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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演员，我演明朝戏就要研究明朝历史，演清朝戏就会研究清朝历史，但是我的研究相比
史学家而言，只是皮毛而已。演员是杂家，只有在表演上是专家。”冯远征说。

11月27日，北京人艺跨年大戏《张居正》媒体见面会在首都剧场举办。导演兼主演冯远征、导演闫锐，
演员张培、刘智扬、李劲峰等主创悉数亮相，解读这部新作的创作历程。

话剧《张居正》由茅盾文学奖得主熊召政担任编剧。2002年，他创作的小说《张居正》出版后，在文坛
引起巨大反响。该作品以明朝张居正的从政经历为背景，描绘了他从侍郎升至内阁首辅后实施一系列
改革的历程。2005年，小说《张居正》获得茅盾文学奖，此后被改编为热播影视剧。

为了给北京人艺量身打造话剧剧本，熊召政历时数年，坦言“做了一个剧作家最大的努力”。

样式和表演都是全新探索
或在人艺古装大戏中独树一帜

“我做了一个剧作家最大的努力，前

后修改了9次，是我修改完善次数最多的

作品。”编剧熊召政认为，这也表现了北京

人艺主创人员对于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

他表示，北京人艺在古装戏的深度

和广度上再度实现了拓展。这部作品，

从导演手法、表演方式到视觉呈现上，都

会让观众耳目一新。

导演兼主演冯远征透露，熊召政至

今保留手写的习惯，每一稿都是先手写，

再由助手录入。“每一稿的改动都很大，

从第一稿到目前的一稿，几乎就是两个

戏。这个戏在样式和表演上都将是全新

的探索，或许将在人艺的古装大戏中独

树一帜。”

作为今年北京人艺重点推出的作

品，《张居正》重新呈现了一种历史剧的

风格和样式，不以简单叙事为核心，而以

明代改革家张居正的重要事件为线索，

连接起历史与想象，跨越生前、身后的生

死两端，以全新结构来表现张居正的人

生起伏与历史贡献。

同样作为本剧导演的闫锐表示，这部

话剧不同于小说，也不是电视剧的“翻版”，

而是重新的建模与架构。在这部剧中，会

看到张居正十年跨度改革的缩影，充分展

现了他矢志不渝的家国情怀和人格精神。

重点不是讲一个故事
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历史剧”

“重点其实不是讲一个故事，而是探

讨一个改革家的心路历程。是对于人、对

于他所做的改革的一种深刻思考。”在剧

中饰演张居正的冯远征介绍，除了用贯穿

全剧的思考作为连接观众的钥匙，创新的

舞台表达也是作品耳目一新的亮点，观众

将在戏剧舞台上看到电影手法的场景转

换，“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历史剧’”。

早在2005年，冯远征就曾参演熊召

政改编的电视剧《张居正》，在其中饰演

冯宝。他从那时起就查阅了很多明史资

料，“时隔18年，对我个人来说可能也要

重新去梳理，如何用今人视角去看待张

居正。这么多年过后，我想我对这个剧

本、角色有更深刻的认识。”

冯远征表示，话剧《张居正》会呈现一

个简约的舞台，它的厚重不在于布景或者

其他，而在于我们如何把这个历史人物展

现在舞台上。“角色吸引我的不仅是他的

改革精神，也有他的人格魅力。期望话剧

《张居正》能给大家带来全新体验。”

追求历史作品的创新表达
完成一次对时间和历史的跨越

主创阵容中，从导演到演员，中生代
与新生代的组合依然体现出北京人艺的
舞台传承。“比起原来文人的情怀，此次更
要演出一个改革家的胸怀，突出他的谋略
和魄力。”冯远征如此解读剧中人物。

为了诠释好各自角色，演员们不仅
在排练中寻找创造人物的方法，还通过
不断学习去完成积累。记者了解到，排
练期间，剧组曾组织演员到张居正故乡
湖北荆州采风，还曾到故宫、十三陵等地

寻找明朝历史遗迹。通过参观与专家讲

解，对明代的礼制、文化等进行深入了

解，寻找创作根基。

此外，剧组还为演员安排了京剧、礼

仪等课程。通过京剧形体训练，借鉴戏

曲四功五法，来帮助演员找到舞台表达，

丰富北京人艺在新时期的话剧民族化探

索。导演闫锐表示，“通过对史料的梳

理，对文本的解读，完成了一次对时间和

历史的跨越，在历史剧中融入当代的思

考与创新。”

