程度之后， 眼睛开始精
光四射，身上透着一股气，激发出这一形
象的完美状态。 海瑞的刚猛、执着、悲情
乃至信仰， 经由他抑扬顿挫的低沉嗓音
和让人不寒而栗的目光如炬， 谱写出该
角色的大道至诚。 在雪天凝望饿殍满地
的悲悯， 以及最终面对嘉靖盘问时的逆
骨铮铮， 都无不让人屏息凝神、 叹为观
止。 观众们称这版海瑞为“怼王”，却没想
到他怼出来一个经典，自此开始，黄志忠
成为张黎的御用演员之一。

善养浩然之气

海瑞身上流淌着忠孝节义， 但终究
是个历史人物，其面黄肌瘦胡子拉碴，演
员自身的魅力也被遮蔽。 虽然黄志忠大
体走在硬汉路线， 但也仍然算得上颜值
出众，此时正值巅峰，急需一个形象为其
复魅。 2009年，张黎再造历史巨片《人间
正道是沧桑》， 黄志忠被选定扮演杨立
仁，可算是天作之合、众望所归。 和《大明
王朝》一样，该剧也是男性群戏，黄志忠
和《大明王朝》中的原班演员张志坚、郑
玉再度相逢，但在剧情设计上，《人间》是
书写杨家三姐弟的故事， 孙红雷扮演的

杨立青是男一，黄志忠则是男二。

但黄志忠再次践行了以男二通往男
一的“超车程序”，他扮演的杨立仁虽然
属于国民党阵营， 但在复杂建构的家国
人物谱系中， 杨立仁以其高度浓缩的信
息量和人物复杂性获得了观众对黄志忠
表演的深度认可。 此时黄志忠一边尽显
熟男风采和男性魅力， 一边贴合人物宿
命式的荒诞和悲情，这让他以高度的实在
性压倒了孙红雷的主角光环，最终斩获飞
天奖和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 在后来的访
谈中，黄志忠认为杨立仁是一个“孤独求
败的人物”， 他身上有宿命式悲剧，“承认
自己的失败，但绝不承认自己的灭亡”。

作为鸿篇巨制，《人间正道是沧桑》堪
称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教科书。 时间线既然
够长，杨氏家族的命运或者杨立仁的人物
弧就拉得足够长，后者的身份从中学老师
过渡到杀手、黄埔军官、中统特务以及国
民党高官，每走一步，都见证历史洪流、家
国浮沉，杨立仁虽然有足够的才华、机遇
以及足够坚定的心性，然而历史车轮的方
向却注定了他在事业和爱情方面不断折
戟， 黄志忠演绎的这一精英式的失败，或
许就是本剧的核心力量所在。

诸多评论在谈到杨立仁这个角色的
时候， 通常的说法是城府极深又心藏深
情，这个角色有着略阴森的表象（这有点
像他在《锦衣卫》中扮演的魏忠贤），但需
要精确看待的是，黄志忠的魅力或者其作
为男性气质的特点， 绝非简单的硬汉线
条，也不是扮演各种复杂人物或者反角的
游刃有余，而是他无论如何都有一种“浩
然之气”。 这种浩然之气，让黄志忠扮演
任何角色时都具备一种源自血骨的正
气———这自然离不开《大明王朝》海瑞这
个角色的淬炼， 但更重要的还是他本身
的气质属性。 这种浩然之气，让他有别于

内地影视界的其他男演员， 无论正反角都
能演得很“正”，从而脱颖而出，树立起自己
的标识特征。

不一样的革命者

善养浩然之气，既是黄志忠的特点，

但也是把双刃剑。戏剧的角色五花八门，

各种路线博大精深， 缺陷之美更易深入
人心，浩然之气却难言鲜明。举个简单的
例子，《大宅门》 里陈宝国的匪霸之气和
刘佩琦的纨绔之态都是典型， 但若换黄
志忠来演，必然魅力减半，这是戏路和规
律使然。

