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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彦

■本报记者 姜方

近日，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

旅游部联合摄制的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

间的家》特邀专家参加了拍摄录制，与节目组

一行前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的“中国

竹编第一村”——兰沟村进行了实地访谈。

其间，不仅对于青山翠谷之间乡村的振兴发

展有了新的认识和体会，对于《山水间的家》

这部纪实综艺的制作也有不少深刻的感受。

应该说，我们的乡村及其文化价值需要不断

被认识和传播，包括在乡村的产业发展、村民

的生计劳作上更好地融入乡土文化的特色与

活力，在公众的认识交流、媒介传播中更生

动、真实地加以表达和呈现，从而在社会发展

的整体架构中不断汲取更新发展的养分，并

实现乡村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几十年来从事民间文艺、特别是传统手工

艺的调研，不间断地调研走访了大江南北的山

乡村寨，有传统村落也有城镇化新村，有边疆

山寨也有沿海和内地乡村，我们往往从文化研

究的专业视角出发去考察记录和访谈调研，希

望进一步探索研究社会文化生态变迁的现实

与规律。应该说，乡村是我所熟悉的，山水自

然间的乡村如家一般的存在感也是我所熟悉

的，但这次《山水间的家》节目录制还是带给我

耳目一新的感受体验。究其根本，节目具有视

野新、情意浓、生活感真实的特点，不论是制作

过程的参与者还是观众，都将被吸引到节目具

体的情境、语境中来，形成关于乡村生活沉浸

式地体验和话题交流，从而对乡村、乡村的文

化、乡村的发展有新的认识和渴望。

首先，作为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构建

了一种平易而新颖的视角，即“探访”的视角，形成

了一种共同参与、寻访认知、体验交流的过程。

在这一点上，尤其有别于专题类的介绍性节目，

不做铺陈式地介绍和展陈，而是构建一条探访体

验的叙事路线，古与今、自然与人文、生产劳作与

风俗习惯、村民群众与探访者相融会，在一时一

地、一事一物的体验认知和解析中，形成对于“山

水间的家”主题的深度体验与理解。在这个过程

里，难得的是一种新鲜、好奇的视野，随见随感，就

像一篇朴实的乡土散文，但能从乡村的平凡人、

平常事里真切感受到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力量，

在探访间构建了关于乡村振兴发展的新认知。

同时，节目注重情感体验，《山水间的家》所

探访的家园是乡村聚落的“家”，也是乡愁记忆、

情感维系的“家”。节目注重发掘乡村中一系列

大大小小的情感载体，通过镜头语言、物象意象

以及主持人嘉宾的交流加以呈现和阐释，与观

众一道深刻认识和感受乡村的美学价值。事实

上，当我们能够真切地认识和把握乡土之物、乡

里之情、自然之韵的时候，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

解民族传统、乡土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关于优秀

传统的守护传承，关于创新发展过程中的根脉

与特色，都将成为必然。

此外，节目注重把握生活细节，《山水间的

家》呈现的是今天乡村人家日常的、真实的生

活。衣食住用、柴米油盐、寒暑晨昏，节目在寻访

记录乡村生活的日常，主持人、嘉宾与村民老乡

一起谈的聊的、参与劳作的也是平常日子里的

事，就像游子归家，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人们

重新体验乡村的日常。其实，我们特别需要这

样平常的视角，带给人们沉浸式体验的细节，

因为乡愁是需要寄托的，一事一物、一时一景都

是积蓄我们容器。《山水间的家》以流动的影像

将其捕捉并呈现出来，是乡村生活的再现和文

化的传播，可见可感，真切动人。

值得指出的是，《山水间的家》在把握平实

的探访视角、朴素的情感内涵、真实的日常生

活的同时，注重乡村文化意境的诗意呈现，注

重乡村与历史文脉的联系、注重相关文化基础

上的乡村发展空间，因此也有别于一般的记录

和介绍，具有客观呈现基础上的交流与探讨主

题和案例，使节目的思想和内涵在新时代乡村

振兴的意义上进一步深化，并因立足于客观的

影像和平实的内容而富有影响力。

乡村要振兴发展，需要全面地认识其文化与

民生的价值，需要回望寻访、守护传承，也需要前

瞻探索、创新发展，需要全社会更广泛地关注与

实践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山水间的家》带着

我们再次体验乡村生活，回首故乡家园，提升对

乡村振兴意义的认识并不断唤起凝聚乡村发展

的热情，有如展开了一次归家之旅，是守护回

归，更为了更好地建设与发展。（作者系中国文
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潘鲁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旅部联合摄制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

