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电影《我的姐姐》剧照

茛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剧照

配角的重场戏：
朱媛媛在“姑妈”身

上找到了一个燃点，让自
己积蓄已久的表演能量
得以释放

《我的姐姐 》中姑妈安蓉蓉的角色轨迹 ，

基本是在一个内向型的封闭空间内 （家庭内
部 ），于不愠不火间释放情感张力 。 对于在中
戏受过四年科班训练的朱媛媛来说 ， 这属于
驾轻就熟的一次出演 。 这个角色塑造成功 ，多
得益于她对表演感受的积淀深厚 。

朱媛媛创作前期的作品包括电视剧《贫嘴张
大民的幸福生活》《家有九凤》、电影《天狗》等，在
那些作品中她不仅给观众留下了青春靓丽的印
象， 而且凭出色演技曾被提名为金鸡奖最佳女
主角。电视剧中她扮演的角色很有烟火气，尤其
是她笑起来露出小虎牙的样子，灿烂又快活，朝
气蓬勃得像一棵正在生长的树， 长相有观众缘
的她有很多机遇。但结婚生女后，她选择归隐家
庭，陪伴孩子初成长的几年，几乎淡出演艺圈 。

等孩子渐渐长大，她抽闲得空，遇到喜欢的角色
才出山———诸如《小别离》《送你一朵小红花》等
等。如今大银幕上的朱媛媛，已经不是当年那个

青春靓丽的女孩子，眼角眉梢可见岁月的痕迹，

但褪去青春质感的她， 演技反而达到了一个新
的状态和层次，让观众惊喜。

朱媛媛在 《我的姐姐》 中扮演的姑妈安蓉
蓉，从头至尾几乎没有露出过真正的笑容。这是
一个有点悲情的角色，她的人生过往，几次重大
转折已经定型。 目前的人生被埋没在一片压力
的废墟之中，她能从这片压力中缓过来，轻松地
休息一下已经比较难得，更不必说开心地笑了。

熟悉朱媛媛灿烂笑容的观众， 仿佛看到另外一
个她：那个总是阴沉着脸，悄悄把咖啡倒进保温
杯，承受人生重压，却引起很多人共情的女人 。

朱媛媛在安蓉蓉身上，找到了一个燃点，让自己
积蓄已久的表演能量得以释放。

姑妈的人生皆是退让，从儿时的西瓜，到长
大后的读书、就业、房子，全部让给弟弟。所有的

退让，对她而言虽不是发自内心，但还是会遵从
家庭意愿。 她这一代“姐姐”的人生，犹如“没有
底座的套娃”， 人生的前程和根基都让位给了
“姐姐”这个身份。

电影中姑妈这个角色虽然戏不多， 但呈现出
了两种状态：一种是日常，姑妈在日常人生中一直
在扮演家族支撑者和捍卫者的角色。在她的小家庭
里，她是支撑者，丈夫生病瘫痪无法自理，儿女尚不
能持家，她一个人照料，还要打理小店的生意，里里
外外，一个人撑，看起来非常熟练又坚定地完成着
一切；在大家族的立场上，弟弟去世后，她坚决不允
许侄女把小侄儿送走，因为那是弟弟的血脉，是家
族的传承。 捍卫大家族的传承也是她的日常。

另一种状态是表现出内心自我的瞬间 ，这
种状态对姑妈来说非常难得和少见， 在一段和
安然在家中对话的重场戏中展现出来。

姑妈吃着西瓜， 看着没有底座的俄罗斯套
娃，突然打开了自我，她仿佛在惋惜地看着过去
的自己，看到少女和青春时代的她因为 “姐姐 ”

的身份，逐渐失去了对未来的期望和探索，一步
步沦陷在预设好的角色中。 脸上的脆弱、遗憾、

以及一切无法言说之物都在瞬间变得清晰。 在
这个自我复苏的瞬间，她接受了安然的选择，和
安然和解了。

最精彩的是， 这个瞬间还通过一段延宕的
戏得以升华：安然走后，姑妈的眼角眉梢都回到
那段青春岁月，开始念起一个个俄语单词，沉浸
在往日的情怀中。这个瞬间，她不再单纯是家族
的长姐、瘫痪病人的妻子、儿女的母亲 ，想要把
侄儿留在家族内长大的长者， 而彻底地是她自
己，那个在芳华年纪，念着俄语期待前程似锦的
女孩。但一声“老板娘”把她从回忆中拽了出来，

