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和伟的表演之路类似美国演员伊

斯特伍德——年轻时长期出演配角，人到

中年演技才被重视，成名后起初扮演的多

是一些偏重类型化的角色，但随着演技被

越来越多人认可，戏路自然也越来越宽。

最近两部电影中，于和伟扮演的是

完全不同的角色：《坚如磐石》中白手起

家一人独大但又始终被权力钳制的黎志

田、《二手杰作》中碌碌无为却拨开云雾

见日出的马寅波。而这两个角色，也意

味着于和伟的演技到达了一种新的阶

段：不管是群像演出还是突出个体的剧

作，他都能表现出自己的最佳状态，成为

影片的一抹亮色。更重要的是，他用表

演的方式，实现了对某些生活中复杂瞬

间的再现和捍卫。

“扫黑电影”近年有渐成为中国犯罪

电影中本土亚类型的趋势，在此类作品

中，一个强硬的反面角色因为性格多元

化的设置，往往比单纯的正面角色更有

戏剧张力，而该类型题材也常表现反派

如何开出“恶之花”的人性丧失之路。在

于和伟的演绎下，黎志田这个反派像川

剧变脸一样面具多重。

黎志田作为黑势力的代表，从“棒棒”

白手起家，逐步成为当地富有阶层——金

五集团的董事长，掘金过程官商勾结，充

满罪恶。影片开始时的黎志田摆出一副

志得意满准备退出江湖的状态，实际刀尖

舔血，危机四伏，于和伟将山城棒棒军的

艰难奋斗的前半生浓缩为果断狠辣处理

事情的决断力、带有杀气的眼神、抿紧的

嘴角和充满气场的电影台词表达。于和

伟将黎志田塑造成为一个有软肋的狠

人。他拥有的这个小小私人帝国来之不

易，在极端强硬的同时，必须像端着一碗

要溢出来的水一样维持着他和身边“高

人”们的关系。那根金闪闪的扁担表明

了他前半生的举足为艰和一定要爬到人

尖的决心和斗志，他每次拿起扁担捍卫

自己的安全时，瞬间力度倍增。

于和伟通过和不同人物之间关系的

演绎呈现黎志田人生的不同层面：

在集团中和弟兄们在一起时，黎志田

处于高位，微仰头视角向上，同时也带着

警戒和某种处于权力高位的自得；黎志田

和郑刚在一起的时候，因为郑刚对他的拿

捏，黎压抑自我假作卑微中带着狠劲儿、

被呵斥时又慢慢表达自己的诉求和夹枪

带棒地要挟。这两人的关系线是电影叙

事的主线，也是电影中最富有张力的时

刻。他们随时可反噬对方，同时也依附于

对方而生存。他们是一面镜子的正反面，

表面的明亮和背面的漆黑沆瀣一气。于

和伟塑造的黎志田和郑刚的关系中，强调

内在气焰的对立，比如签合同一场戏中，

黎志田不得不按郑刚指示去完成指派的

任务，但那摄像头内才可放大的回眸的表

情里，于和伟生动地演出黎暗处的怒目，

假装的低眉，皆为戳心反骨。

某场戏中黎志田来到郑刚家中拜

访，面对郑刚妻子他比对待郑刚更为恭

敬，但被对方蔑视地警告“士农工商”的

阶级次序。黎表面卑微但此刻的内心怀

着目的。无论对方说什么，他必须谦恭

到底，寻求有利于自身的问题解决方

案。此时于和伟的表演入木三分，把一

个大佬式人物在受到打压时的委屈恭

敬和极致讨好对方的态度表现出来。

第三个层次是表现黎志田在面对见

明等小字辈的时候，放松和明白地展现

自己的“恶”，此刻他居高临下面对小虾

米，分外清醒和轻松，脸上洋溢着一种猫

抓老鼠的游戏快感，也免不了做些下作

的局威吓对方。火锅局中的他把手机丢

到火锅里让别人去捞，此刻他是不惮于

表现自己的恶的。

黎志田女儿奴的一面是这个角色的

第四个层次，女儿是他最大的软肋，他把

所有的情感都给了自己的女儿，体现出

一种毫无保留和不加掩饰的爱。女儿难

产刚生了孩子，黎志田指挥手下抓苏见

明，却意外被攻击，尽管生命危在旦夕，

他坚持不发出声音，维护一个安宁的氛

围，做出“嘘”的动作，怕把隔壁的女儿吵

醒。对女婿David，黎志田的表现体现了

人物内心因爱而生的恐惧，发现女婿欺

瞒女儿的事实，他拿出杀手锏，先是劝

退，然后又狠毒杀之，面对David他才是

真的怕，这人占了他女儿的爱，他试探着

要把江山让给他，但恐惧辛苦打下的江

山被他人掠夺。又涉及到可能对女儿的

伤害，即使错杀，也绝不能放过。

在黎志田这个角色身上，于和伟完

成的是各种人性贪嗔痴的拉锯战。

在《二手杰作》中，于和伟完成的任

务是：如何在巨大假定性的情节下，摆脱

符号化和夸张脸谱化的倾向，释放一个

有烟火气的、凡人所经历的人生。

于和伟曾说：“做演员最过瘾的地方

就是有机会塑造各种不重复的角色。”

