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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度
《坚如磐石》的故事始于市中心一起公交车爆炸

案。随着侦查深入，各路线索指向城中首富黎志田，又
似乎另有其人。迷雾重重间，公安部门、纪检部门与地
方黑势力、腐败分子摆开棋局斗智斗勇，士农工商盘根
错节。混沌中，黎志田A面执棋呼风唤雨，B面被动入
局早已陷落万丈深渊。

演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派，从内心价值观到外化的行
为做派全都无法认同，表演时会有撕裂感吗？“必须认同
他。我不会跳出来做一个第三者的审判。”于和伟说，剧
本给出了人物逻辑，演员要做的就是代入他的处境、研
读他的前尘过往，只有理解他，才能化身他。在他的表
演方法论里，找到“人”才是创作的优先级。“搜索你的记
忆、成长，到你看过的小说、文学、电影里去寻找这个人，
再调用演员的想象力赋予形象。”正面角色、反派人物，
他都会一遍遍对照剧本、自身条件、还有生活阅历教给
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凡此种种，“先确信自己此刻就
是他，再带着‘人’走进故事”。

安全感
五十有二的于和伟，如今几乎成了“好演技”的代名

词。
电影圈，《悬崖之上》的周乙让他抱回“金鸡”奖杯。

电视剧圈，《觉醒年代》是年轻人修辞里的“yyds”,于和伟
不仅演出了陈独秀的狂狷、通达、特立独行，也演出了历
史人物的烟火气和亲切感，他从那届神仙打架的“白玉
兰”提名里脱颖而出、摘得最佳男主角。今年初，国家一
级演员的认证公示，他开心转发“恭喜于老师”。更不消
说，从新《三国》到《军师联盟》，他被网友戏称“一个人就
能演三国”；从《巡回检察组》的冯森到《三体》的史强，非
典型但“神似”的演绎每一次都在另辟蹊径中赢取共
鸣。社交媒体上，他粉丝破千万；现实中，恐怕很少有观
众从没看过于和伟的作品。

官方的、专业的、民间的赞誉集一身，“不敢当，不敢
当”，于和伟从沙发上欠了欠身。所有的赞美里，他可能
没那么在乎“炸裂”的演技。他更期盼有人说，“于和伟
这个演员的修养不错”。“演技”是个很平常的词，是演员
的基本素质。但“修养”是对人物和世界的认知，也是读
过的书、走过的路。甚至，演技上的游刃有余“自由感”，
从另一个角度看却陷入了某种不自由，“并非不想走出
舒适圈，而是没‘撇’的时候我也不敢，内心会有迟疑、有
踉跄”。于和伟不愿在表演中背负丝毫的“不自由”，所
以他特别渴望遇到能提供安全感的导演。“他有故事，他
能领着演员大胆去趟、去闯，朝着我们不舒适的地方
去。张艺谋就是这样的导演。”

《坚如磐石》在这两次合作中间，宛如“命运的齿
轮”。于和伟说，导演给予演员的安全感，可能不止于技
术参数的层面。都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但在张艺谋的
剧组，“最可贵的，恰恰是可以讨论”。一个从善如流的
导演，一群想要挑战未知的演员，在更高标准、更好审美
下彼此激发。

多巴胺
似乎大众知道于和伟时，他已经是个“戏骨”了——

虽然，他此前度过了漫长的“戏比人红”的光景。
2004年，于和伟在高希希执导的电视剧《历史的天

空》中出演大反派“万古碑”。彼时他33岁，距离他从家
乡远赴1000公里之外的上海追求表演梦想，已经过去
近七年。从上戏的优秀毕业生到只能出演边角人物的
小角色，演员一度承受心理落差。他只有一个愿望，“只
要有一部作品让观众认识有一名演员叫于和伟，认可我
会演戏，便行了。”

而后，“万古碑”成了，唾弃和咒骂随之而来。于和
伟不介意，对他而言，能被记住，就是对角色最大的认
可。“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来寻找自己的理想，我没有白
跑一趟。”那段时间，他开足马力，又和高希希合作多部
作品，包括《光荣岁月》《纸醉金迷》等。即便他在《局中
局》和《岁月》中的表演被一些老师拿来做表演范例，可
人们还是记不住演员的本名。直到新《三国》播出，一些
评论说“于和伟拍了那么多戏，终于演刘备火了”；《军师
联盟》播后，人们又说“于和伟演了将近20年的戏，一个
曹操让他火了……”

多巴胺的激发，可能还在每一次复盘角色的过程
中。因为表演，就是那天那时现场流动着的所有人、事、
物，这是于和伟眼里表演的迷人之处、难以捉摸之处。
他不轻言自己对表演已经参悟透彻了。上学时，上戏有
一个重要的“学习”是“学习忘记”——忘掉角色在你身
上所形成的习惯，忘记角色带给你的荣誉。而后，带上
热爱轻装上阵。

“热爱，真的可抵岁月漫长。”于和伟说这样的话，观
众信。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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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坚如磐石》票房已破十亿元。被期待了四年多，作品的凌厉
题材、演员的演技高光、剧情的细部彩蛋等等，自然是观众津津乐道的。身为主演，
于和伟的名字反复出现在各类热议中，多数时候关于作品和表演，有时则不。每当
网友开始在奇奇怪怪的地方狂欢，他会适时又不失温和地比个“嘘”。比如他饰演的
反派名叫黎志田，网友取谐音“荔枝甜”，于和伟在微博里说，“荔枝甜可以喊，但黎志
田不可同情”；又好比重庆路演场，观众打趣“黎志田那么帅怎么会孤独终老”，他现
场回应，用优雅口吻说笃定的话，“三观不能跟着五官走”。

戏里戏外，分寸之间。

为庆祝天津音乐学院建校65周年，学院民
乐系金钟、文华、电视大赛金奖音乐会日前在
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由民
乐系七名历届金钟、文华、电视大赛金奖获得
者携多名优秀教师与学生共同诠释民族音乐
的魅力。

本场音乐会由民乐系青年唢呐演奏家王展
展和青年二胡演奏家赵元春担任导赏，带领观众
进入民族音乐美妙的艺术氛围中。音乐会由青
年唢呐演奏家胡悦祺吹奏的一首具有陕西风格
的独奏曲《关中情》开场。随后，青年古琴演奏家
孙灜和青年竖琴演奏家孙诗萌共同演奏的中国
古代十大名曲之一《梅花三弄》曲调优美、琴音绕
梁；《弹词新篇》是青年二胡演奏家赵元春创作的
胡琴三重奏作品，由她倾情演奏，将观众瞬间带

入柔美的江南鱼米之乡；青年竹笛演奏家李乐带
来《夜的速度》，演奏具有很强的律动感，将传统
演奏技巧与西方音乐元素相结合，碰撞出不一样
的美；青年琵琶演奏家张雅迪演奏经典名曲《楚
汉之战》，琵琶与打击乐的合作带观众穿越回楚
汉两军垓下之战的历史瞬间；青年唢呐演奏家王
展展演奏的《大笛绞》，柔美中不乏张力，丝丝入
扣，耐人回味；青年阮演奏家申婷带来具有震撼
听觉体验的作品《山歌》。

本场音乐会的作品风格多样，展现了我国不
同地域文化之下民族音乐的魅力。正值“全国音
乐艺术院校校长论坛”在天津音乐学院举办，来
自全国艺术院校的校长们观看了本场音乐会并
给予高度评价。此外，音乐会的线上直播也赢得
了广大观众的青睐与好评。 来源：《今晚报》

天音金钟、文华、电视大赛金奖

音乐会精彩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