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广电总局百
部重点电视剧项目，由唐曾、吕

一、王雨、董晴等主演的电视剧《淬火
丹心》正在广东卫视“活力剧场”全国首轮

播出。
作为一部工业情感励志剧，《淬火丹心》讲

述了以耿云辉为代表的钢铁工人，在情感和事业
上经历挫折、抉择、蜕变等不同阶段后，成长为有责
任、有担当、有使命感的江钢人，并打破国外技术挟
制，为江钢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奋斗故事。

近日，导演向勇，主演吕一、董晴接受羊城晚报
记者采访，他们表示：“淬火代表了钢的一种热处
理工艺，丹心是一颗赤诚的心，这部剧就像是钢
铁工人的青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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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淬火丹心》的故事发生在武汉
市青山红房子片区。剧中的江钢，
以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家特大
型钢铁联合企业武钢为原型。

说到和这部剧的结缘，向勇导
演讲述了自己的“武钢情缘”。“我父
母都是武钢退休职工，我从小在武
钢长大，在武钢的子弟小学、中学读
书，也是在武钢工作了八九年后才
离开，去中央戏剧学院上学。到现
在，我还有不少中小学同学在宝武
集团工作，拍戏期间还探过几次我
的班，我对这个剧很有情怀。”向勇
说。

向勇对武钢的各个工种都比较
清楚，对拍摄这个题材也是信心十
足。该剧在拍摄过程中正好遇上疫
情最严峻的时候，剧组经历了各种
各样的困难。此外，剧本台词中涉
及一些钢铁行业技术的专业术语，
对演员也是一大挑战。“我们剧组有
外国的演员，这些专业术语台词必
须经过各个专业的技能大师审核，
一个字都不能变，这对于外国演员
来讲也是一个挑战”。

剧中讲述了三代钢铁工人的奋
斗历程，主人公耿云辉的成长经历
和感情故事也成为看点。说到让自
己感动的部分，向勇称整部剧让自
己感动的地方有很多，耿云辉和鞠
西雅的感情线是其中之一。“在剧情
的最后，鞠西雅要去国外发展，耿云
辉在宾馆的门口拦下了车，鼓足了
勇气和鞠西雅抱在了一起。两个相
爱的人因为年轻稚嫩和冲动，彼此
失去了对方，但心里其实一直有着
对方，即使没有在一起也衷心希望
对方能幸福，最终获得了圆满。”

向勇擅长年代剧的制作，曾作
为副导演执导过《人间正道是沧
桑》，担任总导演的《革命人永远年
轻》也大获好评。对于《淬火丹心》，
向勇投入了全部的专业素养和热
情，“我拍这部剧长出了许多白发，
为的就是拍一部好的品质剧，能给
观众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希望观众
能喜欢，也希望《淬火丹心》能有一
个好的收视成绩”。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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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女钢铁工人庞小
芹这个角色也给观众留下深
刻印象。勤劳朴实、坚毅执
着的她在看清鞠兴华的为人
后离开了他。与耿云辉相爱
后，庞小芹悉心照料家庭，但
当两人即将开启美好的婚姻
生活时，传来了一个不幸的
消息……

“庞小芹这个角色给我
的感受是善良。她是一个精
神追求大于物质的人，喜欢
真诚讨厌世故。”谈到角色特
质，演员董晴如此解读。

为了演好钢铁工人，董
晴首先去了解了时代背景和
职业特征，然后去钢铁厂观
摩，听技术人员讲解，“在安
全的情况下，动手操练”。在
演绎这个角色的过程中，董
晴认为难度最大的是“这个
人身上的复杂性和灰色地
带”，“我经常想办法合理化

她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我希
望观众可以理解她。比如她
是如何跟云辉走在一起的，
以及查出癌症之后为何选择
放弃治疗、留下爱情的结
晶”。

“除了钢铁工人的身份
外，剧中也大量描述了人与
人 之 间 的 情 感 。”董 晴 感
慨，“我印象最深的一出戏
是西雅来到小芹的病床前，
小 芹 拿 出 了 一 封 信 给 西
雅。之所以对这场戏印象
最深，是因为演员需要很努
力地去挖掘一个濒临死亡
的人的内心，她还那么热爱
她拥有的一切，却再也没有
了爱的机会。这种感受离
我们很远，但我希望顺着小
芹的轨迹尽量靠近一点。
此外，隐瞒病情这一部分，
我也想了很久。我在想，一
定要生下来吗？一定要这

