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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娱乐

《在一起》的“排播矩阵”十分
强大。除了东方卫视以外，9月 29
日，广东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也将
在黄金档播出该剧，北京卫视、湖南卫视
将在次黄金档播出，并在爱奇艺、优酷、腾讯三
大视频平台上线。

据悉，《在一起》第二轮排播方案也有了眉目，
山东卫视、天津卫视、吉林卫视等有望于10月中旬
播出该剧。此外，黑龙江卫视、辽宁卫视、河北卫
视、河南卫视等有望于11月进行第三轮播出。

8月 6日，《在一起》片花首发后，48小时
内，该剧预告片官方微博“转评赞”数量突破
161万，视频播放量突破1936.1万。在该剧开播
特别节目录制当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
司在武汉召开该剧播出和宣传协调会，商讨该
剧播出节奏、物料准备、融合传播等细节。电
视剧司司长高长力说：“电视平台、网络平台对
《在一起》的播出都非常积极，‘抢’着要排播这
部时代报告剧，这是精品剧的力量，更是团结
勇敢的伟大民族精神的感召。”

除了在国内播出，《在一起》的海外传播工
作也正在推进之中。该剧将利用中国联合展
台、中国东盟电视周、新媒体平台等推介剧目，
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抗疫故事。

十个故事故事全城封闭、救死扶伤、居家隔
离、志愿服务……通过影像，观众
们将共同回忆那段一起“抗疫”的
日子！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程
组织指导，上海广播电视台、耀客
传媒、尚世影业共同出品的抗疫
题材时代报告剧《在一起》，定档
9月29日在东方卫视播出。

9月18日晚，《在一起》部分
主演、编剧、导演来到此次疫情中
最早开设、最晚关闭的方舱医院
——武汉洪山体育馆，录制该剧
的开播特别节目，向所有在抗疫
斗争中做出贡献的人，表达感恩
与敬意。

《在一起》以抗疫期间全国各
行各业的真实故事、人物为基
础，呈现了《生命的拐点》《摆渡
人》《同行》《救护者》《搜索：24小
时》《火神山》《方舱》《我叫大连》
《口罩》《武汉人》十个单元故事。

《在一起》的制作方式参照了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偏重纪实
风格，每两集组成一个独立故
事，全剧总共 20集、10个故事，
故事主人公以普通人为主，包括
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
员、公安干警、社区工作者、外卖
小哥等。值得一提的是，剧中人
物形象均有社会原型，多位知名
编剧经过深度调研，取材新闻报
道、原型人物口述的真实事件，
迅速投入创作。

14位导演、19位编剧、50多
位核心演员……该剧集结了国内
一流的主创阵容，不仅汇聚了张
黎、汪俊、滕华涛、沈严、刘江、高
璇、任宝茹、六六等知名导演、编
剧，更集结了张嘉益、海清、陈
数、靳东、雷佳音、倪妮、张静初、
杨洋、朱亚文、黄景瑜、李小冉、
邓伦、周一围、冯绍峰、刘敏涛、
贾乃亮等知名演员。

《在一起》从2月开始策划，3
月各单元剧本陆续完成，4月相
继开拍，8月最终杀青。上海文
广影视集团副总裁陈雨
人表示：“疫情阻击战中，
14亿 中 国 人 民 守 望 相
助。电视剧创作者希望
通过这部作品，
真实呈现全民记
忆里众志成城的
日子。”

《武汉人》单元由杨阳执
导，周萌、王瑩菲编剧，贾乃亮、
刘敏涛等主演。该单元讲述的
是一群在疫情期间抛家舍业，
为群众服务的社区工作者的故
事。

回忆起这次拍摄最难忘的
场景，刘敏涛说：“每一个情节
都让我难忘，大到为病患安排
床位，小到解决居民的吃喝拉
撒，甚至还要帮着遛狗。我在
剧中出现最多的画面就是在打

电话。真实的社区工作者每天
要接打200多个电话，手机永远
都插在充电宝上。他们不仅要
保持手机的电量，更要保证自
己的电量，让人由衷钦佩。”

贾乃亮也深有感触：“有一
个画面是我帮居民出去买药，
浑身上下挂满药袋，大家在网
上看到的‘药袋哥’就是这个画
面的原型。在居民眼里，社区
工 作 者 是 万 能 的 ，更 是 救 命
的。”

