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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阵容强大也是《天下长
河》的一大看点，罗晋、尹昉、黄
志忠、奚美娟、梁冠华、苏可、陆
思宇、公磊、赵麒等一众实力派
演员均贡献了精彩表现。

羊城晚报：作为导演，你给
演员提出了哪些表演风格上的
要求？

张挺：我给演员提
的要求很简单：恢复古
风，在形体、言谈举止
上，都要有符合故事历
史背景的印记。另外，
拍摄期间我最大的爱好
就是和演员们一起谈戏
说古，谈角色原型在史
书上的点点滴滴，讲到
大家落泪，这些铺垫和
情感累积，都会在戏中
闪光。

羊城晚报：选择罗晋
来出演康熙这个角色，是
基于什么样的考量？

张挺：康熙一角的
人选，开拍之前我其实
考虑了很久。我希望这
是一个有文气、眼神很
干净的演员，但他又需
要高度男性化，拥有力
量。最终选择罗晋，因
为我觉得他不管是从气

质上、形象上、仪态感上，都很像
这个角色。他的表演能力和质
量，我也非常信任。罗晋为演好
康熙，也作了特别长时间的准
备，他和奚美娟老师在祖孙临终
告别的那场戏，带给我无法用语
言表达的震撼。那种表演质量
和现场氛围，营造出的真实感和
力量感，是我拍戏多年以来见过
的最佳的一次。

羊城晚报：《天下长河》里还
有很多老戏骨，你与他们合作下
来有何特别感受或意外之处吗？

张挺：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奚
美娟老师。她对自己的要求非常
高，她以前演过慈禧，曾担心角色
重复度太高。她是在认真看了剧
本后，才决定出演孝庄。我还不
小心干了件特别不靠谱的事，当
时她和罗晋在演临终告别戏，她
正流着泪说着话，抒发着情绪，我
以为她演完了就喊了“停”。没想
到，奚老师轻轻地把眼泪擦了以
后，对着镜头说：“导演我没有演
完”。打断了演员情绪，这让我特
别不好意思，但是奚老师接着再
演，还是特别成功，特别在状态。
所以，我轻易不敢乱喊“停”了，
这也让我意识到这些前辈演员对
于心理空间的构建能力特别强
大，她根本不会被现场干扰，甚至
不会被我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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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治黄史，半部中
国史”。黄河是中华民族的
母亲河，哺育了灿烂的中华
文明，但黄河也是一条水患
不断、桀骜难驯的忧患之
河。自古以来，一代又一代
治河人坚守职责，不畏艰
险，努力实现黄河安澜的梦
想。

眼下，由好酷影视、芒
果超媒、芒果TV、浙文影业
联合出品，张挺任总导演、
编剧的历史题材剧《天下长
河》，正在芒果 TV、湖南卫
视双平台播出。该剧讲述
了靳辅（黄志忠饰）、陈潢
（尹昉饰）两位清朝康
熙年间的治水能臣，历
经半个世纪的栉风沐
雨，逐渐平息黄河河
患，留下治水丰功的故
事。

该剧收获了广泛
关注度和良好观众口
碑，开播3天便摘得收
视率六网省级卫视第1
的好成绩。日前，该剧
总导演、编剧张挺接受
了羊城晚报等媒体采
访，讲述幕后故事。

治水是一个极专业的领
域。张挺坦言，创作之初就知
道“可能吃力不讨好”，但依然
选择勇往直前。为了拍好水
戏，张挺透露，他们通过钩机来
营造人造洪峰的景象，众多演
员为了呈现最真实的效果，每
次都冒着被水流击飞的风险实
拍。同时，剧组通过查阅史料、
请教水利相关的专家，还原了
黄河治理过程中独具特色的传
统河工技术，展现了中华民族
与水患抗争的智慧。

羊城晚报：为了拍摄这部
剧我们做了哪些功课？

张挺：我们剧组主创为了
这部戏基本上把黄河故道走了
一遍。从山东东营，一直去到
青海，去到鄂尔多斯。这次拍
摄让我们有一种穿越感，不仅

见识到各种古代工程，还得以
重现那段苦难辉煌的历程。

羊城晚报：能否举例说明，
拍摄过程中，我们是如何对清
代治河的场景进行还原的？

张挺：首先，在撰写剧本的
阶段，我们就请了水利部及其
下属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专家来
探讨、把关。清代的治水资料
留存较好，有大量的工程图和
河工器具书。通过这些历史资
料，我们的美术老师和道具老
师恢复了一段堤体——不仅还
原了当时大堤的建筑结构、堤
体结构、水流结构，甚至还原了
很多古代的工艺，像大埽、垒
木、灰泥、凿石、河笼等。粗略
数一下，我们差不多在剧中重
现了几十项古代治河的传统工
艺。

