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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导演张新建：

《《老老农农民民》》是是空空前前绝绝后后的的作作品品

本报记者 倪自放

《老农民》

可以流传

齐鲁晚报：你之前与高满
堂合作过高收视、高口碑的《闯
关东》，怎样的契机使你们再度
联手打造《老农民》的呢？

张新建：满堂跟我们山东
影视制作中心一直保持着合
作，应该有五六部大戏了吧。这
么多年我们建立起了一种信任
和默契。一方面，这个戏激发了
我的创作欲望；另一方面，把戏
交给我们满堂心里也踏实。我
们俩都想在有限的影视剧创作
生涯中，不白白耗费生命，做出
一些尽可能流传而不是流行的
作品，再度合作也是自然而然
的事。

齐鲁晚报：在当今“三农”
题材电视剧中，《老农民》的自
我定位是什么？

张新建：《老农民》的“老”
字是个包含着文化内涵的尊
称，是指老祖宗、老前辈。这部
剧以人带史，是60年间中华民
族农民形象的提炼和浓缩，是
在为农民树碑立传，而不是戏
谑性的作品。中国是个农业国
家，我们的根就是农民，应该为

农民做一部像样的东西。所以
我说，这个戏是空前的，甚至绝
后的。

陈宝国奉献

颠覆性表演

齐鲁晚报：现在年轻人大
多偏好宫斗剧、玄幻剧与时装
剧，《老农民》有没有为吸引年
轻观众做一些努力？

张新建：第一，《老农民》故
事好。编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好故事，情节上起伏变化多，人
物情感大起大落。好故事能牵
着观众走，看起来就停不下，这
对年轻观众也起作用，这部戏
的可看性没有问题。第二，题材
新。年轻人对这段历史，最多可
能只是听说过，但土地改革、合
作社、人民公社等到底什么样，
他们却不知道。这种影像呈现
对他们必然是新鲜的、没见过
的。这个作品能将思想性、艺术
性、观赏性结合在一起，我认为
在年轻人中也是有市场的。

齐鲁晚报：剧中的两个主
要演员陈宝国和冯远征在《钢
铁年代》里就互掐，非常出彩，
在《老农民》里他们的对手戏达
到了你的预期效果吗？

张新建：两位演员的演绎
依然出色。尤其是陈宝国，变化

极大，有点脱胎换骨的意思。
你看他原来出演的比较平民
的戏也就是《钢铁年代》里的
尚铁龙、《茶馆》里的王利发，
这次完全就是一个土得掉渣
的农民，这种颠覆性的表演
可能会让观众有些意外，完
成得非常好。

不为散碎银两

搞下三滥创作

齐鲁晚报：《闯关东》后
来出了前传和后传，但只有
你那部《闯关东》作为经典留
在了电视剧史上。能谈谈经
典是如何铸就的吗？

张新建：能不能成为经
典，就看投入得纯粹不纯粹。

《闯关东》大家的投入就很纯
粹，而且把对历史、对人性的思
考提到了一定的高度上。现在
整个电视剧市场已经商品化
了，想借个名，搭顺风车，重复
来重复去，但都没有超越《闯关
东》。想做出好东西是得下大气
力的，必须从艺术和内涵两个
层面深入挖掘。

齐鲁晚报：现在电视剧产
业面临着商业化和题材的双重
限制，在这种环境中创作是否
感到有些苦恼？

张新建：我不苦恼。目前这

个行业很多人辨不清是非黑
白，误以为观众喜欢、流行的就
是好东西。我刚开始也有些看
不惯，后来认识到这是一个潮
流，我也阻拦不了，心态就平和
了。至少我能做的是独善其身，
不随波逐流，不委曲求全，不为
散碎银两搞“下三滥”创作。我
也相信不管发生什么变化，总
会有一些痴迷的、专注的创作
者，在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事
情。

本报讯（记者 邱祎） 3日，
天津卫视的《囍从天降》中，回归
的阿Sa、朱丹、王茜将继续海南之
行。新晋乡村教师朱丹渐入佳境，
并迎来好友潘粤明的探班，二人
举办了一场嬉笑欢乐的乡土运动
会。功夫巨星陈国坤、尚格云顿前
来助阵王茜，上演“世纪对决”。

潘粤明、董洁婚后育有一子，
2012年二人的婚姻走到尽头。前
不久，有新闻报道指出潘粤明告
董洁经纪人官司胜诉却未执行。
朱丹和潘粤明是多年的好友，在
潘粤明经历婚变的那些日子里，
朱丹曾安慰和鼓励他“再勇敢
些”。此次潘粤明探班好友朱丹，
和她大谈育儿经，“首先要孝敬父
母，因为在孩子面前你就是榜样，
一言一行会影响到孩子。从小建
立和孩子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
对孩子不溺爱，该疼爱时疼爱，该
教育时还是要教育。”采访中朱丹
感慨道：“不管潘粤明发生过什么
样的故事，不管他的孩子有没有
和他生活在一起，我觉得他在生
活中是个好爸爸。”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凝视之旅——— 刘桂林纪实摄影
作品展”暨“彩墨时空——— 李学明
人物画精品展”将于1月6日至8日
在济南市大成美术馆举办。

