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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娱乐
《降魔的 2.0》打破“续集魔咒”，豆瓣评分高达 8.7 分；监制方骏钊拆解制胜密码：

只是包装 才是内核
方骏钊在 TVB 工作近 30 年， 一开

始跟着庄伟建 、徐正康 、李添胜等老牌
监制边做边学：“刚入行的时候 ，我跟着
庄伟建做助理导演 ，他可以说是看着我
长大的 。 徐正康监制也非常器重我 ，我
跟他合作拍摄了《栋笃神探 》等剧集 ，让
我学到了很多喜剧的处理手法 。 后来 ，
我有幸参与了两部《巾帼枭雄 》的制作 ，
又从监制李添胜和编审张华标身上学
到了很多。 ”

在方骏钊看来 ，TVB 剧集有其特别
的味道：“节奏非常快 ，不会有太多废话
就直入主题；TVB 的厂景和特效虽然有
时候会为人诟病 ，但我觉得这也是港剧
的一种味道 ；另外无论是演员的表演还
是打光都比较平实 ，没有内地剧集那么
华丽 。 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 ，应该就是
观众所说的‘港味’。 ”

随着越来越多其他的制作公司参
与制作港剧，TVB 不再是当年的 “港剧
霸主 ”。 不过 ，之前 TVB 跟企鹅影视合
拍的 《铁探 》成为首部登上 Netflix 的港
剧，这也为 TVB 增强了信心。 方骏钊透
露：“公司鼓励我们多拍新题材， 跟其他
平台接轨。 据我所知，最近也有监制开始
拍 13 集的短剧 ，很快就会推出一部 《香
港爱情故事》，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

TVB 热播剧《降魔的 2.0》打破了
“续集魔咒”，再次凭借“奇情故事 + 人
间温情”赢得观众青睐。 该剧开播两周
以来，豆瓣评分高达 8.7 分。

从 2015 年的《鬼同你 OT》，到去
年的黑马《金宵大厦》，再到《降魔的》系
列……奇幻剧俨然成为 TVB 的“制胜
剧种”。 近日， 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一屋老友记》《降魔的》 系列的监制方

骏钊， 请他拆解奇幻剧赢得高收视
的成功密码。

“奇幻新瓶”装上“亲情旧酒”
资深 TVB 剧迷或许仍然记得《幻海

奇情》《奇幻潮》等深夜时段单元剧，还有
《大闹广昌隆》《隔世追凶》 等黄金档经典
奇幻故事。不过，奇幻剧一度在 TVB 荧屏
绝迹，直到 2015 年《鬼同你 OT》以喜剧
形式卷土重来。这部剧集由资深监制徐正
康操刀，剧中两位女主角的“神同步”成为
网络热话，该剧甚至力压《武则天传奇》成
为 2015 年收视冠军。

方骏钊坦言，奇幻剧其实一向受观众
欢迎，但由于尺度不好把握，所以创作者
往往回避此类题材。 2016 年，方骏钊试水
制作《一屋老友记》，将 TVB 最擅长的家
庭故事与奇幻元素结合， 创下口碑高峰。
此后，无论是《降魔的》系列还是《金宵大
厦》，“奇情故事 + 人间温情”成为屡试不
爽的成功套路。

在方骏钊看来，奇幻剧的确更容易获
得好口碑：“其他剧种容易被观众猜到剧
情， 奇幻剧的设定本身就比较天马行空，
比如可以让死去的人跟生者聊天，再加上
家庭温情元素，就很合家庭观众的胃口。”