羊城晚报：剧中洪水戏众

多，有哪几场让你觉得惊心动
魄？

张挺：关于水的特效，我们
做得很少，实拍居多。在表现
黄河洪峰过境的时候，每次拍
摄的风险都非常大。我们做了
很多实验，最终找了四台钩
机，每台钩机差不多装载半吨
水，通过一个人工做的大滑
梯，把水从空中甩出来打到演
员身上，一次差不多是两吨水
倾泻下来，黄志忠、尹昉等几
个主要演员，常被浇得脑子一
片空白，人被甩到半空中，非
常危险。

我每次拍这种场景都极其
提心吊胆，我担心演员安全，但
是我们没有更好的方法。这也
是最能真实表达古代人如何跟
水作斗争的拍摄方法，所以成片
呈现的视觉效果也非常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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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黄河故道，还原古代治水工艺

奚美娟带来大惊喜，罗晋表演有力量

构思
张挺坦言，作为从小在黄

河边长大的山东人，他对黄河
汛期一直有着深刻印象：“从古
至今，有众多为中华民族作出
过巨大贡献的水利大师。山东
德州就有一座很高大的靳辅石
像，可惜到了今天，很多人不知
道他们是谁了。他们为了治理
黄河，为了守护百姓，鞠躬尽
瘁，值得被大家铭记”。

羊城晚报：创作《天下长
河》的初衷是什么？

张挺：我的初衷是想拍一
个不太一样又有意思的古装
戏。小时候，庞大泥泞的黄河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汛期更
给人一种巨大的恐怖感，1998
年尤甚，那时候水声轰鸣到人

们面对面喊话都听不清，而且
洪峰过境完全没规律，防守的
人只能等待。可想而知，能够
治水的人有多么了不起。后
来我阅读清史的时候，就特别
留意治水这一段，读罢非常感
动，就下决心着手写《天下长
河》的本子。现在，大家花了
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把这个戏
做出来了，我觉得非常欣慰，
因为这些水利大师值得被搬
上屏幕，值得被记住。

羊城晚报：你是如何构思
这部剧的？如此大体量的原
创历史剧，为何选择一个人自
编自导？

张挺：自编自导的模式，
最好的地方在于没有人可以
推卸责任，你必须把全部工作

做好。思路上，这部戏基本是
以靳辅、陈潢的人生历程为坐
标完成的：他们的相识相知、
历史功绩以及他们的辞世。
通过他们的故事，讲述一个朝
代从百废待兴逐渐走向盛世
的过程。

羊城晚报：历史上的治河
事件与治河名人有很多，为什
么选了清朝和靳辅、陈潢二人
来拍？

张挺：尽管古代治河能臣
很多，但清代的靳辅、陈潢获
得了大成功、资料又比较详
尽，所以我选了他们来写。另
外，这是两个很有意思的人
物，年龄相差很大，经历不同，
性格各异，又在一起干事业，
能碰撞出火花。

飙戏

拍摄

康熙（罗晋饰）

导演张挺

靳辅（黄志忠饰）
孝庄（奚美娟饰）

陈潢（尹昉饰）

天高云淡的秋日里，新冠病
毒 再 一 次 侵 扰 广 州 市 民 的 生
活。于是，我和外婆临时住在妈
妈的宿舍，开始了我的居家学习
生涯。

妈妈的书桌前有一个小窗
户。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小窗户
呢？原来，房间不够大，书桌旁
的柜子把它挡住了一半。我每
天都在小窗下学习。清晨，当第
一缕阳光从小窗里照进来时，我
已经开始早读了，阳光是多么温
暖啊！犹如慈祥的母亲抚摸着

我的头。透过窗户，远处晨练的
几个人也已经开始做运动了。

上午的网课一般都是主科，
在家长会中，校长要求上网课也
要 像 在 学 校 里 上 课 一 样 ，要 有

“仪式感”，所以我每节课都会认
真听讲，记好笔记。班主任每次
都会留半节课和我们互动、答问
题，每堂课我连分心的时间都没
有呢。

下午，小窗外就更热闹了，
有 散 步 的 老 人 ，有 玩 游 戏 的 孩
子，还有打篮球的中学生……小

窗里的我，也在体育打卡，小窗
的里里外外都十分热闹，大家的
生活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着。

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小窗
里的夜晚。当你坐在书桌前写
作业时，会感觉自己好像被台灯
柔和的光包裹着，窗外时而有孩
子们的欢闹声，时而有老人的谈
话声，在这样宁静但不寂静的环
境下学习，我很喜欢。

因为有这扇小窗，居家学习
也还不算乏味，但我更希望早日
战胜疫情，让我们重返校园。

我的居家学习生活
羊城晚报学生记者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小学 高宁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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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学子居家学习时光怎么过？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发起征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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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学习时光三部曲：

网课+运动+劳动

近日，为配
合疫情防控工
作，广州多区中小
学陆续暂停了线下
教学。即便没有整
齐划一的课桌，没有
写满粉笔字的黑板，广
州学子也以最积极乐观
的心态开启居家线上学
习模式。羊城晚报教育发
展研究院发起了“居家学习
时光征集活动”，从收到的作
品可以看出，网课、运动和劳
动成为不少学子最近居家生活
的“三部曲”，在劳逸结合中点亮
了居家时光，但他们仍期待着疫
情早日离去，早日重返校园。