抗疫剧《在一起》
9月 29日开播，“排
播矩阵”强大致敬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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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舱》单元由六六编剧，汪俊、
程源海执导，靳东、孙佳雨等主演。
汪俊曾在受访时透露：“这一单元呈
现的是普通人的群像，有一两百人的
规模参与拍摄，方舱里主要是轻症患
者，从开舱那一天起进入方舱，一共
历时 35天，我们要表现这些患者在

治疗护理中由阳转阴、最后出院的过
程，整体上温暖的故事情节会多一
些。我们大家都看过新闻，方舱医院
里有跳舞做操的、有下棋看书的，也
会有不愉快，就像一个小社会……”

该剧的拍摄地是上海嘉定的一
家体育馆，剧组24小时连轴赶工，仅
用5天时间，完成置景工作。汪俊介
绍：“剧中的‘方舱’，几乎是1比1还
原了大小以及里面的格局和布置。
如果观众觉得是真实的，那么就达到
了我们最初的设想。”

在录制开播特别节目时，来自武
昌方舱医院医护代表受邀上台，再度
回到曾经奋战过的地方，回忆起关舱
当天的情形，大家都抑制不住流下了
眼泪。

《同行》单元的导演是滕
华涛。该单元讲述了武汉封
城后，身在外地的两名医生结
伴逆行，历经坎坷，最终回到

武汉贡献力量的故事。
职业生涯第一次扮演医

生的杨洋，特地去上海华山医
院体验学习医学常识、急救方
法、医疗器械的使用。杨洋表
示：“我不仅要演出医生的专
业，更要演出抗疫医生的精
神，因为我的原型是个了不起
的逆行者：武汉协和医院的医
生朱彬。”

节目录制当天，朱彬也来
到现场，回忆起自己一路从上
海回武汉的经历，他说：“武汉
实行交通管制后，从上海到
武汉的交通都停运了，所以
我选择了从上海飞到长沙，
再从长沙回武汉。医生是我
的职业也是我的专业，当时

随着疫情的发展，作为协
和医院感染科的一员，我

觉得自己不能退缩。”

《摆渡人》单元的导演是沈严，编
剧是高璇、任宝茹。该单元由雷佳
音、倪妮、张静初、蒋欣主演，通过一
名外卖员的足迹，记录了疫情爆发初
期，武汉城里老百姓抱团取暖的故
事。任宝茹说：“这个故事里的每一
个人都是平凡人。但在非常时期，当
城市停止运转，这些平凡人做的平凡
事，就有了不一般的价值。从来就没
有盖世英雄，平凡人身上最能激发英
雄气概。”

雷佳音在剧中扮演外卖小哥辜
勇：“在了解原型人物的过程中，让我
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说的‘我们没做
什么，只是在一个特殊时期做了自己
的工作’。”沈严曾在受访时夸奖了雷
佳音的表演：“在表演上，他会更加克
制一点，不会带有过多的煽情或泪
水，表演上比较松弛，他会把他的喜
感，融入到普通人物身上。”

这一单元夜戏比较多，辜勇白天
送外卖，晚上做义工，帮忙接送医护
人员。主创团队把取景地选在复工
环境相对安全的上海，避开了上海地
标性建筑，尽量选择城市感较模糊的
地带，顺利呈现了在武汉发生的故
事。

《我叫大连》单元由彭三源编剧
并导演，邓伦、李沁、董洁、刘琳等主
演。这个单元根据疫情期间的“汉
囧”故事改编：大连小伙原本要去长
沙出差，却误打误撞滞留在武汉，他
随即应聘了武汉某医院的保洁员工
作，成为一名抗疫志愿者。

导演彭三源表示：“借着创作这
位充满光芒的小人物，我更真切地感
受到了中国人的精神。这个故事不
是表现一个高大上的英雄，而是呈现
一个卖力活下去、但又做了很多好事
的小伙子。让大家看看平凡的大连
小伙，在抗疫期间如何勇敢乐观地面
对生活！”

邓伦扮演了这位大连小伙：“他
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在那样紧张严峻

的形势下，他还想
着给身边的医护人

员 带 来 快 乐 ，
减轻他们的压
力 ，我 为 此 学
习了很多他有
趣的手势。”

《火神山》单元由姚晓峰执导，冯
骥编剧，该单元讲述的是解放军医疗
队的故事。冯骥说：“真实的故事已
经足够动人心魄，我们力求最大程度
再现军人医生在抗疫中的精神力
量。”

