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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颜》的导演徐兵
是编剧出身，具有很强
的文学功底，曾编剧、执
导过《红色》《美好生活》
《新世界》等知名剧集。
近年来，其作品特点突
出——男主角叫徐天，
且整部剧通常围绕男主
角的成长线展开叙事，
《欢颜》里的徐天也不例
外。徐兵曾说：“每个单
元都有一位陪伴徐天成
长的人，他们言传身教
地将徐天心中的信仰火
种点亮燃烧。”张译表
示，以前看过徐兵的作
品，很喜欢他的执导风
格，想着有机会要合作
一次，这次正好有契机，
自己便过来了。这部剧
的拍摄过程让张译感到
非常满足，“感觉自己是
在一个很优美的文字环
境中被滋养着”。

在张译看来，《欢
颜》剧本的文字功底强，
阅读起来让人很是享
受：“我之前还和佟丽娅
说，剧本中的每一个字
都值得去回味、琢磨。
虽然整部剧的台词量不
大，但角色的每句话都
不会轻易说出口。我坚
信会有很多观众喜欢里

面的台词。”
导演拍摄时的一些

巧思也给张译留下深刻
印象。在该剧尾声，章加
义、徐天等人在上海有一
段打斗戏份，导演特地
设置了一个虚实不分、
真假难辨的“哈哈镜”迷
宫场景展开拍摄。张译
说：“刚进入这个环境
时，导演、演员、摄影师
等人都有点发蒙。我们
原本想营造一个蒙的状
态，没想到真把自己搞
蒙了，分不清哪个画面
是真，哪个是假。而且
从影像呈现上而言，那
场戏是一种新的尝试，
在电视剧中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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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传奇剧《欢颜》热播

剧中，章加义是一个外表
唯唯诺诺、实则有勇有谋的
医生。离开战场后，他隐姓
埋名、娶妻生子，在偏远村庄
过着安稳的日子，但这一切，
却因“革命小白”徐天的到来
发生了变化。在与“敌对势
力”马天放的对决中，徐天不
幸受伤，在治伤过程中结识
了章加义。原本，章加义并
未将徐天放在心上，但在看
到徐天随身携带的“革命物
资”三根金条后，便萌生了营
救他，支持革命的想法。他
将徐天藏在稻草堆里，给他
水、药和粮食，助其顺利逃
跑。章加义的态度为何出现
转变？张译分析：“章加义看
出来徐天是共产党员，或是
为共产党做事的人。他早年
接触的很多好兄弟也都是共
产党员，知道共产党员是怎

样的人，因此愿意助徐天一
臂之力。”

值得一提的是，章加义在
剧中有一条连贯的行动线：
因为营救了徐天，章加义被
马天放追查，更不得已烧毁
家宅，准备背井离乡。没想
到，马天放当着众人面打了
章加义的妻子刀美兰（佟丽
娅饰）三巴掌。这一举动
惹怒了章加义。在同徐天
道别之后，章加义安顿好
家人，到上海找马天放报
仇。张译说：“章加义很
爱自己的妻子，爱当下
稳定的生活，但这一切
都被马天放等人破坏
了。所以，他不仅是为
妻子刀美兰报三巴掌
之仇，也是为自己的
生 活 被 破 坏 而 报
仇。”

张译：
由徐兵编剧并执导、

曾在网络平台掀起高热度的
年代传奇剧《欢颜》正在江苏卫视

播出，热度同样不俗。该剧讲述了董
子健饰演的南洋青年徐天，携使命北上
支持革命事业，结识众多热血可敬的志
士，在一路前行的过程中摆脱青涩，将理想
与意志结合到一起的故事。剧中，张译饰
演的章加义就是其中一位志士，他营救
了徐天，助其躲过马天放等人的追捕。

近日，张译受访时感慨整部剧
的拍摄过程是“享受，很难得的

享受”，同时也大赞导演徐
兵。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2023
年 ，张 译 迎
来 作 品 大
丰 收 ：《满
江 红》《狂
飙》《他是
谁》《无 价
之 宝》《刀
尖》《三 大
队》等 作 品
接 连 播
出 。 尤 其
是现象级大

