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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隐秘而伟大》中，李易
峰饰演的顾耀东是初入职场的
小警察，尽管工 作 中 状 况 频
发、囧态百出，但内心却存有

“匡扶正义，保护百姓”的理
想。在顾耀东的成长过程中，

“顶头上司”夏继成扮演着其
“人生导师”的作用，迷茫时
指引他不忘初心，危机时帮助
他脱离困境。在夏继成的支
持和保护下，顾耀东最终成长
为一名出色的共产党员。

在王泷正看来，夏继成是
从顾耀东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
己：“一开始就觉得这是一个本
质很善良很可爱的男孩，接触
多了发现他做事很有原则，黑
白分明，而且他很坚持自己的

‘警察梦’——尽管当时的环境
并不支持他做一个‘好警察’，
但他却从来没有动摇过。到后
来，他们亦师亦友，最后互相欣
赏，彼此之间是一种很温暖的
感觉。”

虽然是第一次和李易峰合

作，但两人的合作过程却令王
泷正很难忘：“他是一个非常好
沟通、好商量的人，最重要的是
他对这个角色很认真。大家都
是想拍好这部戏的，在现场的
碰撞我觉得效果非常好。”

夏继成和金晨饰演的沈青
禾，彼此信任，配合默契。观众
很好奇，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
关系——师生？同事？恋人？
对此王泷正的回答是：“都有
吧。”他认为，两人之间的情感
很复杂，可能把亲情、友情、爱
情都包括了。“有依赖，有不舍，
很难说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更像是在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下
的情感错位，相信大家看完之
后会有自己的解读。”

在王泷正看来，《隐秘而伟
大》呈现的是一幅“众生相”，

“剧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代表
了不同的立场和阶层，这部剧
可能没有过多地讲好坏善恶，
而是呈现每一个人的命运和
选择”。

角色设定越复杂，
表演越要做减法

王泷正曾因谍战剧《谍
战深海之惊蛰》收获不少观
众的喜爱，他饰演的荒木惟
虽是一个反派角色，却因其
立体饱满的演绎而颇具另
类魅力。时隔一年，王泷正
又加盟了谍战剧《隐秘而伟
大》，这一回，他“改邪归正”
饰演一名潜伏在上海警察
局里的中共地下党员，为了
坚守理想而战斗。

正在CCTV-8热播的
电视剧《隐秘而伟大》由王
伟执导，讲述了抗战胜利
后，新人警察顾耀东（李易
峰饰）初入职场，面对同僚
的排挤和时代的动荡，与中
共地下党员沈青禾（金晨
饰）、夏继成（王泷正饰）共
同匡扶正义，实现人生理想
的故事。

“在那个年代，可能有
很多像夏继成这样不为人
知的英雄，为了最崇高的理
想而默默奉献自己的一切，
甚至生命。”接受羊城晚报
记者的独家专访时，王泷
正自己也刚刚“追”到最新
剧情，他感慨道，“有很多
地方看得鼻子酸溜溜的，
可能跳出表演去看剧会更
感性，更直观地感受到里面
的信息和情感。”

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

剧中，王泷正饰演的夏继成
是上海警察局刑警二处的处长，
他平日里总喜欢叼着根牙签，看
上去势利贪财、不务正业、吊儿郎
当，但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
中共地下党员，专门潜伏在警察
局获取情报。王泷正说：“当初看
剧本的时候就特喜欢这个角色，
他是一个心中充满阳光和爱、有
责任有担当的人，他有很多面，层
次很丰富。”

虽然这个角色的多面身份设

定是最初吸引他接拍的理由，但
随着深入了解，王泷正发现了夏
继成的另一重魅力。“我觉得他是
一个很传奇的人物，所有的事件都
在他的掌控当中，几乎没有失手
过。他可以游刃有余地在各方势
力间穿梭，这一点我觉得太有意思
了。在整个剧本的所有人物里，这
个角色基本上是接近完美的。”

从网剧《心理罪》系列、《白夜
追凶》，到电影《追凶十九年》，王
泷正不止一次扮演过警察角色，

但这次拍《隐秘而伟大》的感受却
很不一样。“在那个特殊时代里假
装成警察，从人物性格到任务功
能都完全不同。”他直言，能体验
不同年代、不同类型的警察角色，

“感觉很过瘾”。在王泷正看来，
虽然时代背景、服化道等赋予了
角色不同的设定，“但终归我在演
人，这点是最重要的”。他说：“我
要表达的是角色的视角、人生观、
世界观等等，要展现一个立体的
人，有喜怒哀乐，有嬉笑怒骂。”