“刘桂林纪实摄影作品展”
将展出刘桂林的纪实摄影作品
百余幅，皆为作者近年来赴美
国、意大利、柬埔寨、尼泊尔以及
中国台湾等地拍摄的纪实摄影
佳作，真实反映了这些地区百姓
的日常生活。“李学明人物画精
品展”共展出著名人物画家李学
明的仕女人物精品60余幅，均由
刘桂林收藏。刘桂林既是摄影
家，也是艺术品收藏家，近年来
不断致力于山东本土画家作品
的梳理、收藏和推介活动，本次
展览也是他一个特定阶段的收
藏、研究成果展示。

本报记者 师文静

在普通观众看来，身为电
影界的“50亿帝”，要在电视上
看到黄渤真是太不容易。但最
近出现在央视年代谍战大戏

《锋刃》里的黄渤，却给了观众
一个惊喜——— 穿西装，戴眼镜，
围皮草，和以往饰演的“小人
物”比起来颜值不知提升了多
少个档次，剧中黄渤的不同身
份更令观众“脑洞大开”。近日，
记者专访了黄渤，与他分享了

《锋刃》戏里戏外的故事。
《锋刃》的故事发生在抗战

时期的天津，人物间的关系复
杂而纠结。黄渤此次扮演的沈
西林，和他之前饰演的各种“小
人物”形象反差极大。黄渤表
示，“我接演该剧，是因为被故
事和人物本身吸引，洋行经理
是一个游走在各种势力之间的
人，同时他还要完成自身的任

务，在这一过程中，他经历了很
多故事，跟我之前的角色感觉
不太一样。”

黄渤饰演的沈西林作为一
个“超级特工”，同时拥有三个
身份，内心戏演起来不容易。

“他是一个卧底，在完成任务
时表面上要与日本人、汉奸政
府合作，不同场合要用不同的
状态说话，将自己的真实身
份隐藏起来。”演起来连他自
己都觉得“虐心”。“在剧中，
有时候眼睁睁地看着战友在
自己面前被杀害；有时候跟
下级失去了联系，没有中间
人只能孤军奋战，想尽一切
办 法 把 情 报 递 出 去 。”说 到
此，黄渤开起了玩笑：“卧底
真不是那么好当的，只能演
演。要换了我，估计活不过一
个星期吧。”

为了演好《锋刃》，黄渤看
了很多谍战题材的影视剧。但

与一般谍战剧不同的是，《锋
刃》的故事中不只是争夺情报
这一种斗争，“这里面有表层看
起来的商战，还有敌我之间的
斗争，还有好多的掩护，包括利
用喜欢的女人传递情报。”黄渤

对编剧的用心很是敬佩，“这是
一个复杂工程，编剧能够前后
左右都搭得这么严密，真的不
容易。我第一次看剧本的时候
是把它当做一个特别精彩的小
说看完的。”

纪实摄影国画

精品齐亮相

《囍从天降》

潘粤明被赞好爸爸

《闯关东》编剧高满堂执笔、《闯关东》总导演张新建执导的新作《老农民》，正在北京、山
东、河南、黑龙江四大卫视播出，口碑爆棚。总导演张新建日前在济南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他表示，《老农民》是一部具有排他性的作品，“包括我和高满堂，我们都想做出一些尽可能流
传的作品，而不是流行的作品。”

感叹《锋刃》中角色不易

黄黄渤渤：：真真做做卧卧底底，，活活不不过过一一周周

晨光相声大会

推元旦相声专场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1

月3日19:00，大观园晨光茶社将特
别奉献元旦相声公益专场，迎接
新年的到来。

据了解，2015年，晨光相声大
会将继续公益惠民演出，观众免
费入场享受欢笑。晨光相声大会
的负责人、国家一级演员孙小林
透露，晨光茶社相声大会公益演
出已进入第九个年头，作为一个
没有收入的团队，检验的不仅仅
是节目质量，同时考验着演员的
坚守毅力和奉献精神。元旦相声
专场是送给观众的新年贺礼，也
是新公益年份的开始。除了演出
经典的传统相声外，还将有新段
子搬上舞台。现场观众踊跃回答
主持人提出的问题，答对者有机
会获得孙小林亲笔签名的《孙少
林与晨光茶社》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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