剧《狂飙》，张
译饰演伸张正

义的警察安欣，他同黑
恶势力斗争到底，守护
一方安宁，感动无数观
众。张译凭借对该角色
的出色演绎，收获了高
热度。

虽然角色众多，但张
译不糊弄。在《欢颜》中，
他也注重细节，塑造了一
个表面懦弱、内在刚毅的
独特角色。在他看来，影
视作品有定格功能，当下
的一些瑕疵或许会成为
日后自己的遗憾：“老了
的时候，把曾经的自己翻

出来看看，我不想到那个
时候后悔，也不想带着遗
憾离开影视行业，因为我
很爱这个行业。”

当前，越来越多的影
视观众将张译视为品质
保证。对此，他保持冷
静：“赞誉别太当真，标
签、头衔也别往心里去。
票房是观众捧场、市场认
可，但成绩是所有人一起
创造出来的。称号与高
帽子都没有意义，这就是
单纯的市场行为，不是你
个人的功绩。”

不想带着遗憾离开影视行业

在优美的文字环境中被滋养

我的角色有连贯的行动线

12 月 21 日，2023“向山海走
去”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以下
简称“山海计划”）将在暨南大学
举办“山海展映季×流动岭南”学
术展映系列活动，由山海计划青
年导演们创作的山海短片将首次
走进校园举行放映和交流。活动
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暨南
大学华文学院、暨南大学文学院、
暨南大学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
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广东省
岭南数字人文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联合主办。

长久以来，海外侨胞和粤港
澳大湾区血脉相连。在由羊城晚
报报业集团主办的 2023 山海计
划中，由11位青年导演全新创作
的10部当代“岭南电影”，有多部
聚焦华侨华人题材，致力于挖掘
和表达这份血脉乡情背后共同的
历史、身份与文化记忆。而暨南
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由政府创办
的华侨学府，有着“有海水的地方
就有暨南人”的美誉。建校至今，
该校共培养了港澳台地区及170
多个国家的各类人才40余万，校
友遍布世界各地。如今，山海计
划“山海展映季”与暨大“流动岭
南”校内学术展映活动携手，正是
为了进一步探寻侨乡故事，放眼
现代岭南，共同助力中华文化远
播至五洲四海。

在本次“山海展映季×流动
岭南”学术展映系列活动中，三部
来自 2023 山海计划的作品将率
先与暨大师生见面。其中，《远
洋》讲述的是一个在汕头香港两
地寻根的故事，导演杨哲霖来自
汕头，影片也用潮汕话和普通话
拍摄。《The River That Holds
My Hand》同样用潮汕话和普通
话拍摄，来自潮州的导演陈坚杭

曾带着剧组远赴越南，带领观众
踏上一场记忆探寻之旅。《海水泡
的茶是什么味道》则由清远籍青
年导演黄文礼在广东著名茶乡暨
侨乡英德拍摄，将镜头对准英红
华侨农场的归侨故事。

短片放映后，三位山海计划
的青年导演将与暨大师生进行
交流。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院长
侯兴泉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中
外关系研究所所长刘永连教授，
青年文艺评论家、暨南大学中文
系郑焕钊副教授等专家学者也
将出席参与交流。暨南大学文
学院副教授吕甍担任现场主持。

出品人｜杜传贵 林海利
总监制｜孙爱群 孙璇 胡泉 林如敏
总策划｜孙朝方
执行总监｜吕楠芳

山海展映季
本周四走进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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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颜》剧照

张 译 在《欢 颜》
中的角色颇为独特

张译在《狂飙》中的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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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从《上海文学》编辑部
出来，走出上海市作协大门就到
旁边的作家书店，与等在那里的
小妹丹丹碰头，约好一起去常德
公寓楼下的张爱玲咖啡馆。

常德公寓在靠近南京西路的
静安寺，出国前上班的单位离那
里不远，午休时间常会去静安寺
的商店逛逛，路过常德公寓也没
多回一下头。如今隔了二十多
年，从大洋彼岸回来竟然像幼稚
的文青要专门跑来打卡。