么勇敢吗？一定要放弃虽
然渺茫但也得一试的救命
机会吗？后来我想通了，这
是合理的，因为她实在是太
爱耿云辉，太爱他们的孩子
了。她希望即便自己走了，
还有他们爱情的延续来陪
伴云辉。”

这部戏里，年轻的钢铁
工人有事业上的艰苦奋斗，
也有情感上的相互支撑。
董晴透露，跟其他演员的合
作很愉快，“这部戏演员很
多，有年长一些的前辈老
师，也有年龄相当的伙伴
们。大家除了现场拍摄外，
休息时间也会经常聚在一
起。有些我们是之前就认
识熟悉的，所以在进组后大
家也省去了很多磨合的过
程，合作非常顺利，共同度
过 了 一 段 特 别 难 忘 的 时
光”。

吕一在《淬火丹心》中饰
演女主角鞠西雅，和耿云辉
青梅竹马。可惜，原本是江
汉钢铁学院高才生的耿云
辉，在一次“剽窃论文”事件
中，为替帮自己出头而不小
心伤人的朋友顶罪，被开除
学籍并入狱，自此陷入低
谷。出狱后的耿云辉自暴自
弃，并刻意疏远了鞠西雅。
面对曾经的爱慕对象，鞠西
雅陷入了痛苦与纠结中，但
敢爱敢恨的她，最终通过坚
持不懈地追求，收获了幸福。

在吕一眼中，鞠西雅是
个性格外向、大胆而可爱的
姑娘。“当她不得已要去面对
生活的抉择时，虽然也短暂
妥协过，但她终于靠着内心
的执着与坚持，获得了自己
想要的美满人生”。

吕一认为，鞠西雅这个
角色不仅性格鲜明，还有很
强的立体感，因而自己演起
来也觉得过瘾：“剧中，这个

角色的年龄跨度长达30年，
从青葱岁月的不顾一切，到
成家后面对爱人的背叛，到
再次选择婚姻生活时，对初
恋爱人情感的纠葛……非常
生动，很具有成长性。”

《淬火丹心》是一部钢铁
题材的电视剧，离大多数观
众的生活比较远。吕一坦
言，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剧中
人物完全没有共通的地方，

“主要是靠研读剧本增加对
人物的理解。”但吕一并不担
心剧中人物会与观众产生隔
阂，她表示：“钢铁题材只是
剧中人物的职业背景，能够
让观众产生共鸣的一定是人
与人之间的情感以及一件件
触动人心的事件。”

从业多年来，吕一出演
过多部影视剧，《天外飞仙》
中坚贞执着的赛金，《雪在
烧》中善良包容的罗一，《平
凡的世界》中伶俐直爽的山
西婆姨贺秀莲……都给观

众留下深刻印象。然而，低
调的她也面临戏火人不火
的尴尬。2021 年，37 岁的
吕一参加了女性励志综艺
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
季》，性格好、颜值高、舞蹈
功底深的她，成为不少观众
心中的“宝藏姐姐”。吕一
表示，参加节目后，就像“乘
风破浪”四个字的定义一
样，自己变得更坚强、更勇
敢了：“现在的我，更愿意接
受和挑战一些新鲜事物，不
会担心时间流逝，不会刻意
框架式地定义自己和自己
想做的事情。”

关于未来，吕一坦言，自
己并不是一个会怀抱很大期
许的人，但会一步一个脚印，
过好当下：“无论在工作，还
是生活上，把每一件事努力
做到最好，就是当下我对自
己要求吧。珍惜每一天，感
恩每一天的馈赠，从容面对
得失！”

《淬火丹心》讲述了钢铁工人的奋斗故事

唐曾饰演的耿云辉
与鞠西雅青梅竹马 感情故事也是剧集的主要看点

开会的画面具有年代感
董晴饰演的女钢铁

工人庞小芹

吕一饰演的鞠西雅性格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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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啸

