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青年报》消息 曾
主演《艳阳天》《创业》《敌
营十八年》等影视片的表
演艺术家张连文于1月4日
22时因病去世，享年74岁。

张连文1945年2月出
生，1960年考入北京艺术学
院表演系科，学习话剧表
演，开始了他的表演艺术生
涯。1973年北影厂导演林农
为拍《艳阳天（1973）》请他
扮演萧长春，这是他第一次
拍电影。张连文作品里最为

观众熟知的就是《创业》。戏
中周挺杉跳进泥浆的那场
戏，张连文在泥浆中泡了3
天，把皮肤都烧坏了，留下
了严重的皮肤瘙痒症。

2014年底，张连文遭遇
了一场车祸，在医院昏迷了
一个月，至此，身体健康每
况愈下，常常与轮椅为伴。

【链接】

经典台词

●“人没精神轻飘飘”

描写大庆石油工人的电影

《创业》在拍摄前，全体演职

员专程进驻大庆体验生活。

在剧中扮演男主角周挺杉

的张连文曾经感叹，“体验

生活的时候，听了很多石油

工人对‘铁人’的描述，觉得

他真是铁铮铮的汉子！”影

片上映后，《创业》中金句不

断，其中“有条件要上，没有

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人

没精神轻飘飘，井没压力不

出油”等深入人心。

●“不蒸馒头争口气”

张连文记住的第一句周挺

杉的台词就是“不蒸馒头争

口气”，它既道出了戏里周

挺杉打油井的决心，也呼应

了戏外张连文乃至整个摄

制组拍电影的信心。电影拍

摄期间，酷夏有令人“胆寒”

的蚊子，所有的演员都要特

殊保护，每人一顶草帽，草

帽上再挂块纱布把脸蒙上，

否则脸上叮个大包，镜头就

不能用了。 （肖 扬）

《四个春天》：
日常的温度

陆庆屹是在北京
从事影像工作的贵州
人，典型的北漂，一年
到头每逢春节，才得以
回家和父母团聚。看着
日渐变化的家乡，他拿
起手中的摄影设备，零
零碎碎地将周遭的一
切都记录了下来。从
2012到2016年，4年的
回乡偶得，他用家庭影
像的拍摄方式，积累了
250多个小时的素材。
家乡风物和父母琐碎
的生活在硬盘中塞得
满满当当，他突然动起
了将其剪辑成一部纪
录片的念头。经过一年
多的反复打磨，这部动
人的纪录片《四个春
天》日前终于呈现在大
银幕上。

和一般纪录片相
对客观，着重强调事件
性的风格不同，《四个
春天》以更为私密的影
像，用最日常的镜头直
接与观看者进行对话。
镜头下老去的父母，在
贵州四线小镇中，悠哉
地过着自己的晚年。以
时间为结构的影片波
澜不惊，都是最为日常
的柴米油盐，但我们却
从陆家一家人的身上
看到了一种生机和况
味。陆庆屹的父母有着
老一辈人的心灵手巧，
他们将劳作视为乐趣，
观察燕子、养蜜蜂、熏
腊肉，这些体力活给他
们带来的是由衷的满
足感。漫步在田野山
间，他们会引吭高歌，
也会谈论起曾经一起
跳过的舞，诗意和浪漫
便在这空旷的自然中
升腾开来。最私人的影
像才能抵达最多观众，
有影片中这对对生活
知足、对事事葆有好奇
的父母，不难理解导演
对人情敏感的洞察从
何而来。

《四个春天》是一
篇关于时间的自由创
作，在“变”与“不变”中
用生活的切片道尽父
母辈的喜怒哀愁。《四
个春天》是一部好纪录
片，充满着久违的，属
于日常生活的诗意和
爱。这部献给父母的
《四个春天》应当可以
被看成他抵御时间侵
蚀和碾压的方法，而这
剂温润的良药，适合所
有人服用。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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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
河》收官

导演还原
40年前场

景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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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河》将于4日
收官，该剧在北京卫视播
出后，收视率稳坐全国省
级卫视黄金剧场电视剧第
一名，豆瓣评分高达8.9，
是2018年播出的电视剧中
评分最高的一部。《大江大
河》由导演孔笙和黄伟联
合执导，该剧所还原、营造
出的时代感也成为业内标
杆式的作品，日前两位导
演接受记者采访。在执导
《大江大河》之初，黄伟就
与孔笙达成了一致意见：

“我们用最朴实、真实的一
种表现手法去阐述这部
戏。”

《大江大河》的故事从
1978年开始，编织出了一幅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画面。
在孔笙看来，尽管剧中有一
些苦难，也有一些悲情，但
是整体气质是向上的，改革
开放打开了国门，国家不停
有新鲜事物出现，这些事让
人很兴奋，“有一种积极向
上、要变化的状态，这也是
我们想抓住这个戏很主要
的一个点。”