方骏钊更喜欢在奇幻剧的“新包装”
里加入“旧内核”。 他认为，电视观众口味
不一，有人爱看新东西，也有人喜欢熟悉
的套路，制作者要尽量满足不同观众的需
求。“一家人，最重要是齐齐整整。 ”这句
TVB 经典台词虽然经常被网友调侃，但
家庭温情的确是 TVB 剧的“内核”，也是
方骏钊的拿手好戏。 由他制作的《一屋老
友记》和《降魔的》系列都着力渲染亲情的
力量。 在《降魔的》系列里，小马（马国明
饰 ）、豪仔（胡鸿钧饰 ）和晶晶（谢雪心饰 ）
三人的母子情贯穿始终，在《降魔的 2.0》
里更是成为感情主线和最大泪点。“这部
剧的根基仍然是亲情伦理，‘奇幻’只是作
为辅助的新元素，将逝者和现实生活联系
起来。在现实中，这是无法实现的，但在电
视剧里就可以发生。这种情节更容易让观
众投射情感。 ”

“草根情怀” 也是 TVB 近年来多部
奇幻剧的成功要素之一。《一屋老友记》
讲述了一个香港本土家庭的生活琐事；
《金宵大厦》 的故事围绕一栋“唐楼”展
开；《降魔的》 则以一位的士司机小马作
为主角，即使《降魔的 2.0》里的小马已经
从一名普通司机“升级”成为“的士降魔
人”，但仍然是一副小市民模样，口无遮
拦， 形象邋遢……当不可思议的奇幻故
事发生在小人物身上时， 观众的代入感
会更加强烈。

有网友评论《降魔的》每个角色都是
“帅不过三秒”， 方骏钊笑着承认：“我们
希望剧集可以更生活化、更有趣，如果大
家出场都是摆 pose 就太无聊了。小马是
一个为生计奔波的普通人， 剧中的魔也
有自己的缺陷， 没有哪个角色是可以帅
到底的。 ”

这种“草根味”， 又恰好与 TVB 的
“五毛特效”擦出意外的火花。 得益于第
一部的成功，《降魔的 2.0》的特效制作预
算水涨船高。 虽然剧中呈现的特效画面
比第一部进步了不少， 但方骏钊笑言不

能用好莱坞的标准来比较：“我和编审很
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保留第一
部的草根味， 故事的主人公始终是一个
的士司机， 第二部也不会突然变成一个
漫威世界。 ”

而在有限的经费条件下，创作团队有
时候反而更能另辟蹊径。比如《降魔的》系
列片头片尾和剧中一些打斗场面，都以美
漫风格的画面呈现。方骏钊说：“我跟动画
制作的同事说，希望剧集的一些部分可以
用有趣的动画方式来呈现， 颜色鲜艳一
点，让整部剧集的基调不要太黑暗。 ”

从《一屋老友记》《跳跃生
命线》到《降魔的》系列，方骏钊
近年来佳作不断。 与一些锐意
创新的监制不同， 方骏钊是个
折中主义者，在创新与套路、收
视与口碑之间取得平衡。 他表
示：“我觉得， 很多人看电视贪
恋的就是一种熟悉的感觉。 比
如在《一屋老友记》里，我让欧
阳震华搭配滕丽名， 熟悉的味
道马上就出来了。 ”

而《降魔的》系列给观众带
来的“熟悉味道”，很大程度上
来自于埋在剧中各个角落 、让
资深 TVB 剧迷会心一笑的彩
蛋。 新登场的精灵风狮爷（C 君
饰 ）取笑马国明饰演的小马“呆
得很天然”， 再次拿马国明的
“天然呆”开涮；2018 年凭借《跳
跃生命线》 人气急升的张彦博
在剧中再次反串扮演“至孝
BB”，还被小马揶揄“张彦博要
坐的士的吗？ 你是坐救护车的

嘛！ ”最让人惊喜的当属第五集
中朱千雪的现身： 她在标志性
的高压电塔下拦下小马的出租
车，恶搞了她的成名作《EU 超
时任务》。 方骏钊表示，在众多
彩蛋中， 他最喜欢朱千雪这场
戏：“我一直想跟她合作， 可惜
档期一直没配合上。 这次我试
着邀请她，她很爽快答应了，算
是了却我的一个心愿。 ”