故事原型陈静在节目录制现场
回忆了在火神山医院奋战的日子：
“在武汉期间，我留下了太多难忘的
记忆，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次到火神
山医院，我们要在三天内建立一个可
以收治重症病人的ICU病房。一个
ICU病房需要上千种药物、上百种完
善的医疗设备和一支具备精湛技能
的医护队伍。所有医护人员不眠不
休72小时，三天后，电话里响起‘重
症科能否接收病人’时，我们的回答
是‘随时待命’。把不可能变成了可
能，这就是中国军人的力量。”

主演陈数如此形容原型人物陈
静：“她是非常飒、非常洒脱的一位
女性。她既是一名护士，也是一名军
人，还是一位母亲。在她的身上有女
性力量的闪耀，也有解放军精神的传
承，这让她在最危险的战场不慌不惧
地战斗。”

《救护者》单元的导演是曹
盾，编剧是费慧君，由朱亚文主
演。故事主人公黎建辉融合了
驰援湖北的医生钟鸣、陈尔真
等的事迹。朱亚文说：“黎建辉
是上海重症医学科专家。他在
小年夜孤身赶赴武汉，是（此次
疫情中）上海到湖北援助的第
一人。在重症病房，面对物资
和人手的紧缺，作为一个‘大
牛’级别的专家，他也经历了濒
临崩溃的过程，但最终完成了
一个‘救护者’的使命。”

故事原型人物、上海交通
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

真和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的钟鸣医生当晚来到节目现
场，分享重回武汉的感受。陈
尔真说：“出了机场，看到武汉
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觉得武汉
真不容易。”钟鸣曾在武汉的重
症病房连续作战75天：“上次来
武汉是 1月 23日，这一天对于
武汉、对于全中国都是一个特
殊的日子。那天我坐火车到麻
城，辗转两部车才到武汉。今
天我直接飞到了武汉，在机场
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看到了
充满生活气息的武汉，由衷开
心。”

《搜索：24小时》单元由刘
江执导、徐速编剧，李小冉主
演。该单元以天津宝坻百货的
聚集性疫情为原型故事，以北
京疾控中心的两位流调员为人
物原型，讲述了联合调查小组
在大年三十这天完成流调的24
小时历程。

很多人对“流调”（流行病
学调查）这个职业有些陌生。
疫情暴发后，各地疾控中心的
流调人员，奔波在每一条街道、
社区、单元楼层。刘江说：“如
果说医院是抗击疫情的第一战
线，那么‘联防联控’就是第二
战线。我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内控制住疫情，第二战线功不
可没。”

在编剧徐速看来，流调人
员的工作像是在破案：“虽然寻
找的是纳米级别大小的病毒，
守护的却是几百万乃至上千万
人口的城市。网友把他们称作

‘猎毒者’，名副其实。”

疫情期间，作为重要的抗疫
紧缺资源，口罩就像试金石，是
对人心和人性的考验。《口罩》
单元由杨文军执导，沈芷凝编
剧，海清、冯绍峰、董璇、涂松岩
等主演，讲述疫情期间服装厂
老板转行做口罩，且为确保口
罩质量而四处奔走的故事。

编剧沈芷凝介绍了角色名
字的寓意，“海清扮演一位口罩
厂女老板，是个坚定而充满光
芒的人。她的名字叫梅爱华，
冯绍峰扮演的男主角叫韩松。
梅和松，都代表这个民族在风
雪逆境中坚强不屈的精神。”

《口罩》的预告片曝光后，

剧中写实感极强的台词狂戳观
众泪点：“你不仅仅是个厂长，
你还是菲菲的妈妈”“我要去湖
北”“你感染了怎么办”“救人我
是认真的”……这个单元不仅
讲述了平凡人挺身而出的故
事，也呈现了女性的坚韧和执
着。

《生命的拐点》单元的导演
是张黎、韩晓军，编剧是梁振
华，主演包括张嘉益、周一围、
张天爱、谭卓、黄德毅等。该单
元以疫情最初来袭时的武汉金
银潭医院为故事背景。

张嘉益在介绍角色时说：
“我扮演的是江汉医院院长张
汉清，他的原型是武汉金银潭
医院院长张定宇。虽然身患渐
冻症，但他临危不惧、守土有
责。他是一个真实的、特别高
大的人物。我没见过张院长本
人，但查了很多他的资料，觉得
自己和他最像、但也最难演好
的就是脚步——他的脚步是高
低不平的，但却是世界上最坚
定的、最踏实的。”

“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获得者，湖北省卫健委副主任、
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来到节
目录制现场。被问及疫情彻底
结束后最想做什么时，他说：“想
把我们医院建设成研究型医院，
因为这一次疫情带给我们很多
的考验和机会，要把危转为机，
促进我们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
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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