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剧集开播后， 男主角原非白的
造型被网友疯狂吐槽———他在原著
中的设定是“庭周战国时代第一美
男子”， 但剧中烟熏眼妆配非主流
刘海的造型被批“太丑了”。 于小彤
对这个造型也很嫌弃：“定妆时说
的是后期画面会进行磨皮处理，所
以妆要浓一点才不会被磨没，没想
到后来什么滤镜都没加。 ”

“小说里的原非白是一个有着神
仙气质的人，我觉得自己不配，我的
眼睛不够仙，只能靠眼妆修饰得修长
一点。 至于刘海的设计，其实弟弟一
开始很抑郁， 喜欢躲在刘海后面，当
他因为木槿而打开心扉后，刘海也变
短了。”于小彤说，随着原非白的人生
进入不同阶段，造型还会发生改变。

于小彤坦言，自己很用心去演的
角色，被大家各种吐槽，的确有点伤
心。 但当发现大家的吐槽多集中在造
型而不是演技上时，于小彤又恢复了
信心。 他为《长相守》付出了很大的努
力，因为他想证明“自己可以”。

出道至今十余年， 于小彤参演
过的影视作品有二十几部， 但观众
记住的还是最初的贾宝玉。“我不介
意永远被认作贾宝玉， 可以演一个
让大家记住那么久的角色， 起码演
绎是成功的。 而且他是家喻户晓的
贾宝玉啊，能演他很幸运。 ”他怕的
是， 自己被认定只能演贾宝玉，“不
能永远吃贾宝玉的红利， 肯定得做
自己。 我不能任性了，得认清自己，
好好努力一步一步走。 ”

《长相守》中挑战一人分饰两角

励志剧《长相守》正在全网
热播中。 该剧改编自网络小说
《木槿花西月锦绣》， 讲述了原家三
公子原非白（于小彤饰）、南国世子
段月容（关智斌饰）和孪生姐妹花木槿（毛
晓慧饰）、花锦绣（楷旋饰）在乱世中与命
运抗争的传奇故事。

剧中，于小彤一人分饰两角，扮演
一对孪生兄弟。 这本该是一次展现演技
的高光时刻，却被造型抢走了风头———
《长相守》的服化道遭遇网友疯狂吐槽，
尤其男主角原非白的烟熏眼妆、非主流
刘海，实在与原著中“庭周战国时代第
一美男子”的设定相去甚远。

于小彤对自己的造型如何评价？挑
战孪生角色感觉怎么样？ 对这部戏有
何特别的情感？ 在羊城晚报记者的独
家专访中， 于小彤讲述了他和《长相
守》的“恩”“缘”“情”“丑”。

《长相守》中，起初于小彤的
角色并不是三公子原非白， 而是
四公子原非珏。“我很喜欢非珏，
他很可爱， 我从读原著开始就每
天幻想演非珏的样子， 拎着个棒
子去找三哥决斗。 ” 因为各种原
因， 临近开拍时换成了于小彤演
原非白，但跟原非珏对戏时，他会
不自觉地带入情感， 还会和扮演
原非珏的李浩滨交流心得，“这样
是有点讨厌，但我就是忍不住，当
对一个角色注入很多感情的时
候， 会不自觉地对演他的人有所
期望。 ”好在李浩滨和他是关系很
好的兄弟，并没有嫌他烦。

出演有很多原著粉的原非
白，本身就有很大挑战，而当婉
娘告诉于小彤，他还要演原非白
的孪生哥哥司马遽时，他一下子
懵了，“当时我连‘遽’怎么念都
不知道”。他心里清楚，一人饰两

角的风险系数更高，还不如专心
演好一个：“但我有信心，开机前
两个月我重读了原著和剧本，把
所有角色的剧本都看了，自己跟
自己对戏、围读剧本。 ”

正式开拍后， 因为场景、道
具、对手演员、拍摄时间等诸多
因素的限制，于小彤每天要切换
角色演出，原非白、司马遽、假扮
原非白的司马遽，有时一天要完
成四五个来回的切换。 白天演得
快“精分”，收工之后他就开始郁
闷：“可能因为我是双子座 AB
型血，常常会想很多，自己跟自
己较劲。 ”杀青之后，他一度陷入
抑郁状态，看了两个月的心理医
生才恢复。 如今回忆起来，他反
而很享受这个过程：“能让我为
了戏去郁闷、哭泣、伤心，是非常
宝贵的经历，演员能经历这样一
个阶段是幸运的。 ”