王泷正王泷正：：
《隐秘而伟大》中扮演李易峰的“人生导师”

在王泷正看来，角色的设定
越复杂，表演上反而越要做减法。

“我觉得人物设定就像一个框，但
塑造人物其实最怕的就是设定，因
为很容易走进死胡同里出不来，这
样表演就失去了自由，人物也失去
了灵动和生命力。你可以把他想
得很复杂，但表演上必须做减法，
要留出一部分空间给观众。”

扮演夏继成的初期，大到一
场戏，小到一句台词、一个眼神，
王泷正都会想很多。拿捏不住的
时候，他还会感到慌张。但渐渐
地，通过各种尝试和摸索，他终于
找到了感觉。“可能真的要把路走

‘死’，让自己撞到墙上，才能找
到出路。突然有一天，你会觉得
自己的两只脚踩在地上了，然后
怎么演都对了。”

在这个过程中，来自导演王
伟的建议对王泷正帮助很大。其
实王泷正拍第一部网剧《心理罪》
时，王伟就是分组导演之一，两人
的第一次合作就建立起了默契，

到后来拍摄《白夜追凶》则合作得
更为顺畅。“每次合作都有不一样
的收获，我们是在共同成长。”王
泷正说，夏继成叼牙签的习惯就
是王伟让他加的。“剧本上就说了
夏继成喜欢吃烤鸡、喝茶，喜欢下
棋、打牌。但我觉得有一点很关
键，你得看戏与戏之间的‘缝儿’
里面有什么。当时导演让叼着牙

签，我就觉得很妙，这根牙签把人
物多种多样的特点串在了一起。
因为有了这根‘棍儿’，他的说话
方式、节奏以及肢体动作等等，就
全变了，会呈现出一些意想不到
的效果。”而这个过程中，王泷正
自己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因为拍了太多吃烤鸡的戏，“这辈
子都不想再吃烤鸡了”。

首次搭档李易峰，戏里戏外彼此欣赏

被多面设定吸引，展现一个立体的人

表演上要留空间，一根牙签效果奇妙

王泷正

王泷正（左）和李易峰在《隐秘而伟大》中搭档 王泷正在剧中扮演夏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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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聚变反应堆与核裂
变反应堆的区别

人们曾经谈“核”色变，太多可怕
的经历让人们对核武器、核辐射等问
题心存恐惧。那科学家们为什么还要
继续尝试建大型核聚变反应堆、开发
核能源呢？

首要原因当然还是因为能源短缺
问题日渐显著，急需解决，最重要的一
点则是核聚变反应堆能带来完全清洁
的能源，且其反应过程所必需的燃料
——氢气，在地球上的储量足以满足人
类长达数百万年的一切能源需求。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核聚变反应
堆与我们之前令人谈之色变的核裂变
反应堆，其实大不一样。

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核裂变反
应堆是利用裂解铀等元素的重原子核
来获取能量，在这个裂解过程中，不仅
会释放大量能量，同时也会释放出大
量危险的核辐射污染环境；而核聚变
反应堆在工作过程中不但几乎不会释
放任何核辐射，而且不会产生二氧化
碳甚至任何其他污染物。

核聚变反应堆的主要工作原理，
是在高温条件下将两个较小的原子核
聚合为一个较大的原子核，因原子核
中多余的胶子和介子被抛弃，其损失
的质量便会以能量的方式释放出去，
形成大量的光和热。研究人员预测，
SPARC能够产生的能量，将是其运行
所需投入能量的10倍以上。

这是一场“科技竞赛”

近十几年来，已陆续有十几个国
家积极加入了研究“人造太阳”或“仿
星器”、搭建核聚变反应堆发电站的

“竞赛”中。其中有些“参赛者”还来自
于民间私营企业。

目前最为知名的，便是正在法国
南部的托卡马克大楼中进行组装的
ITER（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它号
称是“世界上最大国际热核聚变实验
堆”，该核聚变装置包含数百万个零
件，或重达 2.3 万公吨，也是人类历史
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核聚变工程。整个
ITER 工地的建筑和土建工程由欧洲

