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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辟蹊径的切入视角，出人意料的CP
档搭配，以及环环相扣的职场风云……这些
元素的叠加，让电视剧《这个世界不看脸》开播
至今话题不断。

“我们不谈对错，只是想把相关的故事
和人生展现给观众，让大家自己来感悟。”
导演杨新宇表示。

《这个世界不看脸》
究竟看什么？

尽量不给观众留吐槽的空间
虽然剧名为“这个世界不看脸”，但是

采访中，杨新宇却有些反其道而行之，他坦
言“其实，这部剧看的还是脸”。

在他看来，现在的电视观众不同以往，
他们都审美在线，对剧集自然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所以，作为制作方，除了要保证
剧情引人入胜之外，还要兼顾许多其他方
面的“吸睛点”。“观众会去看演员的表演是
否精湛，服化道的搭配是否潮流，场景的切
换是否多变，镜头的表达是否准确……这
其实，都是在关注一部电视剧的‘颜值’。”

因此，《这个世界不看脸》主创团队能
做的，就是尽量不给观众留“吐槽”的空间。

当然，除了这些戏剧上的制作标准之
外，《这个世界不看脸》所传递出来的深层次
内涵，对当下的年轻人也许更具有现实意义。

剧中，陶小笛和陶小挺两姐妹，性格迥
异，人生经历各不相同，这决定了她们看待
事物、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就像
杨新宇所说，“她们的选择本身其实无关对
错。我们希望能深挖女性本身的魅力，能

把女性题材做到精准。”

张鲁一吴倩的表演很高级
《这个世界不看脸》定档之初，张鲁一

和吴倩组成CP档组合，曾经不被看好。如
何在表演过程中弥补12岁的年龄差，从而
营造出甜甜的“大叔恋”，成为观众议论的
焦点。

随着剧集的播出，这类质疑声很快转
变为喝彩声，两位演员流畅自然的表演，让
感情的发生显得如此顺理成章。

剧中，张鲁一饰演的连胜，时而霸道理
性，犀利的眼神仿佛能看透对方的内心世
界；时而又软萌可爱，尤其在陶小挺面前更
是名副其实的“恋爱脑”，无缝转换间尽显
表演功底。

对于张鲁一，杨新宇赞赏有加，“连胜
的人设其实非常难，他内心真诚善良，但又
不得不处处设防、步步为营，分寸的拿捏很
重要。但张鲁一的表演很真实，举重若轻，
一点也不做作。”

在杨新宇看来，张鲁一的这份信手拈
来，不光得益于他极高的表演天赋，还应归
功于他数十年如一日的舞台经验，对剧情的
张力、对故事的节奏都有很好的驾驭能力。

与张鲁一搭档对手戏的，是90后小花
吴倩。剧集前半段，吴倩一人分饰两角，

“分裂式”的表演得到了观众的如潮好评。
对此，杨新宇也不吝赞美之词，“她演

戏有天分。一人演两个性格差异那么大的
角色，不论从表演、技术还是体力，都是非
常巨大的挑战，可以说完成度达到了九成
以上吧！”

在这部剧中，虽然张鲁一和吴倩是第
一次合作，但他们凭借对剧本和角色的把
握，能很快进入剧情，然后由内而外生发的
情感表达格外触动人心。

“他们的表演方式真的很高级。”采访
中，杨新宇一再感叹。 封面新闻记者陈颖

演过诗人、精英、
皇帝、警察、探长等各
类角色，尝试过古装、
民国、现代、职场等各
类挑战，对各类型都
能驾轻就熟的黄轩，
却是第一次诠释与自
身文艺气质截然相反
的人物。

“国民初恋”出演村官
黄轩直言“当家好难”

文 艺 、儒
雅、斯文，曾是
黄 轩 的 代 名
词。在观众此
前的印象中，他
是《芈月传》中
清俊的贵公子，
也是《妖猫传》
中桀骜不驯的
诗人白乐天，
《芳华》中热情
善良的文工团
男兵刘峰……

面庞黑红，
乡音醇厚，骑一
辆“二八”自行
车飞奔在戈壁
乡间，曾经的
“国民初恋”黄
轩，以这样一副
形象出现在观
众面前时，引发
了不少热议。
这一次，他变身
扶贫干部马得
福，成为带领村
民迈向脱贫之
路的领路人。
“没有领导讲
话、没有刻意煽
情，没有说教口
号、没有脸谱干
部。”正在北京
卫视热播的现
实主义大戏《山
海情》，自开播
后凭借着走心
的制作和演员
不俗的演技，赢
得众多观众的
追捧。