《长相守》的故事中，原非白和
哥哥司马遽， 花木槿和妹妹花锦绣
皆是双生子， 四个人之间有剪不断
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在于小彤看来：
“弟弟和姐姐是两小无猜的感觉，弟
弟认定姐姐是救命恩人， 就一定要
跟她长相厮守； 哥哥和妹妹是一种
偶遇的感情， 是我比较喜欢和追求
的，因为不刻意。 ”

因为哥哥和弟弟有互换身份的
桥段， 所以当假扮弟弟的哥哥面对
姐姐、 以及回归自我的弟弟面对妹
妹时，感情戏的表演变得更加复杂。
于小彤说， 现实生活中身边的朋友
会有各种情感状态， 都是自己表演
的灵感来源：“有温暖的也有冷酷
的，我都会借鉴，包括很多影视剧里
的处理， 所以呈现不同的情感相对
来说不算太难。 ”

剧中有很多老戏骨的加盟，黄
觉、宣萱、黄海冰、元华、米雪……
“一开始我以为觉哥要演我大哥原

非清，后来才知道他是我‘爹’。 ”于
小彤拍新版《红楼梦》时，黄觉去探
过班， 两人因此相识，“这么多年过
去了，我们关系一直很亲近，跟他搭
戏非常轻松，他会带着我入戏。 ”

于小彤：
“贾宝玉”的红利不能永远吃

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

恩 “呈现不同情感不算太难”“‘双李伯乐’是我的恩人”

“切换角色演得快‘精分’”

“没想到什么滤镜都没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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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当年在新版《红楼梦》里扮演少年贾宝玉

于小彤（资料图片） 角色造型不太理想，但于小彤在表演上花了很多心思

隍隗《长相守 》中一人
分饰双胞兄弟

2007 年， 于小彤出演电影
《梅兰芳》进入演艺圈，后被该
片的副导演推荐去了新版 《红
楼梦》剧组，饰演少年贾宝玉。
这是他拍的第一部电视剧，由
此被该剧导演李少红和制片人
李小婉看中， 成为荣信达的签
约演员。

出道后的于小彤一度叛逆
任性，比起演艺事业，更关心有
什么事情有趣好玩。 2016 年前
后，于小彤突然发现，很多年龄
小的演员都比自己演戏厉害 ，
开始有了紧迫感：“越长大越有
自卑感， 那段时间我在家对着
镜子狂练，看很多经典电影，跟
演艺圈前辈学习。 ”

于小彤坦言，自己的蜕变成
长离不开荣信达，“荣信达有很
多演员都解约走了， 我为什么
留到最后 ？ 因为‘双李伯乐’
（注 ：李少红 、李小婉 ）是我的恩
人， 她们是除了我亲妈之外的

‘妈妈’，教我做人，陪我长大，
没有她们就没有现在的我。 ”于
小彤和荣信达并肩作战了 12
年，直到约满才离开。

《长相守》 于 2017 年底开
机，彼时的于小彤再也不是那个
不务正业的叛逆少年了。该剧总
制片人是李小婉，于小彤称呼她

“婉娘”：“这部戏是新版《红楼
梦》之后，我第一次演婉娘制作
的男一号，必须全力以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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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
我还在电视台主持心理节目。深
夜，收到了一群学生的电话———

正在篮球场上驰骋 ，突然辅
导员气喘吁吁跑了过来 ，揪住其
中一个：“快 ，你家里……你得立
刻回去。 ”

都蒙了， 那位学生和他身边
的每位同学，都才十八九岁，这是
远超他们年纪与心智的灾难。 学
校派了车，把那位学生送到车站，
辅导员帮他买了车票，然后，就是
一群同学陪着他， 等着夜深的过
路车。 火车站人山人海，全是陌生
人， 那位学生一直拼命打电话给
爸爸给妈妈给每个长辈， 反复地
说 ：“怎么会? 不可能 ， 不会的
……”突然间，他蹲在地上痛哭起
来，身后是空空荡荡的长椅，再后
一排有人在响亮地喝方便面汤 ，
方便面特有的香气简直辣鼻子。