建造，现在大约已完成了75%。
该项目于 2006 年启动，今年 7月

又举行了安装启动仪式，开始了为期5
年的组装阶段。最近一次会议上，他
们透露，预计在2025年 12月会有第一
次等离子试验，以证明反应堆概念的
可行性。该项目的目的也正是为大规
模核聚变进行概念验证，并不是为了
未来的商业用途，但该项目一直面临
着预算超支和工期拖延的困扰。

ITER的建设资金主要来自欧盟，
其余资金来自中国、印度、日本、韩国、
俄罗斯和美国。各成员国也在为该项
目提供组件、系统或建筑物等“实物”
捐助。其中包括由印度制造的环绕托
卡马克真空容器的低温恒温器和限制
超热等离子体的超导磁体。它高 30
米，直径30米，号称是“有史以来最大
的不锈钢真空室”；还有由中国、欧洲
和俄罗斯制造的六个极向场（PF）线
圈；以及美国制造的号称是“最强大的
磁铁”的中央电磁阀模块，等等。

而世界最大的仿星器“Wendel-
stein 7-X”则放置在德国格赖夫斯瓦
尔德的一个大型实验室内。这座受控
核聚变装置由马克斯·普朗克等离子
体物理研究所承建，主要组装工作已
于 2014 年 4 月完成。研究者一度宣
布，他们已制造出了氦等离子体，目前
的研究对象则是制造氢等离子体。

一篇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深度
报告中，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科学
家称，“W7-X”装置是一个更加实用
的选择，可以克服托卡马克装置存在
的安全问题。与托卡马克相比，“W7-
X”不但安全性更高，其最大特点是一
次运行可以连续约束超高温等离子体
长达30分钟，而托卡马克方式的这一
约束时间最高纪录仅为6分30秒。

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也十分突
出。中国于 2006 年正式签约加入
ITER 项目，已成为各合作方中“兑现
国际承诺的典范”。2007 年起，中国
科学技术部便设立了 ITER 国内配套
专项发展磁约束核聚变相关科学技术
项目；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
等 离 子 体 物 理 研 究 所 承 担 了 多 项
ITER 采 购 包 研 发 任 务 ，并 成 功 为
ITER计划研制出重要部件“校正场线
圈”，其多项性能指标皆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大连理工大学物理学院副教授
王丰，已成为加入 ITER项目核心物理
模拟研究团队的首位中国科学家，参
与承担该项目的集成模拟平台关键建
设任务；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
究院也是中方参与 ITER 计划的主要
承担单位，近期刚在贵州遵义正式启
运由中国完全自主研制的 ITER 项目
重力支撑批量产品。ITER 项目中的
种种“中国制造”，展示出中国高端制
造的水平和能力。

“人造太阳”需要“国际合作”

目前所进行的各种核聚变反应实
验，模仿的都是类似太阳等许多恒星
获取能量的方法。这些恒星体积巨
大，因而具有巨大的引力，它们能将无
数原子聚合到一起，在聚合过程中产
生的高热量又进一步使更多原子聚
合，最终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但在地球上进行的核聚变反应实
验，终究无法产生类似太阳那样的巨大
引力。要强迫两个原子核聚合，自然需
要巨大的外力相助，这种巨大的外力从
何而来、如何施力，一直是科学家们最
为头疼的问题。研究者们虽然声称

“SPARC 的设备将在 2025 年投入使
用”，其实也只是预想，目前仍无法真正
模拟出太阳的能源机制，真正有效、可
控的等离子体实验仍在探索中。

无论是目前在德国大型实验室里
研究中的“仿星器”，还是建在法国南
部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热核聚
变实验堆（ITER）里的有“人造太阳”
之称的托卡马克装置，都仍处于实验
阶段。

托卡马克其实是一种利用磁约束
实现受控核聚变的环形装置。其中央
是一个环形真空，外面围绕着线圈。
通电时内部会产生巨大螺旋形磁场，
将其中的等离子体——目前使用的是
氢的重同位素（注：某一元素中质量较
大的同位素，相对于质量较小的同位
素而言，称为重同位素）氚和氘的等离
子体——在极端高温和高压下相互融
合，以达到受控核聚变的目的。据说
目前全球范围内有数百个托卡马克装
置已经在建造中，至少有36台托卡马
克装置正在运行。但 ITER 项目中的
托卡马克可能将是第一个实现“燃烧”
或者说自加热等离子体的装置。