《二手杰作》是一部涉及中年危机的影

片，翻拍自2009年罗宾 · 威廉姆斯主演

的美国电影《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在

电影里，于和伟扮演的马寅波是个遭遇

中年危机的高中语文老师，事业家庭暗

礁林立，人到半百壮士未酬，不得志且处

处拧巴。这是一部剧情高度假定，且富

有存在主义荒谬色彩的黑色喜剧影片，

在这样的影片中出演角色，很容易因为

戏剧化，成为一个夸张的符号。于和伟

在高度假定的剧情中，把马寅波演绎成

活生生的人。

电影中的他，处于一种“局外人”的状

态，想成为作家，积压了诸多的文稿却总

被出版社拒绝。儿子意外坠楼后，他以儿

子的名义出版了自己压箱底的书，书在炒

作之下疯狂畅销，达到一个书生的人生巅

峰，但儿子醒来，梦即破碎。在某种程度

上，马寅波长期困在象牙塔中，活成了一

个脱离社会过于单纯的人，也正是这份守

旧和单纯，让他与时代格格不入。

如何演绎极致的癫狂？

于和伟扮演的马寅波，开始时局促、

复杂，就像他写的那些压箱底的旧手稿

一样，皱巴巴，总被奚落和冷遇，无从舒

展。状态低沉、失落，挫败感十足，马寅

波处处无能但是又不甘于平凡，心若苍

穹，肉身却陷在市井的琐碎中，无力发

挥。天降契机后他以隐身作者的状态走

向人生极致，好像满是皱褶的旧衣，终于

被熨烫平整，焕发出新的光彩。这个时

期，于和伟赋予马寅波“疯癫人生”的状

态，他犹如范进中举般狂喜，从自卑反转

至自大。他仿佛变成了神笔马良，普天之

下，万事万物，没有他不能梦笔生花的。

儿子苏醒后拒绝冒名合作，他又想拉住刹

那即逝的癫狂，陷入了一种更为极端的疯

狂之中，甚至冲冠一怒为销书。最后企图

说出真相的他却发现，真相已经没有人在

乎了，别人只嫌他碍事多余。

在大段独白式的演出中，马寅波不

停地追问世俗的怪圈，如何将他放逐、

拉拢又再次抛弃，他相信是自身的真才

实学让书得以出版，而不是因为盗用了

儿子的名。但世俗就是那么滑稽，荒唐，

在话题和炒作下，他能轻而易举出版一

本畅销书，当他抛弃浮名，想认真出版一

本属于自己的著作时，却只能积压在仓

库中冷却。这时马寅波才真正意识到

人心易变，世态炎凉。于和伟演出了马

寅波这样一个成长和心态滞后于时代

的中年人与现实的碰撞，演出了他在与

世俗通融、决裂又最终和解状态中的若

干挣扎。

最后在楼顶，马寅波为了劝解杰西

卡，梳理了一番人生的大道至简，自己

也平静下来，这时候的马寅波，与世俗

的拧巴和对抗终于达到了一种意外的

和解。马寅波内在确实是个单纯、善良

的好人。但就在观众意识到这个角色

的可爱之处时，他又突然坠楼——这个

瞬间对观众有着非常大的冲击力，谁会

接受一个内在良善的人要毁灭的可能

呢？意外、惊恐、痛苦、豁达、狂欢这些表

情迅速呈现又瞬间消失，于和伟用复杂

的微表情演出了马寅波在下坠瞬间终

于达到了一种身心的放松，他和这个世

界和解了。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
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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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网络剧应具备新媒介带来的新特质