一篇朴实的乡土散文，一趟暖心的归家之旅

专家视角

他在《百炼成钢》里饰演伟人，

在《运河边的人们》中化身一心为公

的基层干部，他是《我们这十年》之

《西乡明月》 里投身扫黑行动的模

范干警，也是 《功勋》 之 《能文能

武李延年》中“共和国勋章”的获得

者……他俨然观众心目中“一身正

气”的代言人。

于演员，职业荣耀的背后是什

么？本报独家对话王雷、新晋“飞天

奖”优秀男演员、即将年满40周岁

的“正剧小生”。

王雷说，不必讳言如今是主题创

作的丰收季；同样不必讳言，观众偏

爱小人物，对主题创作总是要求更

高。正因此，他其实并不“惧怕”英

模人物身上的光环，他更担心作为演

员的自己“能不能在体悟后将情绪升

华，让角色身上的信仰和力量真正变

成光，照进观众的心”。

“塑造功勋，是像守
住346.6高地一样使命
必达的事”

谁都无法忽略，王雷在领受“飞天

奖”时用了至高的修辞：“饰演李延年

爷爷，是我作为演员一生的荣耀。”

何以理解“一生的荣耀”？演员

本人从两个维度拆解。以个体的经历

看，他是军人的后代，爷爷、奶奶都

参加过抗美援朝，父亲、姑姑也都是

军人。部队大院耳濡目染的成长环

境，让他与角色共情，为塑造一位真

实可信的战斗英雄奠定了基础。就演

员本分来论，当《功勋》总导演郑晓

龙、单元导演毛卫宁以及相关部门郑

重地将塑造李延年的任务交到他手

中，“塑造功勋，是像守住346.6高地

一样使命必达的事”。

2020年10月，《能文能武李延

年》在中朝边境350.2高地开机，与

1951年10月相同的季节、相近的地

理环境。战壕、堡垒都是实景搭建

的，剧组还调来四辆坦克，把大家带

回“历史的现场”。剧组做足了硬

件，软件需要演员用心补齐。

进组前，王雷把爷爷的志愿军勋

章放进随身行李，希望以此靠近那个

年代。他找来很多视频、文字，揣摩

李延年的个性、语言、音色。“像返

老还童一样，穿过他现在的模样，去

想象他年轻时候的样子。”形已备，

他继续为人物的“神”模拟出思维导

图：理解抗美援朝战争对于共和国、

对于中国人民的特殊意义，剖析是何

等的意志力让钢少气多的志愿军战士

打赢了钢多气少的敌人，站在指导员

的立场感知人物，由宏观的历史到微

观的内心世界，层层推导。“塑造李

延年爷爷，我抓住的就是题眼里的

‘能文能武’。武，能上阵杀敌，能在

战术推演时清晰地洞察局势；文，他

能用浅显直白又触动人心的话语鼓舞

战士，告诉他们为谁而战、为什么而

牺牲。”

王雷说他很感恩，整个创作周

期，李延年交付了极大信任。“爷爷

一直强调勋章不是给他一个人的，荣

誉属于千千万万的战士，对他的个人

形象塑造，反倒没提什么要求。”功

勋人物的朴实与崇高触动着演员，

“就像编剧刘戈建老师写到的那本战

斗日志，李延年对每个战士的名字、

事迹熟稔于心，他对战友满怀深情，

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满怀深情”，这

使得人物在形、神之上，又多了一层

细腻的情感抓手。

“和毛导十年之约，
是默契与挑战同步升级
的十年”