有人认为宋运辉的职
场之路像“爽剧”，黄伟认为
相比收获结果，宋运辉艰难
成长的过程更为有意义，

“一个年轻人从学校出来，
步入社会走进工厂，他所看
到的、听到的都是我们要表
现的，至于最后让观众感觉
到爽或者怎么样，这是人物
成长的过程。”导演也希望
借助改革先行者们的奋斗
历程，对当下的年轻人有所
触动、有所启发。“宋运辉的
经历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一
定的意义，那个年代年轻人
的矢志不移、坚忍不拔，是
对每一个活在当下的人，都
可以有参照的地方。”

除了场景，导演对道
具和服装也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据饰演宋运萍的童
瑶回忆，连女演员扎头发
的皮筋样式、怎么扣扣子
等细节导演都提出了具体
要求。孔笙对此有着坚定
的看法：“我们拍一个现实

主义题材的剧，希望观众
能够认可它。如果拍得不
像，这个戏的真实性就会
打折，我们特别想让观众
能回忆起那个年代的事
情。我觉得这可能比你编
织一个特别的情节还要起
作用，因为它会很感人。”
黄伟在拍摄过程中亲自淘
了一些道具，像剧中1977
年10月21日的报纸、赵达
饰演的寻建祥的录音机和
磁带。“我和孔导用自己最
真诚的那一面，用最专业
的手段去阐述这部戏，相
信观众应该会看到。”

据孔笙介绍，几个主
要人物身上的设计会随着
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比如
雷东宝在剧情后期骑摩托
车，杨巡开市场的时候，有
一辆那个年代苏联的小拉
达汽车，“这些变化会带给
人物一些新的东西。包括
宋运辉从青涩到成熟，一
步步当科长，当处长，变化
是一点点都能看到的。”这
些变化除了依靠道具设计
外，还有演员的努力。

与宋运辉和雷东宝在
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浪
潮中奋力拼搏的经历不

同，挑扁担卖馒头、收电线
开电器城的杨巡（董子健
饰），是个体经济的缩影。
1980年，温州发出了全国
第一批个体营业执照，这
个创新举措，让无数的个
体商贩开始“走出去”，也
由此诞生了中国最早一批
的“万元户”。《大江大河》
中，杨巡从卖馒头起家，手
忙脚乱投奔商海创业，踩
过陷阱，也遇到过感情挫
折，在生意场上一路摸爬
滚打艰难前行，赤手空拳
地走出一条创业路，成为
个体经济中的佼佼者。

剧中，杨巡有一场焚烧
假冒伪劣电器设备的重头
戏，这场戏不仅是关乎杨巡
命运的关键转折点，也是董
子健在拍摄中记忆最深刻
的一场。“我没想到火烧起
来的温度那么高，剧组给我
做的那个肿起来的道具手
都被烤化了，包括离火更近
的摄影师都在抖，但都还在
坚持，所有群演也在等着，
我就想我一定要把这场戏
演完。”董子健总结说，杨巡
代表了当年大多数个体经
济的形象，那种打不倒，乐
观的精神是持续到今天仍
然存在的。（据《新京报》）

■相关新闻

小说再迎热潮
阿耐谈创作初衷

尽管电视剧《大江大
河》已经收官，但是这部作
品的影响依然在发酵。其
原作者阿耐为何要写这样
一部小说？尽管作者本人
始终不现身，但通过其出
版方面的合作者以及相关
作品的序言，记者进行了
探寻。

《大江大河》四部曲中
《艰难的制造》一书的责编
程峰向记者透露，在此书
编辑出版过程中，他自始
至终都没有见到过阿耐本
人，一切合作全部是网上
联系，“她不提供照片，不
参加任何活动，不透露真
实姓名，不开公众号，这些
相关保密条款都写进了合
同中。”

《大江东去》是阿耐的
成名作，她也是2016年的
热播剧《欢乐颂》的原著作
者。2018年6月，读客文化
将《大江东去》及《艰难的
制造》汇集为《大江大河》
四部曲出版。《大江大河》
的爆红也带动原著小说近
日销量暴增。据读客文化
的发行总监付丽介绍，他

们已通知印刷厂紧急加
印，加印数量达5万套。

阿耐还讲到，她写小
说最擅长也最受欢迎的是
商战小说，至于后来怎么
会想到要写《大江东去》这
样的大部头，阿耐说她原
本只是将写作当成倾诉的
渠道，也喜欢在网络上和
读者互动的乐趣，而后才
渐渐发现，写作不仅仅是
输出，也是回顾自省、逼自
己不断学习提高的过程，

“因此写着写着，不禁思考
这一路走来遇见的各种事
件，它们为什么发生，又为
什么有如此结局，市场的
大手、政策的大手究竟在
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在为此寻找答案时，
阿耐开始有意去搜集过去
的报纸，翻阅过去的报告文
学，阅读历年出台的中央文
件汇编，同时结合自身经历
对照思考，突然就有了种

“原来如此”的醒悟。“于是
我便不再满足于单纯写一
个事件，心中便萌发出写
《大江东去》的念头。”阿耐
以“不要让离我们最近的历
史成为盲点”来总结《大江
东去》的主旨。

阿耐还强调说，她从未
有过要书写一幅庞大的时
代画卷的野心，《大江东去》
只是个人视角下的历史回
顾。 （据《北京青年报》）

“铁人”扮演者张连文病逝

张连文（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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