【羊
小记来稿】

10 月 24 日，新一
轮的网课开始了。

酸
疫情在海珠区蔓延，

居家学习第三周时，我亲
爱的班主任朱老师也要短

暂地离开我们，去一线抗疫
了。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不管

在学校还是居家学习，朱老师
都和我们朝夕相处。想到她要

离开，我心里酸酸涩涩的。朱老
师，你要平平安安，快点回来啊！

居家学习的日子里，我们最
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
做核酸。每天下楼，经过冷冷清
清的街道，看着那条长长的检测
队伍以及表情凝重的叔叔阿姨
们，我心里的酸楚就更加重了。
不知道那些穿着防护服，看不到
样子的“大白”里面，有我的朱老
师吗？

甜
网课虽然不是和老师同学在

同一间教室上课，我举手发言的
热情却一点都没减退。妈妈每
次经过，看见我疯狂按“举手”按
键时，都会笑着说：“iPad 都要被
你按坏了。”在我的疯狂袭击中，
老师时不时就会抽我发言，老师
对我答案的肯定和表扬，让我心
里总是甜滋滋的。

当然，我在网课期间的好表
现还不止上课期间。我提交的
各 科 作 业 经 常 得 到 老 师 点 赞 。
每次看到作业上的大拇指，我心
里就像喝了蜜一样甜。

苦
学 习 也 有 让 我 苦 恼 的 时

候 。 比 如 数 学 陈 老 师 ，不 管 是
课 堂 上 还 是 课 后 作 业 ，都 非 常
严格。我的数学作业就曾因为
书写不工整被她狠狠地打了几
个 叉 。 我 心 里 嘀 咕 ：隔 着 屏 幕
陈老师就不能放松点吗？关于
我 的 这 个 苦 恼 ，爸 爸 给 了 我 答
案：“网课最能考验一个人的自
律。你的老师并没有因为网课

偷 懒 随 便 应 付 工 作 ，你 也 应 该
向 她 学 习 ，用 你 的 自 律 去 回 报
老师。”

辣
这次疫情居家，我在饮食上

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接受辣的
食物了。妈妈开玩笑说：“是不
是因为缺少食物，所以变得不挑
食 了 。”爸 爸 则 自 豪 地 表 扬 我 ：

“能吃辣，终于有我们重庆妹子
的样子了！”

除 了 学 习 外 ，我 还 坚 持 学
科 的 拓 展 练 习 ；坚 持 每 天 课 外
阅 读 ，并 和 家 人 分 享 故 事 ；同
时 我 还 坚 持 了 每 天 运 动 。 尤
其 仰 卧 起 坐 ，我 最 高 纪 录 可 以
每 分 钟 做 52 个 了 。 疫 情 居 家
接 近 四 个 星 期 ，我 想 念 外 面 蓝
蓝 的 天 空 、青 青 的 草 地 ，更 想
念 我 的 老 师 和 同 学 。 希 望 疫
情 赶 快 过 去 ，我 能 穿 着 整 洁 的
校 服 ，高 高 兴 兴 地 再 踏 进 学 校
的大门。

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很远。

我的居家上学时光
羊城晚报学生记者 广州市海珠区菩提路小学 唐语潇

云端会面，网课质量不掉队

对大多数在校学生而言，居家线上学
习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使得大部分师生
都可以从容应对，即使是刚刚入学的小学
一年级学生，学校也会给家长作很多的指
导，还用了一些妙招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
小豆丁们认真地端坐在屏幕前听课、与老
师互动。

从收集到的作品发现，各个学校对学生
居家上课的要求非常严格，“仪式感”也特别
强。比如广州市执信中学初一级，要求学生
上课不迟到、不早退、穿校服，上课全程打开
摄像头。老师对作业也追得特别紧，学生每

天定时将作业上传平台。“虽然没办法跟老师
面对面，但感觉老师随时都可以在线交流，只
要自己不偷懒，上课质量还是蛮高的。”农林
下路小学齐同学说。

居家锻炼，体质有保证

据了解，各中小学在居家上课期间仍
保留体育课，同时鼓励学生在家中也要保
持运动的习惯。所以即使上课的场景从学
校切换到了家中，广州学子们对于运动的
热情依旧不减，各种“云运动”的视频和图
片丰富多彩。或对着屏幕按照老师的口令
进行热身运动，或活力满满让跳绳打卡成
为常态，或挥动羽毛球拍展开角逐。难能

可贵的是，有不少居家办公的家长也跟孩
子一起，进行了亲子运动，关系也更加亲密
起来了。

认真做家务，体验劳动成果

从收集到的作品还发现，劳动教育也已
经深入广州学子的居家生活中。因为居家，
广州学子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参与家务
劳动，做家务成为了最好的劳育课堂。洗碗、
切菜、扫地、整理房间……居家的学子们将一
桩桩看似不起眼的家务活做得认真而细致，
从厨房到客厅再到家中的每个角落，用劳动
点亮了居家时光，品尝和体验自己的劳动成
果也非常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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