迅速地投身到现实之中。 她的身体毅然决然地
回到了现实世界， 但是精神永远有一部分滞留
在那个无法再去探索的俄语世界中。

让更多好演员们乐
意演出配角，需要创作班
底在剧本和角色设计上
的扎实专业，也关系到演
员自己的心态

“姑妈”这一角色在表演上的成功，首先是因
为《我的姐姐》的剧本给的空间足够大 ，虽然是
配角，但场场有戏，这样的剧本可遇而不可求。

《我的姐姐 》的导演殷若昕毕业自中央戏
剧学院 ，擅长处理室内二人戏的冲突 、缓慢地
释放情感张力 、 并用一种降调而不是爆发的
方式解决戏剧冲突 。 编剧游晓颖曾创作过 《相
爱相亲 》等作品 ，擅长对女性内心情感戏的表
达 。 作为一个编剧 ，在剧本中她赋予每一个人
物典型性的同时 ，也会有有效的描绘 ，将个性
给到角色 ，即使配角也是 ，这使得配角演员有
足够的发挥余地 ， 而不是一个脸谱化和单一
功能化的角色 。

纵观整部影片，叙事线清晰，人物关系有内
在的复杂性，但并无过多的支线人物，朱媛媛扮
演的角色虽是配角， 但在人物架构上有主要人
物的重要性，人物的功能性和叙事性都很强，是
电影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 这些人设方面的

原因，都使得她的表演非常重要。 可以说，创作
者塑造了一个好的银幕角色， 为演员创造角色
提供了机遇和可能，从而表现出一代人的情感，

获得更多人的共鸣。

其次是演员的演技好，能够撑起整个角色，

既表现了角色的典型性， 也表现出角色的个体
特点，这在前文中已经作了阐述。

最近几年 ， 类似朱媛媛这样年轻时扛大
梁 ，演技在线 ，中年后转型甘当黄金女配的演
员颇有几位。 诸如吴越在《少年的你》中扮演主
角母亲角色的精彩出演 ，甚至在电视剧 《清平
乐 》中扮演了祖母级的皇太后 ；小陶虹则在电
视剧 《小欢喜 》中扮演对女儿有着极度控制欲
的母亲宋倩。

常常说中年女演员无戏可演， 但其实并不
是只有扮演主角才是有戏可演。配角也是戏。扮
演好配角，无论对于整部作品的主题表达，还是
对于年轻演员的演技提升，都非常重要。 而在具
体角色的选择上，则关系到演员的心态。

有几类不同的演员心态， 一类是年轻时候
很红，到了中年，“坚持不扮演大孩子的母亲”是
选择角色的底线， 她们会和影视作品中的母亲
角色划一条分界线。 第二类演员年轻时候名气
不大，一出名差不多就是中年角色，如刘琳 、咏
梅等。 她们没有太多的年龄压力，而且也是靠演
技，愿意担当出演所有适合的角色，而不是从年
龄上来选择。 第三类就是朱媛媛、吴越这样，40+

就甘愿出演成年演员的长辈。

而更多 40+的女演员，还坚持在婚姻爱情戏
中出演女主角，要么就是演低龄角色的妈妈，愿
意没有负担地出演成年演员妈妈的，还是少数。

更不用说还有一些女演员仍把角色定位在青春
少女上。

然而优秀的演员， 不会给自己施加年龄压
力，而是根据角色定位及可塑造空间的大小选择
适合自己的演出方向。 金鸡奖近年的最佳女主
角，亦有多个妈妈角色获得提名，如张静初在《我
的影子在奔跑》中的“妈妈”一角、颜丙燕在电影
《万箭穿心》 中扮演做苦力养活全家却得不到认
同的母亲角色，梁静在《星星的孩子》出演自闭症
孩子的妈妈，赵薇在《亲爱的》中素颜演出被拐卖
孩子的农村养母等等。

这一次，朱媛媛愿意转型演出配角的心态，

给了她成功创造典型形象的机会， 也让人们看
到了女演员在中年以后仍然绽放光彩的可能。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

荨在《觉醒年代》中，于和伟通过为人物设计

丰富的生活细节，拉近了角色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图为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茛在《猎毒人》中，于和伟通过大量动作、表情

