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海情》热播：黄轩演基层干部有“内味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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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宁镇，宁夏回族自

治区银川市永宁县下的一

个特色小镇，曾经的这里飞

沙走石，戈壁茫茫，缺水少

电，沙丘连绵。而今，这里绿

树绕村郭，牛肥瓜果香，不

仅依靠“劳务输出、葡萄种

植、光伏农业、肉牛养殖、红

树莓种植”等多种产业实现

了脱贫致富，还彻底将曾经

的“干沙滩”变成了“塞上江

南”，“闽宁模式”也成为中

国奇迹的一个缩影。

近日，正在北京卫视

热播的现实主义大戏《山海

情》将这段艰难却辉煌的岁

月铺展至观众面前，剧中，

由黄轩饰演的马得福是西

海固村民脱贫之路的引领

者与开拓者，这个刚从农校

毕业的年轻小伙，怀揣着义

无反顾的坚定信念和赤诚

之心，直面困境与机遇、现

实与挑战，一点点拉开了脱

贫致富的帷幕。

面庞黑红，乡音醇厚，

骑一辆“二八”自行车飞奔

在戈壁乡间，曾经的“国民

初恋”黄轩，正是以这样一

副形象出现在了观众面

前。在大家心中，他是《芈

月传》中清俊的贵公子，一

句“月儿好看”醉煞万千少

女；也是《妖猫传》中桀骜不

羁的诗人白乐天，凭借漫卷

史书的诗性表演折服众人；

还是《芳华》中热情善良的

文工团男兵刘峰，坎坷一生

的命运令人动容。可以说，

文艺、温润、儒雅、斯文一直

是黄轩的代名词。

村官当家难 执着也

柔情

“没有领导讲话、没有

刻意煽情，没有说教口号、

没有脸谱干部。”《山海情》

在开播的第一天，就收获

了网友的好评。作为一个

刚刚从农校毕业的年轻小

伙，黄轩饰演的马得福率

先担起了“吊庄”工作的重

任，成为带领西海固村民

迈向脱贫之路的领路人。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

近距离地走进基层干部，

我真的觉得他们非常非常

不容易，他们是希望、是

光。包括得福，从零开始和

村民们在一个寸草不生的

地方重新建立一个家园，

建成如今的塞上江南，是

不可思议的。”事实上，从

第一步的吊庄移民工作开

始，马得福就开启了一场

披荆斩棘的“战斗之旅”，

当家人的难，从走马上任

的第一天便显山露水，而

他硬是凭着自己的韧劲，

啃下了一块块硬骨头。“比

如他为了让村里更快地通

电，就一遍遍地去变电所，

天天堵门口做‘门神’，但

因为搬迁户数不达标，所

长不见他，他就带着饼子

什么的，每天就在那等，是

非常执着的一个性格。”

从劝说帮助村民完成

“吊庄移民”工作，到东西

协作扶贫政策出台后，带领

村民们共同走上致富的康

庄大道，马得福的“难”，如

打地鼠般，刚解决一个下一

个又冒出头来。“这个人太

难了”，黄轩直言，“扶贫太

难了，从头到尾马得福就没

消停过一天，有时候还里外

不是人。他永远在一个困难

中，永远在为别人解决问

题，不被人理解。有时候说

实话，我自己演着演着都觉

得换作是我可能不会有那

么大耐心，所以基层干部是

真的不容易，什么事都得

管，什么苦都得往自己的肚

子里咽。但是他还是非常愿

意去承担责任，积极地为大

家解决问题。”

得益于对角色深切的

理解与共情，黄轩塑造的

马得福既有初生牛犊不怕

虎的刚勇，又有乘风破浪

直挂云帆的执着坚韧，为

《山海情》“有情怀”“生活

化”的现实气质打下了坚

实的基底。“演员像从土里

长出来的”，也成为观众对

剧作的直观印象。而除却

工作上满含真诚的一腔热

血，马得福与李水花（热依

扎饰）令人遗憾的情感线，

也让这个西北汉子在执拗

之余有了更多温柔的色

彩。“他其实是一个还挺柔

情的人，和水花虽然没有

走到一起，但他一直关心

着她，一直希望她能过好。

看着水花的日子一天比一

天好，他也是非常高兴，所

以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非常

柔情的人。”

方言有“内味儿” 口

音成挑战

演过诗人、盲人、精英、

皇帝、警察、探长等各类角

色，尝试过古装、民国、现

代、职场等各类挑战，对各

类型都能驾轻就熟的黄轩，

却是第一次诠释与自身文

艺气质截然相反的人物。但

他直言，《山海情》是自己入

行多年来真正的“圆梦之

作”。“我其实是西北人，我

一直梦想着在西北这片土

地上说着西北的方言演一

个西北的故事，这次当我接

到邀请时，觉得好像圆了我

的一个愿望。我没有真正意

义上演过农村人，对这个题

材充满了好奇，而且我觉得

中国扶贫是一件非常了不

起、正能量的事情，它是真

正地改变了广大农村老百

姓的生活，我认为值得去歌

颂。”