除了剧集梗之外，《降魔的》
系列还埋下了一些“内幕彩蛋”。
小马与其他的士司机经常吃饭的

“骏钊记海鲜酒家”，暗藏了方骏
钊的名字；还有韦家雄饰演的“嘟
嘟 sir”，“嘟嘟” 其实是方骏钊的
昵称。 方骏钊笑言：“这两个彩蛋
是编审‘赏赐’给我的。 其实剧中
还藏着其他剧组人员的名字，比
如谭凯琪饰演的‘罗小姐’，‘罗
小姐’ 就是我们的编审罗佩清平
时的代号。 ”这种 TVB 大家庭的
氛围，处处洋溢在剧集中。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五毛特效”也是港剧味道

“市井味道”仍是制胜关键 暗藏彩蛋带来“熟悉味道”

马马国国明明饰饰演演的的士士司司机机““小小马马””

马马国国明明和和谢谢雪雪心心演演绎绎的的母母子子情情感感人人至至深深

�� 剧剧中中的的““五五毛毛特特效效””

《《一一屋屋老老友友记记》》

《《鬼鬼同同你你 OOTT》》

奇情 温情
独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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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闲饮茶”，广东人常讲的
一句话 ，意思是有空一起喝茶 。
在其他地方 ，你或许常听到 “有
空 一 起 吃 饭 ”、 “ 有 空 一 起 喝
酒 ”、“有空一起撸串 ” 等话语 ，
但“得闲饮茶”专属于广东。

或许是街头偶遇熟人，或许
是和朋友通完电话 ， 或许是刚
结识了新朋友 ， 先寒暄一番 ，
末了 ，广东人会客套地说句 “得
闲饮茶 ”，不仅代表一种礼貌和
尊重 ， 也包含着对下次见面的
期许和憧憬。

广 东 人 口 中 所 说 的 “ 饮
茶 ”， 有时并非单纯意义 上 的
“饮茶 ”那么简单 ，除了喝茶 ，还
包含着欢聚一堂 、享受美食 、倾
心交流、联络感情等诸多内容。

茶楼是广东人的乐园，喝早
茶 、 喝下午茶甚至喝夜茶都是
广东人喜欢的消遣方式 。 在广
东 ，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茶楼 ，
有豪华高档的大茶楼 ， 有充满
市井气息的小茶楼 ， 能满足不

同人的需求。
许多广东人的一天是从饮

早茶开始的。 携带老老少少一家
人 ，或唤上三五知己好友 ，大清
早直奔茶楼， 选定位置坐下，先
点一壶热茶暖胃 。 茶有多种选
择， 无论是清雅醇厚的普洱，还
是甘鲜爽口的乌龙茶，抑或是芳
香宜人的菊花茶，都能第一时间
唤醒身心的活力 。 给亲朋斟上
茶，给自己倒一杯，茶水入肚，满
满的温暖和幸福。 而后，大家满
心欢喜地点自己中意的茶点。

广式茶点精致而丰富。水晶
虾饺 ， 饺如其名 ， 外皮晶莹透
亮 ，宛如水晶 ，可窥见里面鲜嫩
红艳的虾仁 ，咬一口 ，细腻鲜香
的滋味在唇齿间蔓延开来 。 蒸
凤爪 ， 金黄油亮 ， 口感软烂弹
牙 ，让人欲罢不能 。 叉烧包 ，外
皮香软可口 ， 里面的叉烧甜咸
相宜 ，油润不腻 ，百吃不厌 。 还
有流沙包 、黄金糕 、香芋排骨 ，
等等 ，每一款都赏心悦目 ，让食