和语言设计，努力弥补角色设计上的缺陷。 图为电

视剧《猎毒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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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演技派，于和伟塑造的人物设计感
非常强，从角色的肢体运动、生活细节到语言节
奏都能感受到演员的创造能力，但在运用理性塑
造人物的同时，他并没有失去感性的情感表达能
力，而是通过面部表情和眼神变化，将人物内心
复杂的情感层次分明地传递出来。

在《觉醒年代》中，于和伟扮演中国共产党的
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 今天的演员要饰演上世
纪初中国革命领导人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过去
的年代并不久远， 相关的人和事都有案可查，人
物的史料很多，照片、事迹甚至轶事也在身边广
为流传，这样的历史人物在观众心里已有一个心
像，演员塑造出来的人物要吻合观众心中看似很
熟悉其实又不熟悉的人物形象， 其难度可想而
知。 于和伟通过设计人物丰富的生活细节，将高
远、激昂的革命者形象和生动、朴实的普通人形
象完美地结合在荧屏中的陈独秀身上。

比如“吃”是于和伟为陈独秀这个人物专门
设定的生活细节，出场吃日式料理、到朋友家吃
饭 、在自家喝酒 、与工友一起吃火锅 ，和蔡元培
一起吃花生，在阐述他的革命理论时，也是边吃
花生边慷慨激昂。不同时间、地点与不同的人吃
法完全不同， 吃这个细节不但展示了陈独秀性
格的不同方面、尤其表现了革命者的烟火气息，

同时也为陈独秀在逃出上海途中， 看到沿途饥
不果腹的荒民时痛哭不已作了很好的铺垫。 爱
吃的人对饥饿的感受尤为明显， 陈独秀指着饥
不择食、 衣衫褴褛的茫茫逃荒民众嚎啕大哭地
说 ： “我们得建党……一个可以将中国引向光
明、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的党。我为了他们能够
像人一样地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

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这样一段革命誓言，在陈
独秀 “吃 ”这个生活细节铺垫下 ，在人物深层情
感的带动下，显得如此的生动、真诚和庄严。

用细节来铺垫、用情感来带动，于和伟将陈
独秀的宏大誓言和普通人的真实情感紧紧相连，

观众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位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
有血有肉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中于和伟饰演
的曹操，是一位既开阔又多疑的大王，也是一位
既严厉又慈爱的父亲。 因为王者身份决定了人物
不会有太多大幅度的形体动作，所以于和伟主要
通过表情特别是眼神来塑造曹操的人物性格。

曹操的出场是躺在病榻上，因为头痛手压着
一块布在额头上，听到华佗说要开颅治病，他一
下坐起，透过压在额头的布巾斜视着华佗，然后
放下手上布巾眯缝着一只眼看着华佗，定睛一会
儿缓缓地说：“天下想取我项上人头的可不止你
一个哦。 ”这道犀利的眼神将曹操的愤怒和蔑视
恰如其分地传递了出来。

曹植私闯司马门，曹操被大臣和曹丕逼迫将
曹植打入大牢时， 面对满朝文武百官和曹丕说：

平原侯已被关押，连同杨修、丁仪打入大理寺。说
完他身体前驱、撩开眼前的冕旒，眼露寒光，嘴角
上扬问曹丕：“你满意了吗”， 又问大臣们：“你们
都满意了吗”，然后冷冷地笑出声来。这一段表演
于和伟举重若轻，将曹操怒而不发，隐忍克制的
内心活动通过面部表情和眼神传达出来。回到内
廷，曹丕跪着问他：如何处置曹植和杨修时，曹操
仰头看天，然后转身盯着跪地的曹丕缓缓逼近问
道：“那是你的兄弟，你要孤如何处置？”急速拔剑
指着曹丕：“孤还没死， 你们兄弟就要水火相见
吗？”说完他奋力挑起曹丕的衣领，整件衣服随着
剑锋抛起。 这一气呵成的形体动作，配合着怒火
中烧的目光， 使得满屏充斥着曹操的王者霸气，

愤怒的曹操如果想杀人就如同挑破这件衣服一
般。 可是当曹操联吴杀掉关羽得胜回营路途中，

曹操坐在马车上看着满眼荒芜的景色，听着洛阳
民谣“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
中有阿谁？……”曹操满眼迷茫，一行热泪潸然而
下。 在于和伟细腻的表情和有层级的眼神下，霸
气的曹操、杀伐决断的曹操、内心丰盈的曹操融
合在于和伟的曹操形象之中，深入人心。