阔别上海多年，尤其还隔了一
场 旷 世 疫 情 ，似 乎 一 切 都 生 疏
了。我原本就是个路痴，永远搞
不清东南西北，只晓得左转或右
转，上班乘公交也会坐错站，所以
每月工资就割掉一大块给了差头
（沪语：出租车）。想到张爱玲曾
画过一张淮海路地图，忘记了是
写小说用的还是给谁指路的，反
正那张地图上的店家位置方向都
画反了。想到天才作家也在方向
里迷糊，我也就自谅出门就晕的
低能了。再说上海的马路总有看
头，只要不赶时间，随便走走也是
趣味。何况两个女人一起边走边
聊，转眼就到了常德公寓门口。

11 月中旬上海的午后，晴日
的阳光也是打了折扣的，不像温
哥华，太阳一睁眼，出门就得戴上
墨镜，上海则仿若罩了一层磨砂
玻璃。我仰头朝常德公寓六楼不
确定的窗口望去，恍然看见 78 年
前上海萎靡的夕阳里，张爱玲站
在六楼的阳台，看远处高楼周边
一大块胭脂红，竟是元宵的月亮，
遂想到她自己身处乱世：“晚烟
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
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
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
郁苍苍的身世之感。”

这是 1945 年 4 月《天地月刊》
第 19 期刊登的张爱玲散文《我看
苏青》里面的一段话，张爱玲所谓
的上海的“边疆”说的是外滩。那
时她的阳台是望得见外滩的，不
像现在高楼林立，早就遮挡住了

“边疆”。
站在常德公寓门口仰望那主

人早已不在的六楼阳台，看来来
往往的行人，一阵晕眩袭来，脑海
里瞬息闪回 22 年前卖掉上海的住
房、在派出所看着民警在我的户
口簿上狠狠地敲一个“注销”印
章，然后连同身份证一道被收走

的镜头。如今短暂回到在异邦心
心 念 念 的 城 ，不 过 是 个 匆 匆 访
客。眼前蓦然叠印出张爱玲黯然
离开上海的情形……

那个情形，网上流传着真真假
假的段子，靠谱的记载应该是柯
灵的《遥寄张爱玲》中的那段：“一
九五零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
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
席。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
影院里，记不清是不是有冷气，她
坐在后排，旗袍外罩了件网眼的
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苏东
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大
陆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
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后来因此在
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
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
比较之下，还显得很突出。”（我也
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
了又是什么样子。）

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上海，旗
袍的命尚未被革掉，我看到我母
亲那时的黑白旧照，就有穿着旗
袍的。不过那样正式的场合，敏
感自傲的张爱玲如何能不敏感到
自己的格格不入？两年后，张先
是到了香港，再到美国。

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生在
中国最时髦的都市，还有个时髦
的母亲做样板，喜欢出风头太正常
了，何况还喜欢写写画画。喜欢写
东西的女人，不管长成什么样子，
也不管脾性多么孤僻内向，骨子里
也是好出风头的。张爱玲在《私
语》里写道：“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
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
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
脆利落的生活。”可见张爱玲的“风
头”里还有很强的女性独立自主的
思想。但是，张爱玲不是那种容易
被外界思想主张诱惑的，她的思想
更多来自经验的直觉，可以说她的
女权意识，是被她的没落贵族的封
建家庭直接逼出来的。与其说她
爱出风头，莫如说是好强的个性使
然。一旦个性被压抑，要妥协成共
性，她宁愿沉默或躲开。

布罗斯基曾说，文学的功绩在
于确立人的个性。我总是不大相
信生活里一个跟风随大流的人，
能写出个性强烈的文学。而我相
信，人这种社会化的动物，只有文
学艺术才能使之成为一个个体。
文学艺术的创造者，便是在他们
的创作中保持个体的独立性，读

