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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热播，濮存昕饰盲人老板

无无““眼眼技技””演演绎绎黑黑暗暗中中的的光光明明

本报记者 师文静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威海市就积
极倡导建设农村文化大院，并组织开
展了一、二、三类文化大院评定和“十
佳文化大院”等评选表彰活动，文化
大院在威海农村文化建设中，长期发
挥着积极作用。近年来，威海市响应
上级号召，进一步把农村文化大院建
设作为文化惠民的一项重要内容，加
大投入，改善设施，配备人才，增强服
务功能，使文化大院发挥着良好作
用，邻里关系更为融洽，村风民风更
加文明，农村社会更加和谐。

近年来，威海市还本着因地制
宜、突出重点的原则，对原有农村文
化大院建设标准进行了修订，将改造
提升农村文化大院列入市委、市政府
为民办实事工程，每年对300家农村
文化大院进行升级改造。威海市各市
区也纷纷结合当地实际，出台相应政
策。荣成市出台了《统筹城乡一体化
发展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加大对文化
体育事业的资金扶持力度，确保投入
增长幅度不低于财政收入增长水平，
对在文化大院建设中表现突出的单
位予以通报表彰，每年增加财政投入
1500余万元，扶持发展农村社区中心、
农村文化大院的建设工作。

本报记者 倪自放

演员濮存昕：

传达正能量

濮存昕在剧中饰演的沙复
明按照失明等级分，属于全盲，
怎么演出盲人的感觉成了记者
必问的一个问题，回答的次数
多了，濮存昕有点无奈地笑了：

“怎么演出盲态其实是
最初级的表演课

题，最简单的
方法就是，和
你说话的时
候 不 对 眼
神，你就觉
得 我 是 盲
的。”

为 了 演
好这个角色，主

创们去北京、上海的
盲校、推拿院体验生活，熟悉
盲人这个群体。但濮存昕说，
演出失明的样子并不难，难的
是如何演出盲人的心态和状
态，“盲人的心灵跟我们不一
样，乌七八糟的东西见得少，
他们没有戒心，很简单很干
净。”濮存昕称，自己所揣摩
到的关于盲人的这些见解，都
带进了表演里，希望给大家看
到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传达
正能量的作品，“观众不是盲
人，但一样可以从盲人身上找
到自己的影子。”

副院长濮存昕：

我是戏剧圈的

演员之外，濮存昕的另一个
身份是北京人艺副院长。濮存昕
称，自己和影视是缘，有缘就演，
没缘就不演，但是和戏剧就是
命，“我生在这个剧院，长在这个
剧院，直到退休都不大会挪地方
了。我直到现在都不承认自己是
影视圈的，我是戏剧圈的。我不
是电视家协会会员，也不是电影
家协会会员，我是戏剧家协会会
员，这就是我的命。”

之前曾有传言说，《推拿》是
濮存昕电视剧的收山之作，濮存
昕悠悠叹了口气：“这不是我的退
休作品，千万不要造新闻。太多人
说我要收山了，没这事，我们人
艺，86岁的老爷子都还在筹备今
年的‘十一’演出呢。男演员是越
老越厉害，因为男人得有厚
度，胸膛靠得起，肩膀担得起。
只要把身体搞好了，男演员的
艺术周期是很长的。”

父亲濮存昕：

女儿帮我做公益

濮存昕从不讳言，自
己小时候曾得
过小儿麻痹
症 ，为 了
能 像 正
常人那

样走路，他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和
代价。正是因为有过这样一段经
历，对于《推拿》这样的题材，他
分外地感兴趣，“这是一部能够
温暖人心的作品。盲人按摩师不
仅是按摩肉体，真正按摩的是人
的灵魂。”濮存昕同样反对过度
消费“公益”这个题材，“其实我
很担心大家把这个电视剧跟公
益联系在一起，这只是一个艺术
创作，大家不要把公益当噱头。”

演戏之外，濮存昕对于公
益倾注了大量精力，以致一提
到他的名字，很多人第一反应
是“公益形象大使”。他的许多
公益活动，也由女儿帮着做，谈
到女儿，濮存昕脸上满是笑意，

“她从小就是个顺眼的孩子，不
艳丽，但舒服，长大了也是个踏

踏实实的性子。女儿学的就是
文化管理，从美国回来后，她帮
我把很多公益项目都做起来
了，这样她就有机会到山区去，
到边疆去，到穷苦的地方去。”

文化大院
凝聚人气

“温暖大戏”《推拿》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濮存昕在剧中扮演老板沙复明，在他开的推拿院
中，张国强、李菁菁、刘威葳、高亚麟等人所扮演的角色经历了风风雨雨，最终收获了各自的爱情与幸
福。濮存昕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推拿》充满了正能量，演得过瘾，并强调这并不是之前传言的他的电
视剧收山之作。

关注山东公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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