于和伟：用表演捍卫生活的复杂瞬间
崔辰

桂琳

网络剧就如网络文学一样是内涵模

糊和外延宽泛的文艺作品概念，主要原

因在于它们都是由旧文艺形式与网络这

一新媒介相结合而产生的新文艺形式。

这种新旧结合的复杂性为“网络+”文艺

的创作、评论和研究都带来挑战。

网络文学研究界已经逐渐形成一

种共识，认为网络文学并不简单是传统

文学的网络版，而是一种新媒介文学形

式。这为我们观察目前日益成为剧集

主流的网络剧带来启发。真正意义上

的网络剧也不仅仅是传统电视剧的网

络版，网络这一新媒介也使得它具有了

与传统电视剧不一样的新特质，其中一

个最明显的新特质就是网络媒介所带

来的融合性特征。

换句话说，网络媒介正在重新塑造

剧集的样貌。而刚刚播完的网络剧《繁

城之下》就很好地把握和利用了这种融

合性，从而让大众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

网络时代的信息不仅海量，而且来

源十分广泛，古今中外的多元材料形成

了一个巨大的资源库。所以相对传统

电视剧，网络剧在资源选择上就有了极

大自由，可以说古今穿越，中西混搭。

以十分受欢迎的马伯庸历史剧为

例，马伯庸创作在借鉴和整合不同文化

资源上采取的就是一种跨时空、跨媒介

的网络拿来主义思路。与马伯庸相似，

《繁城之下》的编剧和导演王铮曾经作为

B站影视解说的UP主，有大量的阅片经

验，并且熟悉网络文化，这本身就是网络

时代创作者的重要优势。不过很多网络

剧也因为无法驾驭好杂多繁复的网络异

质性资源，容易被诟病为胡编乱造。就

连受到追捧的马伯庸配方也不是每一部

都处理得很好。《繁城之下》在资源融合

上可以说是十分用心和有成效的，这是

该剧有可能成为精品剧的关键。

首先，该剧情节设计采用混搭资源

后的完全虚构情节。这部剧的情节主

线是由几场连环杀人案勾连出20年前

的纵火灭门惨案。其中的连环杀人案

情节设计明显借鉴了电影《七宗罪》，只

是将其中的《圣经》改为了《论语》，案件

推理情节则是借鉴日本的社会派推

理。令人称道的是，虽然情节资源是异

质性混搭，但剧中整个犯罪和推理过程

却设计得十分周密，几乎没有可有可无

的剧情，观众不看到结局很难猜到最后

的真相，可以说将犯罪悬疑类型的类型

乐趣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此严密的悬

疑编排情节，在目前悬疑类型网络剧中

是出类拔萃的。

其次，该剧人物设计则是虚构与真

实交织形成。其中最出色的人物设计是

典史宋辰和书童陆直。宋辰形象可以说

是整部剧的灵魂人物，让这部剧不仅仅

是一个单纯的探案故事，也部分上升到

了反思历史、讨论思想和探索人性的高

度。导演自己说这个形象的灵感来自真

实历史人物唐伯虎，宋辰的科场冤案与

唐伯虎的人生遭遇十分相似，他的诗画

才能也与唐相同，剧中出现的宋辰所做

的两首诗也是仿唐的作品。但宋辰身上

又具有了唐所没有的现代思想和现代人

格，他的探案才能更是来自当代探案题

材的灵感。书童陆直表面上看是个虚构

人物，但又是晚明时期大量贱籍普通人

的缩影，让我们看到了晚明时期阶级对

立的真相，大量的贱籍家奴没有任何途

径改变自己的命运。作品将他的黑化过

程以一个小孩子的成长叙事来进行书

写，则又是一种现代表达，陆直在那个肮

脏的环境下，从一个懵懂的孩子到最终

犯下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

第三，该剧影像风格是中式园林与

黑色影像光影的配合。案件的发生时

空放在晚明时期的江南地区，剧中景观

也选择了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导演

尤其强调了传统园林设计给他的影响，

即利用园林纵向层次的变化营造极为

写实的中式美学。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该剧同时将园林建筑与以探案和犯罪

题材为主的黑色影像光影设计巧妙结

合起来。黑色影像往往调子有意偏暗，

而且喜欢用斜线与垂直线构图，旨在分

裂影像空间,使之不安宁、不稳定，尤其

会巧妙利用窗户等透光源形成各种光

线形状和阴影。《繁城之下》充分利用了

中式园林的纵深、遮挡和窗户间隔，制

造出了与黑色影像相似的低调并阴暗

的影像风格，与剧集的犯罪悬疑内容相

得益彰。

除了资源融合，《繁城之下》更难得

的是做到了一定程度的思想融合。传

统思想以剧中引用《论语》而探讨的人

格理想为表征，而当代哲学则是以网络

时代存在主义思想的复兴为聚焦。传

统思想与当代哲学的这种思想融合，让

《繁城之下》既有对历史的回眸与反思，

更有对网络时代新矛盾和焦虑的直面，

甚至有可能将历史与当代某些共有困

境联系在一起展开思考。

导演在剧中大量引用《论语》原文，

不仅只是一种装饰性表达，而是努力在

与《论语》所携带的传统思想进行对

