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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热剧

●吴刚

剧中“实力坑夫”的书记

夫人，就是他现实里的老婆

吴刚剧里的老婆欧阳菁，

其实也是他现实中的老婆岳

秀清，虽然把达康书记坑惨

了，但是现实中伉俪深情。

“夫妻戏，在这个戏里

边，其实挺关键。李路说，正

好李达康有一媳妇儿，还得

让岳秀清来啊！如果说一个

外人，我们还得尽量多聊多

接触多感受，这样戏里面才

可能减少一些陌生。”

“我万万没想到李达康

能够成为网红，还有人要守

护我的双眼皮？其实他们没

说对，我是三眼皮，哈哈哈。”

●于诚群

他真的就是一名检察官

剧中，于诚群饰演了京

州市纪委书记张树立一角。

就像之前他演过的上百部电

视剧一样，这个角色戏并不

多。不过，鲜为人知的是，这

位于诚群其实是一名检察

官，在江苏省某检察院工作

了20余年，其中在一线干了

10 年反贪，曾获省级反贪优

秀侦查员称号。因此，对于

反腐，他不仅不陌生，更是驾

轻就熟。

“办案始终是我的工作重

心，拍戏只是业余爱好。一个

月其实只有几天在外面拍戏，

而这几天基本就是利用周末

时间。万一不凑巧，导演要求

非周末时间到场拍戏，那就用

年假时间顶上去。“

●侯勇

白水面吃了 5 碗，演活

一个“小苍蝇”

虽然只有 2 集（拍了三

天）就下线了，但剧中“小官

巨贪”的赵处长被抓的过程，

愣是被他演出了三个层次，

展现了教科书般的演技。

“剧中检察员来搜家的时

候，我演的赵处长在吃炸酱

面。那碗面其实是白水面，啥

味道没有，我吃了五六碗。”

“‘官场如戏，全靠演技’

这句话说得很深奥。人与人

之间的信任需要重塑，这不

只是你我之间的事儿，也是

全社会的事儿。”

●胡静

台词尺度大，说着都冒

汗

剧中胡静扮演的女企业

家高小琴，是个八面玲珑的

角色。这也是她第一次接这

种主旋律的戏。

“当年拍后宫戏，一帮女

人对戏，戏下聊的都是家长

里短。《人民的名义》和一堆

男人拍戏，都是戏骨。戏下

除了聊戏，没有其他的。这

部剧的台词尺度又大，背台

词都冒汗。”

本报记者 庄小蕾

他们很愿意成为
人民的“表情包”

戏外彩蛋戏外彩蛋

《人民的名义》导演李路

《人民的名义》大热的背后，还有一个人

不得不提，就是该剧的导演、总制片人李路。

从最初向自己的老友、编剧周梅森主动

请缨，只看了三集初稿就自掏腰包买下剧本，

到四处奔走搞定投资，再到拍摄时事无巨细

亲自找来四十多位实力演员加盟⋯⋯两年多

里，李路和《人民的名义》之间的故事，很多。

一场开会的戏，学问大着呢
官员手势里都透着官场生态

《人民的名义》上马前后经历了什么？戏中还有什么“秘密”？导演李路一一道来

本报记者 裘晟佳本报记者 裘晟佳

几十家投资方逃跑了
我做好了抵押房产的准备

为了《人民的名义》，导演李路一口气找

来 40 多位国内最优秀的实力演员，这样的黄

金阵容实属罕见。而很多人一喊就来了，不

计较片酬，不在乎当绿叶。但是，这部剧在寻

找投资方时，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李路

坦言，他最终耗时近八个月，才觅得五家民营

影视公司合作。在总投资 1 亿、资金缺口

2000 万的情况下，李路甚至做好了抵押房产

的准备，坚持按原计划开机拍摄。

钱报：听说这部戏筹拍之初，冒了很大的

风险？

李路：是的，先后找了二三十家公司，有

的甚至已经签约了，但资金迟迟无法到位。

当时压力特别大，心很塞。不过，我也理解，

碰上反腐这样的特殊性题材，还一捅捅到副

国级，他们担心尺度和风险，这很正常。

钱报：是什么时候让你觉得这戏有眉目

了？

李路：另一位总制片人高亚麟，和我是认

识十多年的老朋友，我们在一趟同班回北京

的高铁上偶遇了。他问我在拍什么剧，听我

一说，就说我来投啊。后来回北京一聊，我们

就合作了。发布会上，他说做好认赔 40%的

准备，我挺感动的。其他几位也是，大家的创

作意志都很坚定。

省里开常委会
每个手势背后都有深意

《人民的名义》目前才播到 16 集，但已经

有好几场戏让人津津乐道，甚至有网友一幕

幕截图下来，分析戏骨们的表现，堪称演技教

科书。

钱报：哪些戏的细节处理和临场发挥，让

你印象最深刻？

李路：比如，一场开常委会的戏，本身是

很干枯的，剧本只写骨架。如何把常委会拍

得精彩，里面的角力，暗藏的杀机等等，包括

台词、表演、调度都要做精细化的分析。比如

在干部任用的常委会上，从中央调来的省委

书记沙瑞金，给汉东省各个山头以震慑，他手

里一直在玩铅笔；李达康呢，是个改革派，很

强硬很有性格，他就是拳头紧握，要表现愤

怒；高育良是学者型的，有温文尔雅的特质，

说话时一直双手交握。这些细微的动作都是

设计好的，镜头才会去捕捉。

钱报：有那么多戏骨演戏，导演的工作会

轻松些吗？

李路：他们都和我说，哎呀，太过瘾了。

戏骨们演戏，就像高手们过招，有一种快感。

不过，我们也碰到了棘手的问题，很多演

员之前没有演过反腐剧，就认为有些台词怎

么那么肉麻，坚决要改。我就要解读，为什么

台词要这么说，拿什么语调说，要做很多这种

调整。

加感情线
是为吸引年轻观众

《人民的名义》走红后，李路天天接到各

路投资方打来的电话，请他做导演，邀他当顾

问。甚至，还有多家网站打开自家的 IP 库任

他选。

李路说，《人民的名义》红了，让他意识到

90 后、00 后的年轻观众，其实也是接受度很

高的，只是现在能够满足他们的好作品太少。

同时，他告诉记者，他不会再拍反贪题材

的剧了。接下来无论尝试什么新的题材，他

平均两年一部作品的创作节奏不会改变，而

好的剧本永远是打动他的关键。

钱报：身边追剧的年轻人也很多，并且

用他们的打开方式：表情包、段子、追星文

化。有没有专门设置一些元素来吸引年轻

观众？

李路：我也看了很多美剧，像《纸牌屋》、

《权力的游戏》，我们也做过调研。在剧本创

作和拍摄期间，加了微信、网络直播等各种元

素进去，希望各种年龄段的人都喜爱这部剧，

希望有时代感、接地气。比如像写郑胜利创

业做水军、侯亮平和老婆讨论给孩子报多少

培训班，都是贴近生活，能让人感同身受的。

钱报：现在“达康书记”的表情包特别火，

主演们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大家还喜

欢给他们组CP。这种表达方式，会给你今后

的创作有所启发吗？

李路：观众进行三次创造，深入研究，对

我们来说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因为他们是

真的看进去了。我也没有想到 90 后、00 后

的世界观已经形成了，而且非常正。他们比

较坦然，非常从容，所以并不是他们不懂，而

是之前很少有这样的剧让他们去选择。

碰上反腐这

样的特殊性

题材，还一捅

捅到副国级，

他们担心尺

度和风险，这

很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