者观众则是在阅读、观赏或聆听
中，暂且享受片刻的个体存在。

对于离开上海，我一直相信张
爱玲的内心是极不情愿的。记得
她在《诗与胡说》一文里说道，她
姑姑称赞加拿大如何天蓝草碧，
如 可 选 择 ，愿 意 一 辈 子 住 在 那
里。而张爱玲觉得自己断然不可
能像姑姑那样爱上异乡，她说“要
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
就想回家了。”说到这里，读者肯
定会想到她晚年客死异乡的孤
独。但那孤独也是她主动的选
择。八九十年代，台湾和大陆均
掀起“张爱玲热”，她想回来的话，
至少上海是很可能出现欢迎她的
盛况的。80 年代初，北大学者乐
黛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曾辗转
托人邀请张爱玲到北大做一次私
人访问，但张爱玲谢绝了。按照
世俗的眼光，在当时大陆“张爱玲
热”期间不回来，实在缺乏识时务
者的聪明，而在精神与人格的层
面，她的不识时务令她完成了作
为张爱玲的张爱玲。

舍不得中国的张爱玲，终究没
再回家。她把阳台和旗袍留在上
海，留给后世的读者想象。

我的钱包里有一枚金戒指，
已经随身十二年了。这戒指是母
亲曾经戴过的。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我正上
初中。星期天，母亲带我去探望
我生病的干娘。出门前，她打开
架在里屋床头那只红木箱，翻找
干净一些的衣服换上。

“这只金表壳等我老了，该能
打只戒指来戴。”母亲翻出的一只
原先装“雪花膏”的白瓷瓶，从里
面倒出一个金表壳，自言自语。
那会儿从小生长在农村的我，虽
然不知道手表和戒指为何物，却
知道那金子是贵重的。母亲把戒
指拿到窗户下翻来覆去，就着穿
过窗棂的阳光仔细端详。它金光
灿灿，露出十足的成色。

妈，金表壳是咋来的？走在

路上我好奇地问。
是你爸在蓝田“转乡”时换得

的。母亲的口吻有几分得意。
上世纪 50 年代末，我们全家

尚生活在陕西蓝田，母亲在县食
品厂上班，父亲凭前些年做生意
攒下的积蓄，到西安买了针头线
脑、日杂百货，手摇拨浪鼓拉着架
子车，游走城外乡间，或卖或收购
破铜烂铁，或以物易物。60 年代
初，也就是我一岁的时候，我们举
家迁回河南乡下老家。

这一年母亲44岁。
一年后的 1976 年，我考上高

中，苦的不是我得离开村子跑到12
里地外的公社驻地上学，而是这就
要交出一笔数目不小的学杂费。
回到老家后，父母又生下我的妹
妹，她这年考上初中。父母下地劳

作挣两个人的工分，却要供养我兄
妹俩上学，是生产队为数不多的缺
粮户。我知道父母拿不出这两笔
钱，便有了放弃上学的念头。“我和
你爸下地劳动挣工分不易，你俩能
考上学更不易，为我和你爸争了面
子；考上了咱一定得上，我和你爸
供得起。”母亲可能看出了我的顾
虑，说着就把两笔学杂费塞到我们
兄妹俩手里。

母亲六十岁的时候，我早已
军校毕业并分配到广州军区某
部。因为工作常去北京出差，就顺
便回家为她过生日。“妈，您那金表
壳呢？我去给您打只金戒指。”我
一直记着母亲那句话：“老了，就用
这只金表壳打只戒指来戴。”母亲
怔怔地看着我，似乎早已忘记自己
对自己曾经的许诺，好一会方吞吞

吐吐不无凄然地说，你和你妹考上
学那一年，我叫你爸把它卖了。母
亲垂下两鬓发白的头。

我胸间瞬时翻涌出一阵心酸。
母亲过了个还算热闹的六十

岁生日，遗憾的是她没能戴上金
戒指。

回到广州，我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到环市路友谊商店，为母亲
买了一枚金戒指。

戴了这枚戒指，妈的手都金贵
了！以后每次回家，她总会伸出那
戴了戒指却依然粗糙不堪的手给
我看，脸上浮现出慈祥和欣慰。

2011 年隆冬，八十岁的母亲
在我的泪水中，合上充满牵挂和
不舍的双眼……

十二年了，这枚戒指，我一直
随身带着。

□张春生

这声长长叹息，听起来让人
格外心酸

苏轼叹“途穷”