我什么时候开始与眼镜
结缘，已经记不清楚了。印
象中整个小学和中学阶段，
我的两只眼睛的视力都保持
在 1.0 以上，上大学之后的三
年级还是四年级才近视，度
数也不是很高。开始的时候
我不太在意，并不想佩戴眼
镜。一方面，听说如果是假
性近视只要注意眼睛卫生就
能转好；另一方面，一旦佩戴
眼镜就再也摘不下来了，十
分麻烦。这样大约拖了一个
学期，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
糊，老师上课写在黑板上的
字辨认不清，影响了学习，不
得已才戴上眼镜，这一戴就
真的从此与眼镜分不开了。

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
上大学的时候视力突然下
降。按说大学的条件比中小
学好多了，饮食比以前好，营
养更丰富；不管白天黑夜都
有明亮的灯光；读书的压力
也比以前小。以前吃的多是
地瓜、稀饭和咸菜，用的是光
线微弱的煤油灯，每天晚上
做作业到九点、十点钟，眼睛
一点事都没有。上大学的时
候，三餐吃的都是新鲜蔬菜、
鱼、肉；晚自习的教室总是灯
火通明，宛如白昼；作业不
多，有好多玩的时间……我
却近视了。

戴上眼镜，工作生活都
很不方便。配眼镜就是一件
十分麻烦的事。要到眼镜店
验光，那特制的验光眼镜很
笨重，戴上之后压得鼻梁和
两只耳朵生疼，验光师一会
儿给你试试这个镜片，一会
儿让你试试那个镜片。运气
好的话，碰上好的验光师，验
光时间不会太长。运气差，
碰上没有经验的验光师，验
光环节会反复折腾。好不容
易验好光，还要选镜片和眼
镜框。一般的眼镜店都有成
千上百种牌子的镜片和眼镜
框，让你挑得眼花缭乱、无所
适从，最后通常都是店主说
了算。还有就是价钱问题，
不管镜片还是镜框都有不同
的价格，精明的人会拿到最

优惠的价格，不懂得与店主
讨价还价通常会吃亏，反正
就是很让人烦。

终于挑好镜片、镜框，付
了钱，等几天后拿到眼镜，如
果刚好合适就省事，如果不
合适又要折腾一番。新配的
眼镜一般人都需要适应一段
时间。有的人戴上眼镜之
后，因为运动或者不小心，很
容易把眼镜打破，又得重新
配；有的人一年要配好几次，
真的要不厌其烦。日常生活
中，时时处处要戴上眼镜，戴
久了两边鼻梁红肿，两只眼
睛干涩疼痛。有时忘记戴眼
镜或者不知道把眼镜搁在哪
儿了，就要费一番工夫寻找，
要不然就干不了活。

有一回，我到外地旅游，
一不小心把眼镜框弄断了，又
在旅游途中，附近没有眼镜
店，百米之外的东西一片模
糊，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当时
要游览的景点是溶洞，道路高
低不平，曲折难走，我只好待
在旅游车上。好不容易熬到
傍晚回到市区，别的游客都去
夜游桂林河了，我却在四处打
听附近的眼镜店。

好在我的近视度数不是
很高，百米之内的东西还能看
到。因为住的宾馆周边不是
商业区和小区，没有眼镜店，
问了许多人，走了许多路，终
于在一处角落的地方找到一
家小眼镜店，让我如释重负。
店老板看看我的眼镜后，说
道：“这眼镜用太久了，镜片
都 摩 擦 花 了 ，干 脆 新 配 一
副？”我赶紧说：“不了，我要
赶时间，就帮我换一副眼镜框
吧。”其实是我不知道这小眼
镜店的信誉，在人生地不熟的
地方，如果店主欺生，我就吃
亏了。现在看来，我当时真是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
家眼镜店虽小但货真价实，才
花了我 100 元，手艺也很不
错，自从那次换了眼镜框之后
已经过去了5年，我依然戴着
这副眼镜。

看来我这辈子是离不开
眼镜了。不用戴眼镜多好！

我对笺纸笺谱与笺文化的一点具
体感受，主要来自两位朋友：一位是西
安的崔文川，他曾赠我他做的《长安笺
谱》和《西京笺谱》；一位是长春的谢小
萌，他曾赠我他做的《关东笺谱》。如
果不是他们两位，我这个从20世纪90
年代就已经很少用笔的（尤其是毛笔）
而喜欢用电脑工作的人，这辈子恐怕
对毛笔和纸张再也不会亲近了。