脚踏西北的土地，目

及西北的黄土与蓝天，欣

喜与激动之余，得福一角

带来的全新挑战，让黄轩

不得不从头做起，从“语

言”做起。“这是一次不一

样的表演”，黄轩认真形容

道，“我老家是兰州，其实

平时没怎么正儿八经说过

方言，但这部戏我们从头

到尾说的都是方言，其实是

有一点难度的，我在背台词

的时候，都得带入口音去

背。”事实上，剧组在初期了

解资料的过程中，就敏锐地

捕捉到了当年的一件趣事

——福建的帮扶干部听不

懂西北话，当地的村民也听

不懂福建话，语言关从一开

始就是真实需要跨越的障

碍。“所以我们采用了方言

拍摄，就是想让它接地气、

更贴近生活，更像真实发生

的事情，让人相信这些东

西，相信发生的这些故事。”

导演孔笙补充道。

历史与现实的交汇，

使原声版《山海情》形成了

奇妙的互文，方言问题既

是剧情需要，能够更好地

展现浓郁而又深厚的地域

文化，帮观众入戏，营造喜

剧性格调，也让黄轩在拍

摄过程中对角色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与表达。“我没有

过农村生活的体验，所以

就得去找那种状态，比如

说西北的农村男人，多少

会有点‘楞’、有点直，这些

特点都会反映在他们的说

话方式、神态神情上，包括

形体动作上，都跟我们平

时不一样，这些东西都需

要观察学习找感觉。”

如今，北京卫视也播

出了原声版《山海情》，“西

北话一出，马上就有‘内味

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

所有演员都是当地人”，

“方言太有味道了”，成为

大多数网友的评价。而无

论是马得福还是其他角

色，方言的表达让他们的

人物更加接地气，也让荧

屏外的观众有一种置身其

中的感觉，离角色更近一

些，离故事更近一些。

黄土地上收获感动

出道十几载，黄轩在

各个领域都交出了优秀的

答卷，既经得起大银幕的

苛刻考验，也经得住小荧

屏的精雕细琢：电影《妖猫

传》《芳华》等取得不俗的

票房，电视剧《红高粱》提

名白玉兰最佳男配角奖，

《芈月传》《亲爱的翻译官》

《猎人》等都取得了收视佳

绩。而随着《山海情》的热

播，黄轩则又迎来了新一

轮的高光时刻，在那片飘

荡着童年味道、承载着儿

时记忆的黄土地上，收获

着角色带来的感动，收获

着来自荧屏内外的赞誉。

为什么可以“成为”马

得福，如何与角色做到融

为一体令人信服，黄轩在

采访中给出了自己的答

案。他没有做过多的设计，

没有各种冗余的点缀，只

是在共性的寻找中，与角

色合二为一。“我没有那么

大能力变成别人，但我可

以从自己身上去挖掘这个

人物的可能性，只要找到

和这个人物相近的地方，

我能感受到他，演出来就

会真实可信。”

所以，他将马得福的

每一个侧面都进行了深度

的挖掘思考，在寻找共性

的基础上，再思考角色可

能的神情神态、处事方式、

行为动因。“比如，他说起

话来的神态肯定不会像我

现在这样，那他的头会不

会低一点，嘴巴是不是平

时老是闭不住，眼神是不

是有点愣？在这些小的地

方我会去找。但他的情感、

要做的事、行为出发点，我

是在找跟我自己相近的地

方，比如说我遇到这种事

我会怎么样，然后他这样

了，我能不能理解。”

他形容每个人就像一

个调色板，选取自身颜色

与角色最近的部分并将其

放大，就能在相对的差异

中把握角色的多层次。“一

个人的性格性情都是复杂

多变的，像一个色盘会有

多种颜色。你接到角色以

后，在自己的性格色盘里

去找跟他相近的颜色，或

是他需要的颜色去调和，

欠缺的地方把它放大一

点，能感受到的地方直接

拿过来去用，过火的就收

一点，就是这样。”

如今再忆起拍摄的每

一帧每一镜，黄轩的心中仍

旧充溢着想念、留恋、感动、

不舍。“虽然是在一个比较

苦的地方拍摄，但我一点都

不觉得这个戏苦。包括当时

杀青的时候，是真的很不舍

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对闽宁

镇都有了感情，我甚至都想

象过我住在这里会怎么样，

加上我又是西北人，你踩在

这片土地上吃这口饭，面条、

羊肉，闻着秋天、冬天这种凉

爽的空气，总让我想到小时

候的很多地方，就是觉得太

亲切了，一切都让我很不舍

得。”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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