□宇秀[加拿大]

我相信，人这种社会化
的动物，只有文学艺术才能
使之成为一个个体 作为张爱玲的张爱玲

母亲的金戒指怔怔地看着我，似乎早已忘记
自己对自己曾经的许诺 □谢新源

黄金果（国画） □郑枫林

宋绍圣四年（1097）六
月，苏轼告别弟弟苏辙、雷州
守张逢等人，从雷州出发，渡
海至琼州，再顺着海南岛西
岸到昌化军。宋时海南设琼
州、昌化军、朱崖军、万安军
四个军州，分别位于海岛的
北、西、南、东四方。苏轼的
这次行走路线如弓月状。昌
化军以前叫儋州，熙宁六年
北宋政区改革时改为昌化
军，不过大家还习惯称此处
为“儋州”。

苏东坡走到海南岛的西
北角，向北回望中原。中原
自然是看不到的，海南云树
遮望眼。他把视野停在北方
的云霭深处，久久出神，反思
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想起
小时候束发读书，父母对自
己寄予厚望。父亲字其“子
瞻”，盼他谨慎处世；母亲教
他《后汉书·范滂传》，鼓励
他遵从大义。苏轼也立志治
国平天下，然而坚守初心却
被越贬越远，这一次竟然被
贬到茫茫不可知的海外。他
不由发出一声长长叹息：“此
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

“途穷”，就是无路可走，
“四顾真途穷”就是四下里真
的都找不到出路。苏轼此时
已绝望到了极点。古人有

“途穷之哭”，魏晋阮籍“率
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
穷，辄恸哭而反”。车前无
路，阮籍由此想到人生无路，
痛哭而归。苏轼海南途中的
这声长长叹息，听起来让人
格外心酸。

苏轼寂然凝虑，思接千
载，忽然一阵暴风雨袭来。
只见山间林木起伏，白雨在
绿色黑暗中回旋，如波涛中
鳞甲闪耀。风啸岩穴，雨敲
竹木，千山奏乐，万壑回响，
如同演奏一场宏大的乐章。
这是人间，还是仙界？这场

风雨从何而来？该不会是神
仙们正在欢会，知道我会北
归而提前举酒庆贺我？他们
该不会派小仙童来邀请我作
诗吧？他仿拟神仙的口吻：

“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
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
意思是：“只怪苏东坡这个人
太老了，但诗语还是那么好；
蓬莱宫里很长时间没有听到
这么好的诵诗声了。”

苏轼的这场神游，记在
《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
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
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
戏作此数句》一诗中。苏轼
将这首诗寄给身在雷州的苏
辙。

能以这种昂扬的姿态面
对不可知的困境，苏辙知道
苏轼在海南肯定不至于气馁
困顿，他和了一首《次韵子瞻
过海》，劝慰哥哥：我贬谪到
雷州半岛，还处在海内，你远
谪海南，殊可叹息。你要保
重自己，此去海外，虽说功业
成空，但是并不一定真的“途
穷”。你可以做一名乘桴翁，
随孔子指引“乘桴浮于海”，
到海外修行。但愿能和你相
遇在老子的兜率宫。

在“乌台诗案”中，对手
想置苏轼于死地，百般折磨
他。诗案结束，大家都劝他
别再写诗了，容易因言获罪，
但苏轼偏不，马上又写一首，
夸自己写诗的水平很高，“试
拈诗笔已如神”（《出狱次前
韵二首其一》），仍然表现出
一种不可救药的不合时宜。

人们认为苏轼豁达乐
观，就该整天乐呵呵的，无论
什么情况都不会痛苦，不会
情绪低落，这其实是不对
的。但胸襟豁达的他能在失
望中看到希望，在痛苦中迸
发出前进的力量，一般人不
一定能做到。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