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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文静

压了一年多未播的《如懿
传》可谓吊足了观众胃口，刚播
出几集的《延禧攻略》很快成热
门剧，上个月播出的《宫心计2》
也引起热议……在今年剧作低
迷、好剧难出的情况下，宫斗剧
依然保持了十足的吸睛力。从
2004年《金枝欲孽》横空出世，
打响了“宫斗剧”的金字招牌，
到如今宫斗剧已连续霸屏十余

载。这期间，没有哪一种电视剧
类型能出其右。在宫斗剧甚至
出现批量生产、剧情同质等口
碑下滑的弊端下，仍不断有大
剧问世。宫斗剧为何仍能戳中
观众的神经？

若《金枝欲孽》《宫心计》
《步步惊心》《倾世皇妃》《美人
心计》《宫锁珠帘》《陆贞传奇》

《后宫·甄嬛传》《芈月传》等叫
得上名堂的剧你都已“搭配食
用”，那么你堪称宫斗剧的“十级
玩家”。宫斗剧能这么火，大概皆
因华丽的“宫廷想象”，既满足了
观众的窥私欲，也满足了大批女
性观众的臆想，甚至折射了观众
的现实焦虑与困惑。为了达到
这种“满足”，每一部大火的剧

都使用了一些“手段”。
如，《甄嬛传》《芈月传》以

大制作、故事情节引人入胜，
《步步惊心》火在穿越，《宫心
计》火在悬疑设置，《宫锁珠帘》
则是越骂越火，《延禧攻略》最
大的亮点是反套路出新，将“爽
点”前置来娱乐大众。当《甄嬛
传》这种从女主入宫讲起，经过
忍辱憋屈后靠一步步算计别人
最终达到复仇目的的“延迟满
足”故事套路已无法讨好观众
时，《延禧攻略》则让魏璎珞用
尔虞我诈、互相陷害等手段两
集干掉一个对手的速度，制造
爽点满足观众。

观众不自觉地被宫斗剧俘
获，还因宫斗剧很擅长让观众

有“代入感”，触摸观众的现实
焦虑与欲望。《甄嬛传》有句著
名台词：“别人帮你，那是情分，
不帮你，那是本分。容不容得
下，是你的气度，能不能让你容
下，是我的本事。”这种流行鸡
汤文它与现实联系起来，可以
解释各类职场、情感等问题，反
射出人内心世界中价值观的一
种变化。《延禧攻略》中的魏璎
珞业务好、内心强大、替姐姐报
仇目的性强，不窝囊、不憋屈，
干事麻利，腹黑、聪敏，是当下
流行文化体系中流行的人物性
格。宫斗剧的故事虽发生在古
代，但有着与当下一些职场竞
争、社会奋斗相契合的文化特
征。观众喜欢什么，电视剧就送

给他们什么，观众能不沉迷吗？
宫斗剧或披着悬疑的外衣，

或宣扬着当下的“精致利己主
义”，或是捆绑传统文化传播，都
掩盖不了其充斥着勾心斗角、争
风吃醋、相互算计，放大人性中
恶的一面，其至高原则是丛林法
则。这类让观众看着爽的剧集，
骨子里靠的依然是陷害、背叛、
复仇、残忍等黑色因素，在宫中
这个竞技场，人性中最肮脏、晦
涩的东西都表现了出来。

面对狂轰滥炸的宫斗剧，
若大众开始关注人性、人心，见
微知著，这是受众意识的进步，
若只看到潜规则，甚而有了代
入感，那只能说宫斗剧这一针
迷幻剂很强劲。

与华仔同时出道跑龙套
一个红了一个解约

其实表演这条路，梁家辉走
得并不顺利。因为妈妈是影院接
线员的关系，他从小就跟着妈妈

“泡”在电影院里，几百上千人在
里面一坐，大家一起笑、一起鼓
掌，梁家辉喜欢这种感觉，至今
他都不认为电影是娱乐物品，而
是很有价值的文化产业。

1980年梁家辉大学毕业后，
他报考了香港无线电视台的训
练班，和刘德华成为同窗好友。
梁家辉还记得，当年《千王群英
会》剧组通知梁家辉和刘德华有
戏份，扮演周润发的两个打手，
看着厚厚的剧本，他们本以为会
有不少台词，结果翻来翻去只有
三个字的应和“是，龙哥”，再分
左右出镜，仅此而已。

“当时我和华仔琢磨着打手
该怎么演，跟着大佬，手上总得
要有点东西，随时准备着帮
手……”结果刘德华叼根牙签，
梁家辉把手揣在兜里随时做掏
枪状，一出场就被导演在上百名
剧组成员和群演面前破口大骂，

“你们这些人在想什么东西？这
样还训练什么班，你手残废了？
还当自己是拿破仑？”被骂得一
脸蒙的他们，收到周润发的一句
安慰，“别有压力，演员训练班出
来都这样，慢慢熬出来就好了”。
梁家辉特别感激这句话，从此视
周润发为好友。