话。这一点通过剧中几个小人物形象

体现出来，也让传统思想显得分外动

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小人物是妓院

乌龟出身的小宝子。这个出身最为低

贱的小人物从小备受欺凌，但剧中却将

高尚的人品赋予他。

剧中有个很小的细节，小宝子和陆

直提到自己宁可挨打也只偷性情不好

的人的点心，从不偷性情好的人。陆直

觉得十分奇怪，因为在他的意识中，趋

利避害、保全自己是最重要的。而小宝

子却坚定地认为性情好的人就不应该

被偷，这也为小宝子后来牺牲自己仕途

为陆不忧全家报仇埋下伏笔。他临死

前引用《论语》卫灵公篇中“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来为自

己的行为做注。陆不忧救了他一命，小

宝子认为这是“杀身成仁”，于是便筹谋

20年为他报仇。但因为缺乏证据，对手

强大，他宁愿赴死也要与对手同归于

尽，这也是“杀身成仁”。一个出身卑贱

的小人物最终用行动实现了仁德。

另外一个动人的小人物是高士聪。

他虽然只是个杀猪匠的儿子，一个随时

能被开除的低级白役，但剧中却赋予他

聪明才智与赤子之心。他对朋友三更不

离不弃，在三更最迷茫无助的时候一语

点醒梦中人，并凭借自己的才智与赤诚

最终扭转了大局。剧中有一个三好友喝

酒的桥段，当凤秀才和三更都认为孔夫

子教人不成功的时候，只有具有赤子之

心的士聪看到了真相，他认为并不是孔

夫子的道理不好，而是这些道理变为人

生实践时会受到太多现实的干扰。做人

是很难，但孔夫子思想所象征的理想主

义仍然是世间不可缺少的光。

该剧不仅与传统思想对话，导演也

试图在剧中探讨当代的存在主义思

想。全剧不仅充分展现命运的荒诞性，

还有人通过自我选择与命运的角力，这

些正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命题。存

在主义哲学在二战后能够成为西方思

想主流与当时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在

各种宏大叙事都遭受质疑的背景下，存

在主义哲学为个体寻找到一种追寻人

生意义的行动路径。一些年轻研究者

发现，一度沉寂的存在主义哲学在以

“90后”“00后”为主的网络青年群体中

重获认同，并作为他们指导现实生活的

有效信念。这也与网络时代的新现实

密切相关，网络的出现让人们的选择变

得更多，反而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不确

定性和不安全感。当代青年感受到做

出每种选择都需要巨大的勇气，使得他

们再次对存在主义思想产生亲近感。

剧中两位重要人物宋辰和陆直都

遭受了命运的戏弄，都是不公平规则的

受害者，但他们却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

择。陆直少年时尚有良善之举，但在陆

远暴和陆忠耳濡目染之下，陆直慢慢认

同了作恶，认为以暴抗暴和以恶制恶才

是生存之道，并一步步滑向罪恶的深

渊。于此相反，宋辰在遭遇巨大冤狱之

后，并没有选择游戏人间，反而通过选

择成为典史来匡扶正义，减少罪恶。尤

其在剧集最后高潮，当他已得知县令与

举人两强争斗的真相后，并没有如一般

胆小怕事的小吏那样避之不及，而是将

自己作为典史的责任完全承担起来，最

后甚至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帮助魏知县

（即小宝子）将冤情大白天下。也正是

他的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选择感化了

一度迷茫的三更，让他从仇恨中清醒过

来，承担起自己作为捕快的责任。

综上所述，网络剧在与网络这一新

媒介的结合中慢慢演变为一种真正的

新媒介剧集，并具有了很多的新特质。

除了融合性，应该还有更多的新特性值

得展开评论和研究。对网络剧制作者

来说，只有正确把握并充分利用这些新

特性，才能制作出真正优秀的网络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
院教授）

——以《繁城之下》为例

资源融合：
古今中外的巧妙搭配

思想融合：
传统思想与当代哲
学的交汇思考

《坚如磐石》：
类型化角色的情感细节

《二手杰作》：
黑色幽默中的“局外人”

▼在电影《二手杰作》中，于和伟演出了马寅波这样一个成长和心态滞后

于时代的中年人与现实的碰撞，演出了他在与世俗通融、决裂又最终和解状

态中的若干挣扎。

 在于和伟的演绎下，《坚如磐石》中黎志田这个反派像川剧变脸一样面

具多重。

在电视剧《繁城之下》中，宁理饰演遭遇巨大冤狱之后依然选择匡扶正义的典史宋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