这一状况在 2011 年的 《新亮剑》中
得到了证实。此剧翻拍自经典名作，媒体
观众自然要拿黄志忠和李幼斌进行横向
对比。从成片效果来看，黄志忠不可谓不
努力，但实际效果差强人意，也在于其力
道不能准确投向李云龙这个角色的精
髓：粗鲁、市井、无赖、痞气、喜感。李幼斌
当年剑走偏锋，拿角色当反角来演，最终
获誉无数；黄志忠另起炉灶，演得过于铿
锵正统，反而少了味道。 诚然，《新亮剑》

的失败和导演理念、整体选角不无关系，

以至于黄志忠和其他演员之间缺乏良性
互动；但这也有黄志忠自身的缘故，也就
是说，他的特质没有那么适合李云龙，至
少远没有李幼斌那么适合李云龙。

但有所缺必然有所长， 塑造李云龙
的失败并不影响黄志忠塑造其他形象的
持续成功。他一方面在《天字一号》和《风
云 1949》 等剧中维系自己的优势路线，

另一方面也能在《家常菜》《咱家那些事》

等剧中演绎沉稳可靠的居家男人。 更不
用怀疑的是，黄志忠既能在《皮五传奇》

中驾驭市井喜剧 ，也能在 《鹤唳华亭 》

中展现皇族气质。 他的戏路既不狭窄，

深度上则更为精进 ， 而他厚积薄发的
浩然之气 ， 也让他在重塑革命者方面
卓有成效。

这些角色中，点睛之笔无疑是《建军
大业》中的朱德。 作为黄建新“建国三部
曲”的最后一部，《建军大业》由导演刘伟
强挂帅，是三部当中商业性最强的一部，

其中明星云集， 黄志忠却再次超车型发
挥， 让朱德这一形象的魅力凌驾于刘烨
扮演的毛泽东， 以及朱亚文扮演的周恩
来之上，从男三蹿升为男一的地位。这是
黄志忠擅长之事，是实力使然，但更重要
的是， 他使用了不一样的思路去诠释朱
德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

或许是编剧的意图， 也或许是黄志
忠本人的想法，《建军大业》中的朱德带着
某种刚柔并济的古代侠客之风。 在南昌起
义之前，他一袭长褂，穿梭于权贵之间、

圆滑老辣， 在酒楼里谈笑风生； 起义之
后，他戎装飒爽，冲锋陷阵于众人身前，

指挥若定，是铁打的勇将。 两分多钟的战
斗动员宣言令人触动， 离不开他高超的
台词功底，这一点，恐怕任何看过他在《见
字如面》出场的观众应该都会印象深刻。

朱德还是那个朱德，但区别在于黄
志忠的版本一方面抓住了他思想转变
的时刻（由旧军阀变成革命者），折射出
其内在深度，也同样在个性魅力方面重
塑了人物。 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朱德，

黄志忠的深描带出了这个人物的内在
品质 ：他曾因军阀气而被拒入党 ，后来
弃官辗转德国哥廷根大学读哲学，只为
寻找马克思的火种足迹完成自身证悟
（洗涤军阀之旧气），最终在柏林找到我
党，又回南昌一锤定音。 其信念之坚定、

足迹之长远 ，在让人感慨的同时 ，也进
一步深入了解了朱德这个活生生的人。

文武双全、张弛有道，这些典型的男
性气质都呈现在 《建军大业》 的朱德身
上。 但这绝非终点。 在朱德之后，他又在
大小屏幕上塑造了萧睿鉴这位野心帝
王、洪赟兵这位硬汉父亲、袁隆平这位功
勋院士，不断丰富着自己的气质，而且能
够厚积薄发，以一些戏份极少的角色（如
《八佰》里的老葫芦、《中国机长》中的机
场调度员、《在一起》中的郑院长）抓住观
众的注意力。如前文提及，我国男演员的
气质有不同谱系，或者先后发展，或者并
行交叠， 构成基础分类和演进图式，通
常， 人们比较容易将演员和这些类型对
号入座， 能多方向兼容乃至全部兼容的
少之又少。 但黄志忠似乎是一个典型个
案，他似乎同时具备颜值、气概、贵气、内
在幽默以及全能魅力， 如果说内地华语
男星大多是大成若缺的单向主义代表，