在 《刑警队长 》中 ，于和伟设计了大量生活
化的形体动作来完成对顾铭这一人物的塑造 。

他在家里熟练地做饭、哄孩子玩耍、在办公室里
展被搭铺 、布置手下工作 、调动刑警人手 、蹑手
蹑脚搜集证据、骑车带证人找疑犯、走访犯罪现
场 、冲在最前面抓捕疑犯 、街头追逐逃犯 、与犯
人打斗，即使在办公室布置任务，或在审讯室这
样逼仄的空间里， 于和伟也绝不让顾铭好好坐
着。 顾铭作为一个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刑警支队
队长，于和伟让这个人物始终生活在动态中，这
种大幅度的肢体动作与刑警支队长的人物身份
十分吻合。 可这样的刑警队长他也有安静下来
的时候，关心下属的感情生活、安抚被害人家属
的思想情绪、 对自己的妻子深深的自责与爱恋
等等， 这时候的顾铭进入到深层柔软的内心情
感世界中，我们看到了勇往直前的刑警队长，也
看到了深情款款的朋友、领导和丈夫。

设计符合人物性格的动作是于和伟在人物塑造
中的一大抓手，在《我不是潘金莲》中，他扮演的郑县长
虽然只有几场戏，却也用自己的肢体语言进行了很好
的区分，在比自己地位低的王公道面前，他手背在后面
昂头挺胸；在比自己地位高的市长面前，他低头哈腰唯
唯诺诺，一副谄媚小人的形象呼之欲出。 在《猎毒人》

中，于和伟饰演的吕云鹏得知哥哥牺牲时，他被震惊
到，突然不停地打嗝、悲愤自责地站起来、摇摇晃晃
地走向过道，直到倒地晕倒一气呵成，人物动作设计
和心底泛起的悲伤扑面而来，十分精彩。

当然于和伟在塑造人物时， 还有一大本事，

那就是他的台词功力。 曹操的语言缓慢而有力
度；陈独秀的语言铿锵而坚韧；顾铭的语言生活
化；郑县长的语言猥琐；《猎毒人》中，即使由于剧
本的缺陷，给于和伟发挥的空间有限，但他也随
着人物身份的改变，改变台词的处理方法，开头
的爽朗、中间的阴郁、后半部分的毒辣等等。

可以说，把握人物动作、处理生活细节、控制
语言节奏和调动情感变化是于和伟塑造人物时
的强项，这种能力可以帮助他弥补某些角色设计
上的瑕疵，比如在《刑警队长》中，顾铭太过执拗

的人物性格其实有些失真，但于和伟运用大量的
生活动作，使用自然的生活语言，使顾铭这个人
物自然而生动，虽然故事有瑕疵，但人物还是很
丰满的。 《猎毒人》中的吕云鹏，人物逻辑上有很
大的问题，一个没有任何刑警经验和贩毒经验的
人，因为哥哥的去世，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捉拿犯
人的高手和成功打入贩毒集团的大毒枭，于和伟
的表演虽然在某些场景里可圈可点，他也用了大
量的外形设计、语言设计，希望能弥补人物逻辑
问题，但人物结构性的问题岂是这些外形、肢体、

语言能够轻易弥补的，演员的设计越使力，效果

越适得其反，终究无法使观众完全信服。 由此可
见，再好的演员也无法脱离剧本的限定。

虽然于和伟在某些作品中的表演有这样那
样的瑕疵，但瑕不掩瑜，他调动演员的各项能力为
塑造的人物所用， 这既需要演员有强大的表演功
力、丰富的想象力，也需要演员付出十分的努力。在
人物性格塑造中挖掘、展现人物的深层情感，是于
和伟近几年来表演的重要特征，也是我们被人物打
动的原因。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

冯果

表演谈
于和伟饰演《觉醒年代》中的陈独秀———

她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的妻子李云芳，
也是《我的姐姐》里的姑妈安蓉蓉

将宏大誓言和普通人的真实情感紧紧相连

从“最佳女主”到“黄金配角”的转型范本
朱媛媛：

《我的姐姐》热映，除了引发热议的主题和开放式结尾，几位配角演员的
演技亦成为电影中的亮点，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朱媛媛扮演的“上
一代姐姐”———主角安然的姑妈安蓉蓉一角，于微小之间见群体。 电影热映
之后，这一代演员的转型———甘当年轻演员的配角，从而双双创造经典角
色的“后浪推前浪”的状态———成为了被热议的一种文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