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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时代》
8月14日
东方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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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斌塑造
乱世帝王

由滕华涛担任总监制， 王晓
晨、 蒋毅、 米露、 陈亦飞等主演
的 “女性闯关励志话题剧” 《二
胎时代》 即将于8月14日登陆东
方卫视。

该剧以我国二胎政策开放
后， 当下80后夫妻掀起生育二胎
大潮为依托， 从生育、 教育、 职
场、 养老等几大现实问题入手，
共同解读当代生育观念和家庭新
格局。 剧中， 王晓晨和蒋毅组成
的80后 “梦幻小夫妻”， 把 “苦
难重重” 的家庭生活演绎得十分
精彩 、 欢乐无穷 ， 直接生俩宝
宝， 时刻展现这个小家庭里满满
的爱。

从火爆荧屏的 《双面胶》 到
《蜗居》 再到 《裸婚时代》， 导演
滕华涛的电视剧作品一直致力于
挖掘现实生活中最热门、 最敏感
的话题 ， 即将播出的 《二胎时
代》 也不例外。 作为社会话题剧
的最强操刀者， 滕导的剧往往也
能很好地触动社会痛点， 引发全
民关注和热议。

看点一：
上演权利与智谋的较量

电视剧 《大宋传奇之赵匡
胤》 将故事的核心放在了陈建斌
饰演的赵匡胤身上， 他是乱世中
武功卓尔不群的草民、 是一个不
愿杀人的武将， 他宅心仁厚， 救
苦命女子赵京娘于水火之中， 千
里送其归家。 他带领一帮兄弟在
乱世中出生入死， 又在众兄弟的
拥簇下 “黄袍加身”， 称帝之后
为巩固政权， 他明智的选择了杯
酒释兵权。 在宰相赵普的辅佐下
开创大宋盛世， 与胞弟赵光义在
皇位争夺间的精彩对决， 《大宋
传奇之赵匡胤》 上演了一部触目
惊心的男人大戏。

该剧也是陈建斌与高希希导
演的第二次合作 ， 两人之前在
《新三国 》 就有过默契的配合 ，
而这次陈建斌更是坦言， 角色本
身的丰满和高希希导演是最吸引
他的地方， 高导对历史剧的严格
把控、 质量保证让自己很放心，
而且饰演一代开国皇帝赵匡胤，
对自己也是一种挑战。

看点二：
尊重历史经典再现

据悉， 该剧为了尽可能的还

原五代十国及北宋时期的场景，
展现当时的社会风貌， 高希希导
演在开拍前做了充分的前期准
备。 不仅在拍摄场地和道具、 服
装等选取方面进行了长时间的考
证， 查阅了大量的史书， 而且对
历史中的著名典故也是真实再
现。 千里送京娘、 陈桥兵变、 雪
夜访普 、 杯酒释兵权 、 黄袍加
身、 斧光烛影， 这些广为流传的
典故， 高希希导演采用了写实的
手法， 在剧中鲜活的呈现， 观众
们在观看时也会与剧中主演们一
起重温那段历史岁月。

看点三：
一场华美的视觉盛宴

除了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
外， 此次 《大宋传奇之赵匡胤》
在服化道上也是下足了功夫， 五
代十国战乱纷飞时， 服装较为简
单质朴 ， 更加突出平民百姓气
质。 而在赵匡胤称帝后， 服装及
造型都相当考究 ， 色彩更加鲜
艳， 官员以深蓝为主简单庄重，
女装则以清雅端庄、 华丽精美为
主 。 全手工打造的多款华美服
饰， 赏心悦目的颜色搭配， 逼真
的场景设置， 《大宋传奇之赵匡
胤》 的精良制作也将带来一场完
美的视觉盛宴。

（鑫鑫）

1938年底， 22岁的左翼音乐
家周巍峙， 率西北战地服务团赴
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 在
他的回忆里， 根据地到处可以听
到 “到敌人后方去， 把鬼子赶出
境” 的歌声。