客贪恋垂涎。 众人围坐一起，慢
悠悠饮着茶 ， 细嚼慢咽品尝着
茶点 ，漫无边际地畅聊 ，悠闲 ，
轻松 ，自在 ，和风细雨般的小美
好从每个人心底升腾而起。

下午茶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
带着闺蜜或死党 ， 偷得浮生半
日闲 ，走进路边的咖啡厅 ，点一
杯咖啡或奶茶 ，要几块小蛋糕 ；
或是相约走进一家面包房 ，要
一杯豆浆或果汁 ， 再来几个蛋
挞 ，伴随着店里舒缓的音乐 ，共
叙旧情 ，享受下午的惬意时光 ，
再灰暗的心情都会突然明亮起
来 ，那些职场上的困惑 ，工作中
的烦恼，统统抛在脑后。

至于夜茶，是大老爷们的最
爱。 大多数女人觉得深夜吃东西
是罪过， 不利于她们保持身材，
男人们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加完班 ，又饿又累 ，约上同事朋
友 ，去大排档饮夜茶 ，吃些解饿
的美食，那是必不可少的。 热气
腾腾的皮蛋瘦肉粥，香辣爽滑的

干炒牛河， 软润细嫩的蒸肠粉，
在深夜里 ， 都充满了无尽的诱
惑。 大家纷纷举起筷子，大快朵
颐，快乐似神仙。 大排档接地气
的环境 ，让人无拘无束 ，不顾形
象。 茶足饭饱，一天的疲累烟消
云散 ，摸着鼓起的肚皮 ，打着饱
嗝，浑身上下都透着满足。

有时候 ，广东人所说的 “饮
茶 ”， 可能真的只是纯粹喝茶 。
广东人喜欢喝茶众所周知 。 邀
请志趣相投的人，来到家中或某
个私密清静的地方， 煮水烹茶，
与君共饮 。 细细品味茶汤的味
道，谈天说地，完全不设防，静静
消磨掉一寸寸光阴，外界的喧嚣
和热闹 ，被关在了茶室外 ，沉浸
在 “闲来饮茶两三盏 ，哪管窗外
天下事”的诗情画意中。

有个东北朋友， 做生意的 ，
常年五湖四海满世界跑 。 每次
来粤 ， 他会约上我们一众老友
饮茶 ，他说 ，在很多地方 ，做生
意必须在酒桌上豪饮拼命 ，太

伤身体，他特别喜欢广东人的饮
茶习俗 ， 也喜欢和广东人做生
意 ，约在茶楼 ，饮着茶 ，聊着天 ，
就把生意谈成了 ，氛围好 ，还健
康养生。

认识一女友， 山东人氏 ，文
艺女青年 ， 前年来广东旅游半
月 ， 不仅喜欢上广东的饮茶习
惯 ， 还喜欢上广东人的口头禅
“得闲饮茶”。 回到老家后，她跨
界转行， 开了家极具文艺气息的
茶馆，就叫“得闲饮茶”。女友一直
很迷电影《龙门客栈》里的老板娘
金镶玉，做了老板娘后，也如金镶
玉一般迎来送往，如鱼得水，店里
备有香茶、美酒和佳肴，等待着有
故事的人前往品尝。

“得闲饮茶”，一句有温度的
话 ，充满了人情味 ，虽只是一句
承诺 ，可能也只是一句空话 ，但
每一个闻见此话的当下，心里必
然是愉悦、开心和温暖的。 相约
再见 ，清茶淡话 ，杯中有茶 ，茶
里有故事，故事里有情怀。

在南宁街头安步当车， 总会
看见许多戴着头盔的人们， 骑着
在灯光下折射着绿光的绿色牌照
摩托，密密匝匝从身边疾驰而过。
还有那些装扮如民工般的市民
们，在路边安然踱步，其中的青年
多是扮作曾经被称为“杀马特”式
的发型， 原本乌漆发亮的头发被
染成了各样的颜色， 与身上黝黑
的皮肤似乎有点不搭调。