同学们第一次知道 ，痛苦是
有声音有形象有味道而且会逐
渐扩大的 ，他们想帮助受苦的同
学， 有女生细声细气推推他说 ：
“你别哭了。 ”也有女生自己已经
掉下了眼泪。有男生想假装不在

乎 ， 说 ： “ 说 不 定 没 那 么 严 重
呢 。 ”还干笑两声 ，那笑声太刺
耳，把他自己都吓住了。

终于有同学悄悄给我打电
话：“该怎么给他以安慰？我们不
知道说什么好。 ”

直播间里灯光通明 ，看出去
只能在玻璃上看到自己的镜子 ，
远远近近有几个屏幕 ，是不同角
度的我 ， 提醒我得一直微笑 ，保
持最佳仪态。

我便如此 ，带着微笑 ，讲了
这个故事———

很多年前， 一对老夫妻突然
接到噩耗， 是在异国他乡的儿子
以身殉职了。该怎么办？一边是欲
哭无泪，另一边是不断地接电话，
街坊邻里川流不息地对老两口
说：“节哀顺变。 ” 老两口就得回
应：“谢谢。 ”一遍又一遍，像永恒
的流程，像机器人的自动反应。 他
们是已经死去的人， 不会哭也不
会说别的。

这时门铃响 ，老先生木着脸
去开门 ，是一个不熟的邻居 。 他
已经准备好要说：“谢谢 。 ”但对
方竖着一只手 ，让他什么都不需

要说：“我来帮你们擦皮鞋。 ”
巨大的悲伤压垮老夫妻 ，他

们相倚而坐 ，没有心情和邻居客
气。而邻居，就这样，把他们要出
席葬礼的皮鞋擦得锃亮 ，西装熨
得笔挺 ，自作主张去衣柜找出相
配的领带。 又不问自取地下了厨
房 ，开始煎鸡蛋 ，当香喷喷的鸡
蛋端到老太太面前 ，她瞪了餐盘
许久许久 ，像不认识这平凡的食
物 。 当她颤抖地拿起食物来 ，一
张嘴，迸出来的是嚎哭……

这是我小时候在杂志上读
到的故事 ，记住它 ，大概只因为
它的别致。 其他的故事往往最后
要说几句什么 ， 供我们摘抄 ，它
没有 ，里面的人物没说什么值得
一记的话，作者也没有。

等我真懂 ，是当我成为那个
遭受痛苦的人。

有一年我遭遇人生低谷，所有
人说过的理性规划、 温言软语，我
都记得，但我最念念不忘的，是一
位朋友给我电话卡上打了三百块。

另一年 ，我在公交车上控制
不住地失声痛哭 ，我一边哭一边
难堪，有人碰碰我 ，递我一瓶水 。

他避免看我的眼睛，说 ：“是没开
封的。 ”然后匆匆下车。

……
就是这样的事让我知道了 ，

真正的安慰不在于语言在行动 。
你们的同学遇到了大难 ，不知道
说什么那就什么也别说 ，他要去
坐夜班火车 ，他身上有钱吗 ？ 不
够就给他凑点儿。 他带了水和方
便面吗？ 给他买点儿。 不用问他
爱吃什么 ，自作主张就是 。 他从
球场上过来的 ，衣服够吗 ？ 火车
上可能冷……

话筒那头的少年豁然开朗 ：
“我把我的外套给他。 ”

很高兴有机会讲出那个故
事。 故事比华美的言辞有力量 。
而最有力量的，是行动。

所以 ， 当年轻女子问我 ，如
何安慰失恋的闺蜜。 我的回答就
是：带她去稍微远点儿的地方走
走，请她喝一杯新出的奶茶。

当 不 知 所 措 的 中 学 生 问

我 ， 铁 哥 儿 们 中 考 失 利 ， 发 誓
一定要用高考成绩雪耻 。 他想
安 慰 ， 想 告 诉 对 方 ： 这 件 事 不
妨碍两人间的友情 。 但对方在
微信上不冷不热 。 我的答案也
是 ： 如 果 住 得 不 远 ， 就 去 约 他
看 电 影 吧 ； 如 果 时 间 不 够 ，就
把 老 师 发 的 卷 子 定 期 传 给 他 ，
不 藏 私 地 ，真 心 鼓 励 他 与 自 己
同上一所大学 。