近日，该剧
主演黄轩在讲
述拍摄故事的
同时，也分享了
自己对于角色
的理解和感悟。

基层村官当家“难”

“这是我第一次走近基层干
部，我真的觉得他们非常非常不
容易，他们是希望、是光。包括得
福，从零开始和村民们在寸草不
生的地方重新建立一个家园，建
成如今的塞上江南，是不可思议
的。”黄轩饰演的马得福是一个刚
刚从农校毕业的年轻小伙，率先
担起了“吊庄”工作的重任，成为
带领西海固村民迈向脱贫之路
的领路人。

而当家人的“难”，从走马上
任的第一天便显山露水，而他硬
是凭着自己的韧劲，啃下了一块
块硬骨头。“比如他为了让村里
更快地通电，就一遍遍地去变电
所，天天堵门口做‘门神’，但因
为搬迁户数不达标所长不见他，
他就带着饼子什么的，每天就在
那等，是非常执着的一个性格。”

从劝说帮助村民完成“吊庄
移民”工作，到东西协作扶贫政策
出台后，带领村民们共同走上致
富的康庄大道，马得福的“难”，如
打地鼠般，刚解决一个问题下一
个问题又冒出头来。

“这个人太难了”，黄轩直
言，“扶贫太难了，从头到尾马得
福就没消停过一天，有时候还里
外不是人。他永远在一个困难
中，永远在为别人解决问题，不
被人理解。说实话，有时候我自
己演着演着都觉得换作是我可
能不会有那么大耐心，基层干部
是真的不容易，什么事都得管，
什么苦都得往自己的肚子里
咽。但他还是非常愿意去承担
责任，积极地为大家解决问题。”

方言口音成为挑战

演过诗人、精英、皇帝、警察、
探长等各类角色，尝试过古装、民
国、现代、职场等各类挑战，对各
类型都能驾轻就熟的黄轩，却是
第一次诠释与自身文艺气质截然
相反的人物。

他直言，《山海情》是自己入
行多年来真正的“圆梦之作”。“我
其实是西北人，一直梦想着在西
北这片土地上说着西北的方言演
一个西北的故事，这次当我接到
邀请时，觉得好像圆了我的一个
愿望。我没有真正意义上演过农
村人，对这个题材充满了好奇，而
且我觉得中国扶贫是一件非常了
不起、正能量的事情，真正地改变
了广大农村老百姓的生活，值得
去歌颂。”

脚踏西北的土地，目及西北的
黄土与蓝天，欣喜与激动之余，得
福一角带来的全新挑战，让黄轩不
得不从头做起，从“语言”做起。

“这是一次不一样的表演”，黄
轩认真地说，“我老家是兰州，其实
平时没怎么正儿八经说过方言，但
这部戏我们从头到尾说的都是方
言，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

事实上，剧组在初期了解资
料的过程中，就敏锐地捕捉到了
当年的一件趣事——福建的帮扶
干部听不懂西北话，当地的村民
也听不懂福建话，语言关从一开
始就是真实需要跨越的障碍。

“所以我们采用了方言拍摄，
就是想让它接地气、更贴近生活，
更像真实发生的事情，让人相信
这些东西，相信发生的这些故
事。”导演孔笙补充道。

每个人就像调色板

出道十几载，黄轩在
各个领域都交出了优秀
的答卷，既经得起大银幕
的苛刻考验，也经得住小
荧屏的精雕细琢。

为什么可以“成为”
马得福，如何与角色融
为一体令人信服，黄轩
在采访中给出了自己的
答案。

“我没有那么大能力
变成别人，但我可以从自
己身上去挖掘这个人物
的可能性，只要找到和这
个人物相近的地方，我能
感受到他，演出来就会真
实可信。”他形容每个人
就像一个调色板，选取自
身颜色与角色最相近的
部分并将其放大，就能在
相对的差异中把握角色
的多层次。“一个人的性
格性情是复杂多变的，像
一个调色盘会有多种颜
色。你接到角色以后，在
自己的性格色盘里去找
跟他相近的颜色，或是他
需要的颜色去调和，欠缺
的地方把它放大一点，能
感受到的地方直接拿过
来用，过火的就收一点，
就是这样。”

封面新闻记者 陈颖

黄
轩
演
村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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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情》剧照。

戏外的黄轩很帅气。

《这个世界不看脸》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