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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一意扎入现实剧

作为地道的大连人，王雷
驾驭得了正直又进取的陕西
汉子孙少安，也能与善良单纯
的上海书生万声严丝合缝。在

《平凡的世界》和《爱情的边
疆》里，他的西北方言和上海
话都讲得有模有样。用方言去
靠 近 角 色 ，看 似 把 握 的 是

“表”，内里却是如假包换的现
实主义创作信仰。持续不断地
坚持拍摄现实主义剧，不接玄
幻剧，不接悬浮偶像剧，让他
一路斩获白玉兰奖、飞天奖等
重要奖项。

“‘现实主义’四个字背
后，沉淀着脚踏实地的生命体
验，沉淀着活的、热的心灵感
悟。而中国观众对于现实主义
的审美习惯，一直都在。”王雷
说，导演给出的创作箴言教会
了他，“演员这份职业是场马
拉松，而非短期的名利双收。”

同样愿隐身在角色背后
的还有张桐。上个月，他凭借

《绝命后卫师》里陈树湘一角，

从一众实力派中脱颖而出，成
为首个获得“飞天奖”最佳男
演员的“80后”。站在舞台上，
张桐说：“这个奖是颁给我所
扮演的英雄的。荣誉是肯定我
们埋头创作的这个方向。讴歌
英雄是创作者的使命，也会无
形中激励我们怀着敬意投入
创作。”

扎扎实实塑造好角色

接演《大江大河》，王凯接
到孔笙导演的第一个要求是

“别怕掉粉，要卸去所有的明星
光环”。该剧男一号宋运辉既不
讨喜，也不够神采飞扬。而为求
神似，他求助长辈、导演，还从
阅读里讨要经验，走近40年前
那代青年的心灵世界。他还设
计了一些细节，比如前期的宋
运辉有些“书呆子”气，常边翻
书边做笔记，手上没空扶一扶
眼镜，就拿鼻子拱。这样的小动
作，非抛开“颜值执念”不可。

王凯所参演的《北平无战
事》，扎堆的演技派身体力行
做着示范：拍摄现场无人嬉

闹，即便候场的演员，也都沉
浸在角色中、戏剧中；网友口
中的“良心剧组”用他们对审
美的每一分考究，苛求着构
图、灯光、道具等等看似戏
剧之外的元素。翟天临在

《白鹿原》剧组经历的也异
曲同工。为演好白孝文这
个地主家的儿子，他增肥
10公斤。而整个剧组在开拍
前，在黄土地里过了一个多月
男耕女织的生活。

在行业风气一度不那么确
定的几年里，大剧正剧依然走
得扎扎实实。这批“80后”男演
员的集体发光绝非毫无规律。
在他们各自十多年的演艺生涯
里，都有着几部留得下的现实
主义正剧。他们的成长路上，都
受过厚重题材的滋养。无论角
色大小，也无论戏份多寡，他们
从正剧、大剧里收获的，有些来
自文学内涵的浸润，有些来自
英雄与历史的感召，也有些来
自前辈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
如今逐渐受到观众认可，其实
也为后来的“90后”年轻演员示
范出一条进取之路。（王彦）

这批“80后”男演员示范自我成长

抛抛下下““颜颜值值执执念念””
到到正正剧剧中中打打磨磨自自己己

近日，入围“白玉兰”奖的雷佳音、翟天临的名字被频频点赞；《大江大河》放出预告片花，主演王
凯登上热搜；年代剧《爱情的边疆》播出，王雷演技备受好评……这是一批“80后”男演员集体发光的
时代。他们有颜值，但颜值不是唯一仰仗。他们都曾在大剧、正剧里获得过职业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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