朋友得了抑郁症 ， 该说什
么？ 是鼓励他 “要坚强 ”，还是像
现在流行的模式 ，接受他 “不够
坚强”？

这是我最近经常被问到的 ，
我的答案是 ： 废话别那么多 ，朋
友就是朋友 。 玩儿的时候叫上
他 ， 他不想玩儿的时候不勉强 ，
下次继续叫他，就够了。

很多年前 ，中国有过一位喜
剧演员叫陈佩斯 ，他说了这样一
句台词：没什么可说的 ，走 ，都到
我家喝酒去吧。

沙扒是一个小镇，一个因海而
生的滨海小镇。 据说小镇最初是
一块沙坪， 清朝年间由几个四海
为家的疍家在沙坪上搭棚安家，
扒沙建房，故名“沙扒”。 此后一代
又一代的疍家在此聚居繁衍，最
终而成村成镇， 成为我诗意栖居
的家乡。

关于小镇的往事， 大都来源于
父亲。父亲是疍家人的后代，是纯正
的渔民，他十五岁就随祖父出海了。
那时年轻的父亲风里来雨里去，常
年漂泊在海上， 一方窄窄的船舱就
是父亲小小的流动的家， 一支高高
的桅杆就是父亲永远的方向。

父亲每出一趟海就得好几天，
有时长达十几天， 长时间的海上
作业， 炙热的阳光把他的皮肤烤
成了古铜色， 广袤的大海把他的
眼睛染成了深蓝。 好长时间我常
常着迷地凝视着他的眼睛， 在那
里我看到了一位父亲大海般的温
柔，在那里我看到了一片深蓝，那
是大海的底色； 在那里我也仿佛
看到父亲在海上劈波斩浪、 披风
沥雨， 看到父亲历经苦难而坚韧
弥强的性格。 父亲经常向我们讲
述他在海上遇到暴风雨的惊险经
历， 讲述他与同伴一起捕获丰富
渔获时的巨大喜悦。 父亲给了我
关于小镇最鲜活的记忆。

那时的小镇不大，从东向西步
行走到尽头也才半个小时。 小镇
的东边有一块洁白的沙滩， 沙质
细腻，沙滩平坦而细长，滩前紧邻
着一排郁郁葱葱的椰子林。 如果
说沙滩是一弯娥眉镶嵌在小镇的
额前，那么椰子林就是一叶睫毛，
沙滩和椰子林把小镇装扮成一个
明眸皓齿的少女。

小时候我与伙伴们在沙滩上挖
沙子，在海边冲浪嬉戏，用沙子建砌
豪华的皇宫，再在皇宫后修建一个后
花园，园里栽种上各种花草树木。 我
常幻想在后花园偶遇一位英俊潇洒
的王子，演绎一段浪漫的爱情。 正当
我沉浸在幻想中时，涨潮的海水卷过
来，把玉丽的皇宫冲刷成废墟，也埋
葬了我一段少女的浪漫心事……

更多时候， 我喜欢去码头溜
达。 码头在小镇西面， 离我家不
远。 我常常在黄昏一个人坐在码
头边的长堤上，向着渔船张望。 码
头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灯火通
明。 人声、车声、汽笛声混在一起，

码头热闹非凡。 一艘艘晚归的渔船
整齐地泊在码头上， 工人们一边喊
着调子一边手脚并用， 将渔获一筐
一筐地从船舱里接力抛递上岸，每
一双参与接力的手是那么的孔武有
力，每一个环节是那么的精准无误。

渔获是那么的丰富， 青靓发
光， 我认识的就有鲳鱼、 黄鱼、带
鱼、金线、鱿鱼、黄花鱼、狗梗、马
鲛、秋刀等，有时还会看到大个子
的鲨鱼被吊上来，立即引来一阵欢
呼。 递上来的渔获会被过磅 、分
筐、上冰、打包，然后装上等待在
码头边的车辆， 在夜色中呼啸而
去；有的低档而量大的渔获，干脆
被分成一小堆一小堆的， 大小不
一，在“鱼头”主持下公开竞价，唱
票三轮，价高者得，中标者带着渔
获满意离开……好不容易忙完的
父亲从人堆里挤出来，我欢呼着跑
过去，牵着父亲粗糙的手，向着不
远处那个灯火温暖的地方走去。