但此后的不久，同班同学刘
德华主演的《神雕侠侣》在电视
台热播，走上了灿烂的星途，梁
家辉却拿到了一纸解约书。

香港北上拍戏第一人
刚演主角便获影帝

在李翰祥眼中，当时的梁家
辉非常像历史图片上的咸丰帝，
有着一种瘦弱而又略带忧郁的
气质。有一天，李翰祥问梁家辉
要不要跟他一起去拍电影？“我
一听，拍老戏，去北京，那有多过

瘾啊！”
1982年，梁家辉“进京”，他

成为最早一批来内地拍戏的香
港电影人。一出机场，梁家辉就
觉得北京跟香港完全是两回事，
北京路宽人少，古老的建筑有很
多，这些都给梁家辉留下很深的
印象，更令他记忆犹新的是每天
都要打卡进入故宫。回想当时，
他的眼中依旧洋溢着兴奋感，

“我是‘老北京’了，是香港演员
北上第一人，改革开放之前，问
我最想去哪里看看，后来故宫我
都看了，还会想看哪里呢？”

当时的梁家辉以为自己只
是来做李翰祥的随从和助手，看
完《火烧圆明园》的剧本后，李翰
祥突然通知他剃头。“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是要做演员，那剃
头后就演了皇帝呗。”

梁家辉回忆称，北京拍戏整
个拍摄过程充满新鲜，“日出时的
故宫、傍晚的故宫、几乎每一个角
落我都走过。有次在太和殿拍戏，
我穿着戏里的龙袍走到城楼上，
就觉得自己很幸福，现实中，哪个
皇帝会跑到城楼上看故宫的夜景
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梁家辉觉
得自己才真正地、正式地踏入了
电影世界。

1983年，因在李翰祥执导的
影片《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
政》中扮演咸丰皇帝，梁家辉获
得第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
男主角，成为香港金像奖历史上
最年轻的“影帝”，他也是改革开
放后第一个到内地拍戏的香港
演员。

笑谈思维越来越年轻
打算退休后去教书

因为电影是赴北京拍摄，当
时引起了中国台湾“文化局”的
不满，他们让梁家辉写“悔过
书”，梁家辉拒绝了这个要求。随
后，他不仅失去了台湾市场，全
香港都没有人敢找他拍戏。整个
1985年，梁家辉没有一份片约，
迫于生计压力，他转行做地摊小
贩，卖自己设计的工艺品。直到

1988年，在好友徐克、周润发等
人的斡旋下，台湾“文化局”解除
了对他的“封杀令”。

1992年主演《情人》令全世
界都认识了这位俊眼修眉的亚
洲男子，影片打破法国电影两年
来的票房纪录，他也成功跻身国
际影坛。

1998年拍《黑金》时，梁家辉
为了诠释出帮派大哥周朝先性
格的复杂，为这个角色写了近十
万字小传，既演绎出周朝先的嚣
张霸气，又用一场真情流露的哭
戏征服影迷和影评人。

2000年后，梁家辉的每次出
镜不是拿奖就是被提名，以至于
业内开玩笑说他是在霸桩，“最
近几届，表演奖不是姓梁，就是
叫家辉”。2005年因为在《黑社
会》饰演飞扬跋扈的“大D哥”令
他第三次问鼎香港金像奖影帝
桂冠。2009年的《十月围城》后，
梁家辉开始进入半退休的状态。

陈可辛曾用六个字评价合
作过四次的梁家辉，称他“演什
么，像什么”，懦弱帝王、嚣张大
哥、娘娘腔王爷、洒脱侠客、厚黑
警长等形象气质差异巨大的角
色都被梁家辉形神俱到地投射
在大银幕上。他四次问鼎香港电
影金像奖影帝，也是唯一一位将
金马奖、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最
佳男配角都拿齐的男演员。

谈到将来的人生方向，梁家
辉很想去教书，这是从小的志
愿，也是想为电影做的事情，“电
影是文化产业，代表你的国家的
文化，那就是需要教育，我希望
有打动观众的角色和好的电影，
把它们介绍给观众，把自己对电
影和表演的认知传达给下一代
电影工作者。”

前不久，梁家辉和刘嘉玲、
吴磊一起拍戏，每每被问到“老、
中、青”的配方感受如何，他严肃
地纠正，“去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定性，现
在60岁才是中年。我在思维上，
行动上似乎越来越年轻了，可能
真的到了90岁的时候，我会变成
一个8岁小孩。” （周慧晓婉）

““宫宫斗斗剧剧””十十余余载载，，观观众众为为何何仍仍有有爱爱

他是第一个到内地拍戏的香港演员，四次问鼎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

梁梁家家辉辉：：退退休休后后想想做做电电影影教教书书匠匠
1982年，24岁的梁家辉进入李翰祥导演的《火烧圆明园》剧组，他以为自己要做导演助理打杂等工

作，结果被剃了头演了咸丰皇帝。那时候他穿着戏里的龙袍站在城墙上看故宫夜景，觉得“很幸福”，突然
就入了戏。

作为香港电影黄金时期的见证者，他四次问鼎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也曾一度遭到封杀，靠摆地摊
维持生计。回想种种，梁家辉不断感叹，自己的人生经历确实太丰富了。

天天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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