那么抛开硬汉表面， 黄志忠应该是相对
综合的那一位。

因此， 跨越这个大器晚成的人物的
作品轨迹，黄志忠以刚性为起点，养足浩
然之气，回归文武之道，成为中国式男性
气质的楷模。

（作者为电影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
副教授）

谈及演员，势必不能忽略其塑造的
屏幕或银幕形象。 对于蒋欣，一定绕不
开“华妃”。这是她演员身份真正得以大
众凸显的重要形象标识。 论者、观众多
对蒋欣饰演的华妃会不吝赞美 ，称 “蒋
欣之后，再无华妃 ”，而再审视这句话 ，

我在想的一个问题便是 “华妃之后，蒋
欣是谁”。

诚然 ，虽然系童星出道 ，一直坚持
拍戏，乃至已在《天龙八部》中饰演木婉
清一角，但在“华妃”之前，“蒋欣 ”在娱
乐圈始终没有得以显著的标红。 一直到
出演“华妃”，蒋欣终于凭借扎实的演技
而被大众所关注。

外界都在期待 《甄嬛传 》之后的蒋
欣会以什么样的影视形象“再度出圈”，

但很显然，之后“抗日神剧”《箭在弦上》

中坚韧、 冷峻的复仇者形象 ，《守婚如
玉》中的年轻漂亮、干劲十足、阴险狠毒
的小三形象，以及《老农民》中灰头土脸
的“心机女 ”都不是被外界所期待的答
案，乃至令人失望。 而审视此类剧集的
出演，除对巩固口碑度 、知名度毫无助
益外，恐怕都会损害好不容易积攒来的
观众满意度与忠诚度。这对于一个在圈
内摸爬滚打那么久，刚刚凭借一个好角
色获得观众认知的演员来说 ， 实在是
一个带有危险的挑战。 由此不禁疑惑，

“华妃之后” 的蒋欣应该手头握有较为
优势资源，她怎么就不好好挑挑戏？

看了很多蒋欣的访谈，印象最深刻
的就是她总在说着“试一试”。 小的时候
艺术团招生，其实蒋欣什么都不会，可是

她想去，也就是因为她脑子里的“我为什
么不能试试”这句话就真的让她去试了
试。 结果后来在排队过程中，被电视台
工作人员问“要不要演戏”。 她自然也还
不懂演戏 ，但还是去 “试一试 ”，结果参
与电视小品《谁之过》，并获得当年全国
比赛二等奖。 十六岁时， 蒋欣想要去北
京、当北漂，父母问她是否确定，她说“想
试一试”，结果考中戏失败，受到打击再
也没有考学。《甄嬛传》剧组选人，蒋欣最
初被设定的角色并非华妃， 因为导演郑
晓龙觉得蒋欣更加适合端庄、文静气息的
角色， 而蒋欣在通读剧本后被华妃所打
动，主动要求试戏，导演郑晓龙说这并不
适合她， 她说 “都没试怎么就知道不合
适”，就这样“试”出了华妃的角色。

当然，一直到《欢乐颂》中“樊胜美”

的出现，我们再次看到了蒋欣作为演员
的高光时刻。 樊胜美可以说是蒋欣继华
妃后第二个最重要的屏幕形象，原因在
于 ，她本人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 ，后到
北京打拼 ，打入娱乐圈的经历 ，更多有
“寻梦”的注脚，与从边远小镇到上海打
拼的樊胜美形成了贴合或呼应。