这样想着，也就从他们赠我的笺谱
中，抽出两张，试试纸，写了两首七字句：

凝眸一望七十年
点滴横飞扑眼帘
水已不是当年水
天亦非那旧时天

湖边独坐日黄昏
暗香浮动思远人
荷花谢了又开了
心头拂过耳旁风
写得虽不好，但是好玩，有点小意思。
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鲁迅

先生在整理笺纸笺谱的过程中，就曾这
样预言过：“意者文翰之木将更，笺素之
道随尽。”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纸张与

书写确确实实渐渐淡出我们的日常，尺
素萦怀的风雅之道也成为消逝的历
史。然而，令人讶异的是，笺纸艺术的
传承创新却依然绵延不断，而且随着品
质生活和艺术消费的日益增长，在电子
信纸的模板中拓展出了新空间。

鲁迅、郑振铎曾经合编过一函六
册的《北平笺谱》，编号发行一百部，次
年又重印一百部，他给郑振铎信中说：

“将分寄各国图书馆（除法西之意、德，
及自以为绅士之英）。”说罢，又写一信
说“英国亦可送给，以见并无偏心”。
如今的纽约图书馆还宝藏着编者的亲
笔签名的初刻本，巴黎的国家图书馆
也宝藏着重刻本。曹然的《英伦来鸿》
一书，也记着英国杜伦大学图书馆藏
有《北平笺谱》重刻本第八十九号，还
有鲁迅、郑振铎重刻的《十竹斋笺谱》
毛边本第一百二十号。这些应该都是
当年两位先生所寄赠的了。

写到这里忽又想，关于《北平笺
谱》的价值，鲁迅当年给西谛（郑振铎）
的信里面还这样说：“至三十世纪，必
与唐版媲美矣。”我很相信他的话，我
还仿佛看见了他的那种自信的笑容。

书斋奢想一个宽敞明亮的独立书

斋，在21世纪初降临我家

暗香浮动思远人
□鲁先圣永远的遗憾

眼镜之烦 □王元

不用戴眼镜多好！

可以说，我盼望独立的书斋，
起码盼了二十年。

最初没有独立的居室，何来
书斋？自幼出生成长于贫困家
庭，父母能管全家一日三餐，已经
很不容易了，何况全家六口人，挤
住在总共 20 平米不到的一室半的
房间里，哪敢存半分书斋奢想！

新婚不久，妻子单位总算分
配了一间小屋，那是处于上海闹
市中心的石库门弄堂房子——地
段绝对黄金，紧挨着上海电视台，
可惜全部面积只有 10 平米，一间
小小的亭子间，吃喝拉撒全都在
这10平米之内——唯一聊以自慰
的是，人生算是有了一段与包括
鲁迅在内的一些著名作家那样在
上海亭子间生活的切身体验——
自然，其时我的经济收入，与这些
著名作家不可同日而语。好在小
亭子间内硬挤进一架书橱，10 平

米的地方才像一个有点知识的空
间——其时，我刚刚硕士研究生
毕业，开始大学教师生涯。

没过几年，随着学校分房政
策的落实，终于搬出了石库门亭
子间，有了一套属于小家庭的独
立住房，且煤卫设施齐全，但实际
住房只有一间：客厅、餐厅、卧室、
书房——“四房合一”，还是不敢
奢想独立书斋。

北大博士毕业，重回母校复
旦。上世纪 80 年代末，博士还算
稀罕物，学校有特殊政策——分
到了二室一小厅的住房。感觉喜
从 天 降 ，读 书 毕 竟 还 是 有 点 用
啊。可是，心中期盼已久的独立
书斋，还飘浮在空中——儿子大
了，必须给他一间独立的住房。

20 世纪末，“科教兴国”政策
开始落实，学校按规定分给我一
套 新 落 成 的 教 师 公 寓 ，三 室 一

厅。我欣喜不已——独立书斋的
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

但是，在具体如何安排三室
一厅使用功能时，我与妻子发生
了矛盾——必须辟一间作为我的
独立书斋，这是毫无疑问的；然
而，三间房，两间朝南，一间朝北
——必须有一间朝南的给儿子，
这是我们作为父母的共识，那么，
剩下的一南一北，哪间做卧室、哪
间做书斋？

妻子力主朝南的那间给我做
书斋，朝北的那间作为我们的卧
室。她认为，做学问，成天坐在书
斋内，必须是冬暖夏凉才行，而卧
室只是晚上睡觉，白天并不需要一
直待在房间内。我坚决不同意这
个方案，毕竟这个方案一旦落实，
就意味着妻子将永远在冬冷夏热
的房间里了，虽然四季冷暖问题完
全可以用空调来解决，但毕竟我们