该剧将于12月22日与观众在首都

剧场见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粟裕
图据北京人艺

2021 年，TVB 主持人陈贝儿带
领的五人小分队深入祖国内

地，她在纪录片中展现出来的真诚与勇
气得到了全国众多观众的认可和好评，
这部名叫《无穷之路》的纪录片在网络自
然发酵，越来越多的观众跟随她的镜头
了解了真实的大江南北。第一季聚焦脱
贫攻坚，第二季聚焦生态，两季的豆瓣评分
均在9分以上，成为近两年来同类型纪录
片的代表性作品。

2023年11月8日，这部超高分纪录片
终于推出了第三季《无穷之路3：无垠之
疆》，在TVB翡翠台和埋堆堆APP一经开
播，就得到了全国网友一如既往的好评。
今年，节目采用了主持人自驾出行的方式，
历时两个月，把镜头聚焦于美丽的新疆和
西藏，记录并深度探索了解当地情况。

近日，《无穷之路》系列节目监制岑
应以及主持人陈贝儿在线上接受了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讲述了在第
三季的拍摄中让人感动的故事。

两个月自驾14000公里
六人团队“精兵作战”

《无穷之路》一直以来最让人感动

的，除了镜头里的故事，还有镜头外主创

团队的坚毅。五人小团队“精兵作战”，

闯过了种种难关。不过第三季倒是在团

队配置上有了少许改动，新增了一名专

业的航拍摄影师，“新疆和西藏风景都非

常美，且幅员辽阔，必须要有专业的航拍

老师才能拍出大好河山壮丽的美感。”讨

论过后，五人变六人，依然是用极少的人

完成了艰巨的拍摄任务。

虽然没有大制作规模，但对于纪录

片而言，人少有人少的优势。监制岑应

提到，拍摄行程长，难免遇到行程改动，

人少方便随时调整，机动又灵活。很多

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哪怕做了再多搜

集，也只能随机应变调整。

两个月的拍摄，车程达到14000公

里，这是大部分城市生活的人一年铆足

了劲也开不到的里程数。对于“老司机”

陈贝儿来说，也是20年驾龄里第一次如

此长时间自驾。而今年自驾的形式也区

别于前两季，是这一季的亮点之一，观众

可以通过旅行的视角，从美景切入，先被

景色吸引，再了解景色背后的人文故事。

在出发前，长期在城市生活的陈贝

儿带了很多东西，“结果到了乌鲁木齐我

们发现，根本不用带这些物品，这里的商

场和香港中环的商场没有什么区别，什么

都有。”采访中，陈贝儿笑着说道。

带着使命出发
记录美好的故事

第三季的拍摄给陈贝儿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新疆是色彩缤纷的，西藏则有

很多故事，当地人的幸福感都很高，到了

那里，我自己也感觉非常开阔。”她说。

在拍摄的沿途中，不断有来自全国

各地的人认出他们，有的也加入了他们，

成为了镜头里的一员。

“我们心中是有使命感的，如何讲好

故事，把最真实的祖国现状展示给海内

外观众，才是我们的初心，纪录片的目的

就是记录美好的故事。当然市场和收视

我们也会兼顾，但话题度、热度这些毕竟

是其次的。”岑应说。

陈贝儿也说，每一年在出发前，她问

自己最多的是怎么把当地的故事拍好，

而不是如何才能“出圈”，“如果没有拍

好，我会感觉对不起自己和观众。”

制作团队去了新疆的塔什库尔干塔

吉克自治县，这里与塔吉克斯坦、阿富

汗、巴基斯坦三国接壤。陈贝儿提到采

访中的故事，这里的居民世代守护祖国

边境，“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与情怀与我们

一样浓厚，在接受采访时，很多村民都眼

含热泪，也感动了我们。”

西藏墨脱也是制作组路途中的一站，

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一组医疗团队，采访

得知，墨脱以前因为地理原因，医疗团队

每次来支援都是翻越雪山才能抵达。如

今，墨脱县公路畅通，进出方便了许多。

在监制岑应看来，《无穷之路》一直

都将镜头对准最普通的百姓，虽然都是

“小人物”，但每个人都在做着力所能及

了不起的事。正是一个个这样镜头中的

“小人物”，构成了祖国大地上最真实的

群像，拥有最平凡的幸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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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陈贝儿与新疆当地百姓合影。

TVB《无穷之路》第三季热播
主创团队：我们的使命感是讲好故事

北京人艺排演跨年大戏《张居正》
冯远征：追求历史作品的创新表达

话剧《张居正》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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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之路3：无垠之疆》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