从清新、娇媚又略带俏皮的木婉清
到可恨、 可怜又不乏些许可爱的华妃，

再到本性善良、不安现状又充满虚荣的
樊胜美，蒋欣把每个屏幕形象都塑造得
充满血肉，这三个人物形象也似乎成为
外界定义蒋欣演员阶段的几个关键节
点。 在“樊胜美”之后，蒋欣另一个差点
成为代表性角色的就是 《小舍得 》中的
“田雨岚”， 但也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我

们看到了她的某些局限。

相比孙俪、姚晨等女演员，蒋欣显得
有些“不扛剧”。 她在担任配角时熠熠生
辉， 而做女主的时候总是欠缺了一些亮
点， 这其中就跟她在表演方面存在一定
程度的模式化与痕迹化有关。 尤其在时
装剧中，蒋欣的呈现常常太有“演戏感”，

端着一副架子，持着一种腔调，摆着一种
表情，铆足了劲往角色里钻，但是这样的
表演便可能给屏幕前的观众带来 “生疏
感”与“隔离感”，有时就失去了一些“真
实”的魅力。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甄嬛
传》中的蒋欣因“很有戏”而被观众所喜
爱， 而在后来的时装或现实题材剧集中
也因“很有戏”而无法调动观众情绪。 在
《小舍得》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蒋欣与宋
佳的表演差异：宋佳的表演更加无痕迹，

所以少了刻意、多了自然。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她的最新作
品《功勋》之《申纪兰的提案》中。 首先需
要承认的是，此次演出对蒋欣本人而言
是一种突破，尽管她并非首次扮演农村
女性。 申纪兰是现实存在的全国劳动模
范、“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蒋欣不仅还
原申纪兰人生经历，且尝试还原了上世
纪中国农村的女性外貌形象。 那些所谓
的有关蒋欣身材评论的 “壮 ”或 “胖 ”的
字眼 ， 反而成为了她演绎人物的加分
项。 据悉，申纪兰扎根农村土地，从未离
开农村， 长期从事劳动而身材高大、结
实有力。 导演林楠拍摄时第一个就想到
蒋欣，因为导演觉得脸上有点肉的姑娘
笑起来会特别灿烂 、明亮 ，乃至那种笑

容可以驱散生活所有的苦难。 从蒋欣一
出场那身农妇装扮， 以及操着一口山西
方言， 可以发现， 蒋欣是进入到人物中
了，这次她不会是华妃，不会是樊胜美，

她就是申纪兰。 然而尽管如此，当她和倪
萍扮演的婆婆同时出现时， 观众再次看
到了那种“演戏感”。

对于蒋欣这样的演员，努力与态度

从来不是问题，即便她在一些剧集的演
出不尽人意，似乎外界更愿意归因于她
的“不挑戏”———她曾经说过，不想为自
己设立框架，班底、发行、播出平台从不
是她考虑的因素，拍戏本身就是一种幸
福———而不愿去怀疑她的实力与演技。

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演员还是应该珍惜
自己好不容易获得的口碑，应该好好选

择角色（起码应该是合适的角色），巩固
演员形象 ；但另一方面 ，也许有些疑惑
也未必那么难以理解，也许蒋欣就是在
享受着不同的角色 ，或出彩的 ，或 “平
庸”的，这都是 “试一试 ”所使然 。 没有
“学院派”背景，始终是蒋欣心头一个很
难绕过去的坎儿，她也曾说自己不会去
挑选角色，也是因为她大学专业教育的
缺失，她觉得需要数量足够多的实实在
在的表演经验才有可能弥补她理论学
习的缺陷。 希望在这样的过程中，蒋欣
能够体验足够多的人物角色，打磨自己
的演技，维持和维护她自己认定的那份
属于自己的演戏的幸福。

（作者为电影研究博士后 、上海外
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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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忠：超越皮相而奔向更深度的灵魂
韩晓强

“华妃”之后，蒋欣是谁？
高凯

荩 黄志忠在电影《建军大业》中饰演的朱德，带着某种刚柔并济

的古代侠客之风

茛 黄志忠与左小青共同主演的电视剧 《家常菜》， 讲述了一个

细腻温情又充满坎坷的百姓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