公交车徐徐进站， 站旁背满
行囊的妇女一路小跑跳上站台。
司机踩下刹车， 车辆渐渐与站台
平行， 只留下狭窄的缝隙。 司机
迅速打开驾驶室车门， 走下车。
本以为是车辆出了故障， 殊不知
竟是为了帮助这位壮族打扮的妇
女搬运行李。 司机接过包裹，跨
过台阶，拎上巴士，放在女士座位
旁。坐在迎着朝阳的车上，光晕洒
满每个人的脸颊， 瞳仁里流露着
温暖。

傍晚将至， 公园里的小径满
是被夕阳拉长的影子。 夕阳纵然
拼尽全力，释放最后的光芒，但终
究是余辉。转过几座木屋，穿过苍
翠的树丛， 几位老人身着鲜亮的
民族服饰，左右摆弄着，在夕阳下
显得分外风姿绰约。 邕江从老人
身后缓缓淌过，伴随岁月的旖旎，
抒写无声的诗意， 映着绯红的落
日向东流去。

入夜， 邕城弥漫着华丽的味
道。 登上城市的最高层， 抬头仰
望，只有璀璨的明星点缀夜空，云
翳也被灯火驱散。俯瞰脚下，尽是
耀眼的灯光，编织成硕大的灯网，
笼罩在大地，送来了明亮与芬芳。
公园转角的微弱灯光， 消失在小
路的蜿蜒曲折处；房屋、建筑顶端
刺眼的光华，耀眼夺目，连月色都
显得黯淡无光。 骑行在民族大道
上，沿路看到建筑物造型独特，街
角偌大的朱槿花绽放光辉， 引人

驻足。起风了，南国的秋风依旧温
热。 我在晚风中，在夜色里，渐渐
迷醉。

临别前的那天上午， 沿着江
岸踏进了青秀山的大门。 纵使没
有五岳的峻峭，但正如其名，满眼
皆是青秀。幽幽小径旁，一棵棵榕
树耷拉着脑袋， 树须拖在泥土和
小路上， 而转眼一旁的椰子树径
直伸直脖子， 如从云际睥睨着榕
树，对它们的慵懒嗤之以鼻。沿着
石阶向上，忽而是“砯崖转石万壑
雷”般的瀑布，忽而是日光下斑斓
艳丽的花瀑， 忽而是遮天蔽日的
雨林大观。这苍翠欲滴的一切，用
繁茂延续着夏日的葳蕤。 越过最
后一级台阶，站在大山之巅，放眼
这一览无余的绿城，我张开双臂，
急切地想拥抱一切， 在这绿意中
恣意洒脱。

回首邕江畔， 依旧浮絮掩青
山。 万般似肇始，一刹犹寂然。

老家的那条村巷， 青石板路，自
北向南延伸，笔直而瘦长，仿佛是从
生活的缝隙间挣扎出来的一线天地。

清晨，雄鸡以嘹亮的歌声，准时
将人们从酣梦中叫醒。 村巷里的人，
种田的，牵着运河水绕着禾田走，又
将谷种和希望撒向一望无际， 期待
秋天收割一片金黄。 赶海的， 唱着

“清早儿，去啊去撒网……晚上归来
啊，鱼啊鱼满舱”。 赶集的，聚合巷尾
村口，人挤了，拉响喇叭，犹如山涧
流出一渠水，汇入赶集的洪流。 牛车
上颤悠悠的鸡啊鸭啊， 呱呱地叫个
不停。 归途中，一路欢歌。

晌午， 耳熟的那几只黄莺从榕
树里探出头来， 叽叽喳喳地招呼它
的老邻居出来乘凉。 老人与幼童躺
在网床上，奶奶帮小孙女摇，小孙女
帮奶奶摇，嘴里低吟浅唱“月光光，
照地堂，虾仔呀，你快瞓落床……”，
摇着摇着就瞓着了。