科学家们坚信，这种核聚变反应堆
发电站一旦研究成功，所带来的能源一
定可以在满足全人类需要的前提下，有
力地减缓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

MIT 的等离子体物理学家、新核
聚变反应堆研发项目的领导者之一马
丁·格林沃尔德认为：“核聚变发电厂
一定可以逐步取代现有的化石燃料发
电厂，而且不需要像太阳能或风能那
样重组电网。”

他们预计，未来在SPARC基础上
建设的核聚变电站，将能产生 250 兆
瓦至 1000 兆瓦的电力。而目前在美
国的能源市场中，普通发电厂的发电
量一般在100兆瓦到500兆瓦之间。

正如 ITER组织总干事贝尔纳·比
戈所说：“要建造这样一台机器——地
球上的一颗‘恒星’，的确需要国际性
合作。”无论是哪一个核聚变反应堆取
得成功，受益的都是全人类，而“能使
用清洁能源，对我们的星球来说将是
一个奇迹”。

茶树没有甘甜的果实，却牵动全球60多个国
家的经济，影响30亿人口的生活。中国是最早发
现与利用茶树的国家，茶文化至今已有数千年历
史。自神农尝百草以来，这种来自中国的神奇树
叶，已根据茶叶加工方式等的不同，形成了如今的
六大茶类：绿茶、白茶、乌龙茶、红茶、黄茶和黑
茶。其中，乌龙茶，亦称青茶，是六大茶类中香气
特征最为丰富、最有中国特色的一种茶叶。乌龙
茶香气的研究也一直是茶叶研究领域的热点。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杨子银研究团队近年来
系统地解析了乌龙茶加工过程中香气的酶促形
成机制。他们发现，低温和各种外界损伤的“双
胁迫”共同作用，竟可显著提高茶叶香气的形成。

我们知道，茶叶中含有大量的香气糖苷体。
香气糖苷体的酶水解——即指在微生物酶的作
用下，复杂有机化合物经过水解，会转化为较简
单分子——能形成游离态的香气分子。早期一
直认为，这便是茶叶香气形成的主要来源之一。
但本次研究团队仔细探索了香气糖苷体酶水解
过程，他们发现在乌龙茶加工过程中，并不存在
香气糖苷体的酶水解反应。

然后研究人员发现，与其他茶类相比，乌龙茶的
加工过程保持细胞活体状态时间较长，且存在着多
种胁迫因子，如采摘造成的损伤，萎凋造成的干旱、
热和UV辐射，以及做青过程（做青是指乌龙茶初制
工艺中的特殊工序，亦称“摇青”，亦是由摇青和晾青
两个过程交替、重复组成）造成的连续损伤等。

通过筛选各类胁迫因子，他们发现在乌龙茶
加工过程中，损伤和低温胁迫是诱导茶叶香气的

“酶促形成”关键。乌龙茶加工过程中，做青阶段
的连续损伤，可诱导来自不同生物合成路径的香
气物质的合成表达水平升高，进而促使这些香气
物质蓄积。而低温和损伤的“双胁迫”，对这些香
气物质的合成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

(来源：华南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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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飞

?

“人造太阳”离我们越来越近
——十多个国家正积极加入搭建核聚变反应堆发电站的“竞赛”中

□克莉斯汀

最 近 发 表
在英国《等离子
体物理杂志》上
的报道称，全球

首座核聚变反应堆或将
在2025年投入运行。

报道中称，这个核聚
变反应堆名为SPARC，
由MIT（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和美国联邦核聚变系
统公司的科学家联合开
发。该项目于2018年启
动，计划将于明年6月开
始建设反应堆，于 2025
年投入使用。如果能够
取得成功，SPARC将成
为第一个能够利用核聚
变中产生的热量来维持
核聚变的反应堆。这个
所谓的“人造太阳”将让
人类距离自主“生产”大
量完全清洁能源之梦想
更近一步。

报道中并没有指明
该反应堆最终究竟选址
何处。事实上，类似的
核聚变实验早已在全世
界范围内遍地开花，正
在组建的核聚变反应堆
已有不少，英国、法国、
意大利等国都有在建，
谁先建成并实验成功且
最终投入商业运作，还
真说不定。但大家的原
理基本相近，目的更是
一致——都是为了寻找
到高效且持久的清洁能
源。

“人造太阳”概念图 （资料图片） 低温恒温器的基座 图片来源：ITER
图/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