小镇的生活因海而活色生香，
丰富的渔获给了小镇人生活的信心
和底气。小镇人爱吃鱼，几乎每顿饭
离不开鱼，父亲常说：“一天不吃鱼，
走路没力气。”这也是小镇人的生活
习惯。小镇人也越吃越精，以鱼为食
材的系列就有鱼饼、鱼饭、鱼粥、鱼
羹等，其中马鲛饭、海胆饭、沙虫粥、
沙马粥等以其美味鲜甜广为食客青
睐，成为小镇特色美食招牌。小时候
每次父亲赶海回来， 都会带上我们
姐弟几人， 去附近市场旁一地摊档
吃鱼玛，顺便煮上一煲沙煲沙虫粥，
那真是人间美味啊！

所谓鱼玛是小镇的一道传统
美食， 主要选取刚打捞上来的鱿
鱼、虾、门鳝、生蚝等为食材，均匀
调上米粉，然后放进油锅里煎炸成
金黄色。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吃鱼
玛一定要在油锅旁，吃刚从油锅里
捞上的，还要趁热吃。 刚上锅的鱼
玛黄澄澄、脆卜卜的，夹杂着花生
油的香气和鱼的鲜味， 香脆无比，
让人齿颊留香，回味无穷。

现在又有好长时间没尝过家
乡的鱼玛了。 从小镇里出来后，我
一直在异乡流浪，如一朵无根的浮
萍随波逐流。 夜阑人静时刻，小镇
瘦弱的身影、母亲额头的皱纹总会
在脑海里清晰浮现， 往事历历在
目，那沙滩、大海，那渔船、码头，还
有那脆香的鱼玛，在梦中夜夜呼唤
我归去……

近几个月以来，虽逐渐养成了
写日记的习惯，可在正文开始前只
会草草记录下日期。 直至昨日，与
友人出游归来，忍不住想在日期后
加上“阵雨”二字，仔细想来，并不
是没有缘故。

从小学初识日记开始，正文前
的统一格式便是日期和天气。 写
日期不难理解，大抵为的是便于形
成连贯统一的记录； 日后回忆 ：
哦！ 原来那样年纪的我在那样的
时间会有那样的想法！ 但是，之所
以要写天气， 却是实在理不出头
绪。 做了什么事， 见了什么人，在
正文里都会一一记录，又何必多费
那几个字呢。

其实并非如此。
简单回忆昨日。 五月时节，一

个广州普通的雨天。 带着雨伞出
门虽不尽方便，但想着可以见到久

未谋面的朋友，却甚是愉悦。 时而
放晴时而下雨的昨日，坐了一个小
时的车去见她；走进期待已久的奶
茶店， 喝到了期许已久的奶茶；坐
在落地窗前， 欣赏窗外随天气而
变，水势忽大忽小的“瀑布”。

这样的昨日， 下雨的昨日，却
无法阻挡心情逐渐明朗。在曾经的
固化思维里，快乐与阳光，悲伤与
雨点，仿佛是捆绑在一起的孪生兄
弟。 故我曾认为，既然已在日记的
正文里记录下了心情，天气自然也
就不言而喻了。 但逐渐， 我发现，
带着不同的心情，“看到” 的天气
也是不一样的。疫情期间的宅家时
光，让心情不再轻易随天气转变而
起伏。 难得一次的出门，使昨日的
阵雨，不复“自古逢雨悲寂寥”，而
是“我言雨日胜阳光”。 人有悲欢
离合，但不必全凭外界改变。 重要

的不是昨日的天气，而是昨日做了
什么事， 见了什么人， 收获了什
么，最后的心情怎么样。 能让自己
在乌云中看见被遮挡的阳光，只有
自己的内心。

当快乐与雨点这样的“反差
萌”组合出现在生活中，体会到的
不仅仅是观雨的雅致，还有收获的
更加深刻、珍贵的回忆，更是化阴
霾为乐观的勇气。在雨天体会到的
快乐，是不同于阳光下所能感受到
的，能在雨天出来相见的人，自是
应格外珍惜。 下雨天里，和她躲过
的屋檐，踩过的小水坑，溅起的小
水花；伴着雨声谈天说地，实属难
得的令人放松的乐事。

愿以后的下雨天， 都能忆起曾
经的乐事，带着观雨的雅致，拥有与
雨点相伴的小幸运；愿不论晴雨，始
终以乐观抱之，内心是万丈光明。

沙扒小镇 □钟友梅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叶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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