傍晚，咚、咚、咚、咚、咚，一声急
一声缓的暖场锣鼓声，从里巷传来，
刚吃完饭的顾不及收拾碗筷， 拔腿
就往戏楼跑。 农闲或节日，戏班接踵
而来，一演就是十夜八夜。 别看这雷
剧土里土气的，却不乏阳春白雪，20
世纪 90 年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
程”奖的雷剧《抓阄村长》，戏里那个
村主任的原型就在咱村。 早年摘得
国家戏剧梅花奖桂冠的林奋阿姨，
就住在本村巷里。

巷里的祠堂安放着世代纯洁的

灵魂。 敦、笃、雍、崇、务、孝、伦、淳、
睦、思、德、忠、本、善、义挤满拜殿。
逢初一十五，着一身唐装的族老，跪
成一线，齐声诵读先贤的训词。

独立于村口的寺院， 屋顶那面明
镜，能透视路人的内心。院墙外杨桃密
密匝匝， 大路旁树上的菠萝蜜累累垂
垂，初来乍到的候鸟快压弯了树枝。

鞭炮于青石板炸响，村巷就被喜
庆煮沸了。 一队摩托车候鸟般地飞
出巷，一会儿，领回一队新人，新郎
新娘踏着炮纸铺就的红地毡， 嘴里
含着甜蜜蜜。 大眼睛、樱桃嘴、高鼻
梁、 小蛮腰， 人们对新娘子的赞美
声，于巷里回荡久久不散。

每年应征、高考季节，也闻鞭炮
声， 村人给高考状元和子弟兵戴上
大红花， 敲锣打鼓， 将他们送出村
巷，送至人生的新起点。

不时，也有年轻的父母，欢天喜
地把一个陌生的， 似曾相识的宝宝
抱回家， 从此， 村巷又有了新的希
望，添了新的生机。

偶尔， 也有悲怆的笛声缓缓奏
起，是谁家中老人去世，披麻戴孝的
蹒跚扶棺，村巷的人自觉尾随，拭着
泪，送至逝者熟悉的地方。

最是声情并茂的是正月里的“年
例”，整条巷人挤人，身挨身，熙熙攘
攘。 忽然，一条龙腾空而起，龙头喷
瑞，龙尾呈祥。

村巷乡愁声声绕旋而上，村庄也
欣欣向荣，宛如秧苗拔节，芝麻开花。

三角梅（纸本设色）

母亲节想起母亲， 往事依稀，不
胜感慨。

我是个不修边幅的人， 平时常
穿得邋邋遢遢。 有一个周末，我去看
望母亲。 为了让母亲高兴，我特意挑
一套合身的衣服， 穿得整齐干净一
点。

一进屋，母亲见到我，很开心，
笑着对我说：“阿彪(我的小名 )，你只
早(这么早 )。 ”母亲行动不方便，她坐
在轮椅上对我招招手， 示意我走过
去。 我走到母亲的身边，问她最近身
体可好。 母亲拉着我的手，不断地抚
摸，摸摸手心又摸摸手背，好像我是
一个小孩子一样。 母亲笑眯眯地看
着我，将我从头到脚“审查”了一遍，
满意地说：“你今天真帅， 这套衣服

很合身，真好看。 ”我听到母亲的表
扬心里美滋滋的， 心想今天这身打
扮真没白费。

当天我帮母亲洗澡、做饭，陪她
聊天， 跟她讲述工作和生活中的一
些趣事。 母亲一直脉脉地望着我，我
俨然成了她心中的“偶像”。 母亲跟
我讲了我儿时的很多糗事， 说我小
时候很调皮，常“干坏事”被人家投
诉，现在长大了，要听话点，不要顶
撞大人，还叮咛我要注意休息，保重
身体。 母亲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

素语浅浅，道不尽款款深情。 这
套其实并不美的衣服， 却因为母亲
的赞扬，让我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
殷殷亲情和深深母爱， 让一切显得
格外美好！

得闲饮茶 □胡玲

邕城诗意 □王越

□林若熹

老巷新声

□陈飞

□黄宝

母爱素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