《能文能武李延年》与观众见面

时，恰是导演毛卫宁与王雷合作的第

十个年头。从 2012年开播的 《战

旗》 算起，他们有个十年之约。彼

时，导演对演员许诺，不妨约定合作

十年、十部现实主义，只要演员“目

不斜视”，必有所获。

事实证明，两人的第五度合作

《平凡的世界》已开花结果，一路斩

获白玉兰奖、飞天奖、“五个一工

程”奖。到了 《能文能武李延年》，

“十年之约”更像是锦上添花。但在

王雷看来，“和毛导十年之约，是默

契与挑战同步升级的十年”。毛卫宁

于他，不单是在创作习惯、现实主义

审美上同频的良师益友，还是因信任

会激发出更多灵感的创作源动力。很

多时候，导演可以预判演员的表现，

演员暗暗较劲“我还想给你来点绝

的、新的”，导与演之间互相启发、

层层递进。

李延年的故事，一开场就有重头

戏。整整16分钟，他处理战士小安

东“开小差”，是一个人的演讲，也

是全剧提纲挈领的一幕。进组前，毛

卫宁特意知会王雷，开机第一天第一

场戏就拍它，还要用长镜头。在家里

演练了几百遍后，王雷信心满满到现

场。当天，群演、场地、环境一切就

绪，导演安排演员先走一遍戏，九台

6K摄像机跟拍，演员全情投入，一镜

到底。谁知，正式开拍前，毛卫宁却

说，群演人数不够，先不拍了。“我情

绪都到嗓子眼了，子弹上膛、箭在弦

上。”演员坚持了一下，可拧不过导

演。此后半个月，导演不再提及重头

戏的具体拍摄日子。演员这边，“战壕

里、收工路上、睡前躺床上都会叨叨

那段词”。渐渐地，他悟出了导演的用

意，“那半个月，我们每天在战壕里摸

爬滚打，一次次，爆破在耳边响起，

几乎每一天都会对那段独白有新的感

受，对战友、对抗美援朝战争产生新

的认知”。果然，导演说拍就拍，依然

与开机那天相同的布置、同等量的群

演。而悄然变化的，是王雷对台词的

理解、处理，是他身边“战友们”对

全剧重头戏的内心认同。依然是一个

长镜头，演员一气呵成，监视器前爆

发出一阵掌声。

这几天，《我们这十年》 收官，

《西乡明月》单元又见毛卫宁与王雷搭

档。四集紧凑的故事，需要主人公程

光辉的“压场戏”。而这一回，两人为

角色设计了“无声胜有声”的表演。

无声，是当他走上主席台望着发言

稿、想起十年扫黑的艰辛路，哽咽得

说不出话来；有声，是他转身背对台

下同事、调整情绪，片刻之后再转回

身，一个敬礼凝结千言万语。

“跟观众见面，是我塑
造的形象来交作业了”

让人玩味的是，“飞天奖”揭晓当

晚，网上的年轻人起初略有错愕，对

“王雷”这个名字似乎没那么熟悉。但

只要一说“李延年”“孙少安”，大家

马上能对号入座。网友的反应，王雷

坦然以对。

“我是演员，我工作的目的是为人

民服务，工作的手段是表演，工作的成

绩是形象。我跟观众见面时，是我塑造

的形象来给观众交作业了。观众能记

住角色形象，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王雷说，与毛卫宁的“十年之

约”，恰好是他从30岁迈向40岁，经

历结婚、生子身份转变的十年，又何

尝不是整个影视行业发生巨大变化的

阶段。“在唯收视率、唯票房论的喧嚣

声里，我也有过迷惘。”彷徨的日子，

“现实主义”四个字总能给演员清晰指

引。因为“现实主义”背后，沉淀的

是脚踏实地的生命体验，活的、热的

心灵感悟。只要中国观众的现实主义

审美一直在，人比戏红还是戏比人

红，对于真正的演员而言，不该是个

问题。

他承认，演员有时候是个相对被

动的角色，但在可以选择的范围里，

他 心 仪 的 剧 本 一 定 得 是 “ 真 ” 和

“好”，是真现实主义、是好故事。他

同时也坚信，中国观众对于现实主义

的审美始终是有需求的。“等待的日子

里，我们能做的就是蓄势待发。一旦

角色到来，才能真正与之交心。”他从

每一个塑造过的角色身上汲取势能。

“军人、警察、干部、基层工作者……

他们身上有信仰、内心有力量，无数

个这样的人同心协力，我们的国家才

能不断地跨越艰难、缔造奇迹。这样

的角色，一次塑造就是一次洗礼。”他

也逐渐学会将每一层面的反馈、每一

次采访转化为自己的势能，表演笔

记、人物笔记、日记，做个有心人，

汇聚起多声道，去感知这个时代真实

的脉搏。

“我们行业有过混沌不清的时候。

但好在，浮躁散去，我们找到了方法:

‘以人民为中心’，这让我们相信电视

艺术未来已来。”这是演员王雷40岁之

际，清晰看见的未来。

主题创作的丰收季，本报独家对话新晋“飞天奖”优秀男演员王雷——

让信仰和力量真正变成光，照进观众的心 上海，有着“流光之城”的美誉，也是中国

电影的起源地。即将于11月12日在上海东方艺术

中心首演的音乐剧《流光时代》，故事就落脚在上

海：为致敬经典电影《马路天使》，音乐剧《新马

路天使》通过电视节目公开选角——在这幕“戏

中戏”中，《马路天使》 里的经典歌曲 《天涯歌

女》，将以爵士乐的形式进行呈现。

《流光时代》的作曲，是土生土长的上海音乐

人李泉。更巧的是，《天涯歌女》的作曲贺绿汀是

上海音乐学院的老院长，而李泉也是毕业于上音

的校友——从电影《马路天使》到音乐剧《流光

时代》，当《天涯歌女》以爵士乐形式焕发新生，

“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的缱绻旋律里，传递

的是对真善美的不渝追求，延续的是上海生生不

息、兼容并蓄的音乐文脉。

“为《流光时代》作曲的那段日子，我把自己

关在了一家离上音很近的小饭店里，感觉重回了

学生时代。”近日，李泉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

说，创作的那几个月里，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在

汾阳路、东平路先骑上一两个小时的自行车，“放

松些许，吃个早午饭后再回去认真工作”。上海街

区的诗意画面，给予音乐人无限灵感，对家乡的

深厚情感，化为了李泉为《流光时代》创作的14

首风格多元的曲目。

集结上海本地制作力量，完成海
派老电影和当下音乐剧的对话

海派电影代表作《马路天使》以上世纪30年

代的上海都市生活为背景，刻画了歌女小红与吹

鼓手陈少平之间的动人爱情。音乐剧 《流光时

代》则通过这部老电影观照当下，颂扬了主人公

林皓冕、言雪雅纯粹的爱情。该剧由上海东方艺

术中心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

司联合出品，是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主控主投的第

四部舞台作品。

“一群心怀艺术梦想的年轻人，前来参加《新

马路天使》音乐剧的海选，他们在当下该如何坚

守和抉择？希望上海老电影能和现在的音乐剧观

众产生情感共振。”该剧制作人林海说，他力邀自

己20多年的好友李泉为《流光时代》作曲，在音

乐剧舞台续写老友记。

李泉为《流光时代》全新创作的曲目，既有

极具流行潜质的抒情歌，也有激情洋溢的摇滚和

爵士乐。所有片段中，李泉很喜欢开场和结尾的

经典大场面。“我认为国外音乐剧的高峰期是在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年代有很多精品，比如

《歌剧魅影》《猫》等等，它们都有合唱齐舞的大

场面。”用李泉的话说，《流光时代》的开头和结

尾保留了经典的大场面，某种意义上是向音乐剧

的黄金年代致敬。

如今，上海的音乐剧市场也迎来了属于自己

的“流光时代”。从小就有观看音乐剧习惯的李泉感受到，这几年上海舞台涌

现出了一批高质量的音乐剧，有很多作品就是身边的朋友创作的。“中国音乐

剧的进步十分明显，我对曾经亮相上海舞台的 《赵氏孤儿》《也许美好结局》

印象深刻。”

宝藏男孩和“好声音”加盟，年轻演员迎难而上

今年七月，音乐剧《流光时代》正式对外发布演员招募公告。在两周时间

里，剧组收到超过500份简历，不仅有专业音乐剧演员报名，还有经纪公司和唱

片公司力荐旗下的艺人加盟。经过三轮线下面试和多轮线上面试，来自英皇娱乐

的麦亨利和“中国好声音”潘虹脱颖而出担纲本剧的男女主角，殷浩伦、刘杨、

钱懿、傅震华、王雪旌、李珏等作为主要演员参演。

青年演员麦亨利涉足影视、综艺等多个领域，参演的电影《红海行动》曾收

获36.48亿元票房，唱跳俱佳的他是公认的宝藏男孩。声音极具辨识度的潘虹则

是2020年《中国好声音》季军，出自李宇春战队，被李宇春称作“她心中的一

颗宝石”。“音乐剧这两年蓬勃发展，应该给更多的新人机会，让他们在舞台上被

大家看见。麦亨利和剧中的男一号一样努力、执着和善良，这是他入选男主角的

原因。”林海表示。

“这部音乐剧对演员唱跳演这三方面的要求都很高，男女主人公也有不少独

唱、重唱的唱段。虽然不是专业音乐剧演员出身，但是我看到了麦亨利和潘虹迎

难而上，在排演过程中进步很大。”李泉对年轻演员寄予厚望——“台上见，希

望他们能保持良好的心理素质，不辜负观众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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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呈现今天乡村人家日常的、真实的生活。 （资料图片）

▲王雷在《我们这十年》里饰演程光辉。

 王雷在《功勋》里饰演李延年。

均剧照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