不可能天天开着空调过日子，何况
空调环境对年纪大的人来说不
好。为此，我坚决不能接受妻子的
方案，争执的结果，我的方案取胜
——书斋朝北，卧室朝南。

几十年的藏书，终于搬进了
久盼的独立书斋，有了最好的归
宿。书斋的三面墙壁全部安置了
顶天立地的书橱，所有的书都分

门别类，按类有序排列，文、史、
哲，古代、现代、当代——再也不
需要为找一本书，翻箱倒柜地乱
折腾了。一个宽敞明亮的独立书
斋，在21世纪初降临我家！

当我舒适地坐在椅子上，两
手坦然地安放在椅把上，观望四
周三面“顶天立地”的书橱，感觉
自己真有“坐拥书城”的潇洒。

30年过去了，一个永远无
法弥补的遗憾一直伴随着我。

那年，在医院的病房里，父
亲没有了喘息声，我握着他由
温热变得冰凉的手，亲属们悲
怆的哭声震撼着病房，我怎么
也不能相信父亲真的就这样去
了。我盯着父亲，这个在缤纷
的人世间顽强地存活了六十四
个春秋的实实在在的生命，就
这么远逝了吗？

1982 年的夏天，当我拿到
大学录取通知书，在村口告别
父亲时，我对父亲说：待儿子
读完学业，接父亲去城市住。
毕业以后，分配到机关工作，
我兢兢业业不敢松懈，在事业
上取得长进的同时，努力改善
家庭生活水平，一个最大的愿
望是能够早日接父亲来住几
天，让父亲住得舒适、住得安
逸。开始的几年，有几次去接
父亲，但都被父亲以城里的房
子太小住不开拒绝了。

后来，我在济南买了一座
大房子。记得是“五一”节期
间，我和妻子回到老家，准备

接父亲到省城颐养天年。为
此妻子还特意买了洁白的窗
帘，并给父亲居住的房间铺了
地毯。

一路上我想象着父亲随
我离家告别乡亲赴省城的情
景。父亲自十七岁起就承担
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只身赴东
北扛大木烧砖瓦，备尝生活的
艰辛。父亲总是这样告诉我
们，他之所以生活困难饱受苦
难，就因为没有文化。因而父
亲不惜一切供我们兄妹读书，
不论家庭生活多么需要人手，
父亲总是一人默默担负。有
时，我们实在看不下去父亲劳
累的身影，主动帮他做活，但
每 次 都 立 刻 招 来 父 亲 的 痛
斥。在我年少的心灵里，早已
深深镌刻进了这样一个坚定
不移的信念：早日学成立业，
让父亲好好享受生活。

我与妻子到家时，父亲已
在村口等了六个小时。回到家
里，父亲的心情异常的好。我
告诉父亲，我有了很大的房
子，专门为他准备了房间，可

以去济南住了。父亲说待今年
的这一季苹果收完再去。父亲
种了两亩苹果树，今年长势极
好。父亲又说要有段时间告知
亲友，这么远，走了就难回来
了，总要给亲戚们说一声，道
个别。我看出父亲高兴之中有
些故土难离的心情。那几天父
亲精神一直很好，每天我们父
子俩谈心至深夜。

没有想到，那次相见，竟然
是我们父子的永诀！“五一”假
日之后几天，父亲突然患脑溢
血去世！

30多年以来，我对父亲的
追念不仅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
淡漠，反而越来越强烈，越来
越充满了难以原谅的自责。当
年，对于儿子，他是那么地竭
尽全力，那么地刻不容缓。可
是，当儿子反过来报答的时
候，却一拖再拖，终于，没有了
机会，永远没有了机会。

我常常站在济南最高的山
顶，遥望鲁西南深处埋葬父亲
的黄土地，内心深处充满了一
个没有尽孝的儿子的忏悔！

当儿子反过来报答的时

候，却一拖再拖，终于，没有了

机会，永远没有了机会

我的家
（国画）

□于飞

我很相信他的话，我还仿佛看见了他的那种自信的笑容

□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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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武钢取材武钢，，演演绎钢铁工人的“铁骨柔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