《到敌人后方去》 由赵启海
作词， 冼星海谱曲， 于1938年9
月在武汉完成。 在艰难岁月里，
《到敌人后方去》 曾激励无数游
击战士英勇作战、 保家卫国， 引
领无数仁人志士投身抗日救亡的
伟大事业。

1938年初， 赵启海和冼星海
在武汉结识并开始合作。 1938年
9月， 周恩来到武汉视察抗战宣
传工作， 在为所属演剧队报告当
前局势时 ， 重点阐述了毛泽东
《论持久战》 的战略思想， 强调
要挺进敌人后方开展群众运动，
独立自主进行游击战争。

这场报告启发和鼓舞了在场
的赵启海和冼星海。 “为了响应
党的号召， 他们创作了一系列以

敌后抗日为主题的歌曲， 《到敌
人后方去》 是其中传唱度最高的
作品之一。”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
究员向延生说。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
境。不怕雨，不怕风；抄后路，出奇
兵；今天攻下来一个村，明天夺回
来一座城。叫鬼子顾西不顾东，叫
鬼子军力不集中。 ”

通俗易懂的语言， 朗朗上口
的旋律， 这首刻画豪迈勇敢的游
击战士、 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
《到敌人后方去》， 很快就从武汉
三镇传到了全国， 鼓舞广大人民
群众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

当战争的硝烟散去， 和平年
代里 《到敌人后方去》 依旧传唱
不朽。 激昂旋律已成为抗战历史
的背景音， 是在中国人血液中的
家国记忆。 无论是1982年的电影
《战斗年华》， 还是2010年的纪录
片 《我的抗战》， 《到敌人后方
去》 的歌声都贯穿其中， 与那段
特殊的岁月紧紧相连。

《我的媳妇是女王》
8月11日
天津卫视

由著名导演俞钟执导， 霍思
燕、 王浩钧、 雷佳音、 王晓卯、
曹征等诸多当红演员主演的都市
时尚情感剧 《我的媳妇是女王》，
讲述了三个家庭的年轻女主人携
手迷失的家人找到生活真谛、 重
建人生港湾的历程。

本剧通过三个家庭情感故
事 ， 讲述了女强男弱 、 女大男
小、 男强女弱三种组合所面临的
婚姻生活与摩擦， 还有婆媳关系
等诸多现实问题， 希望给观众以
启发和探讨的氛围。

每年暑假， 国家大剧院都会
为青少年准备丰盛的 “艺术大
餐”。 8月7日， 刚刚开幕不久的
北京喜剧院内， 一场特殊的 “大
师课” 让孩子们乐开了花。 著名
喜剧表演艺术家陈佩斯， 再次面
向青少年 “收徒”， 并向他们传
授 “喜剧攻略”。

上午十点钟， 大剧院 “音乐
附小” 的孩子们首先登台， 向陈

佩斯老师演出自编、 自导、 自演
的默剧 《我的一天》。 从 “睡前
时光”， 到 “一个人在家”， 再到
“电视机抢夺大战” ……所有剧
情， 丝毫不借助道具， 均靠肢体
动作表达。 妙趣横生的剧情， 通
过小演员们惟妙惟肖的表演， 赢
得现场的阵阵掌声与喝彩。 演出

结束后， 陈佩斯对孩子们的表演
表示赞许， 随后亲自登台， 对孩
子们进行示范指导： “默剧， 最
重要的是观察和分析。 表演的时
候， 要特别注意自己的神态和动
作， 要传神。” ……短短一个小
时， 陈佩斯手把手， 向孩子们传
授了不少 “独家秘笈”。 来自校

尉小学的顾梦轩同学表示： “以
前只在电视上见过陈佩斯爷爷的
表演， 现在能够面对面接受他的
指导， 真是太幸福了。”

由国家大剧院运营管理的北
京喜剧院自7月正式开张以来 ，
从开幕大戏 《戏台》 到美国电光
火线剧团 《丑小鸭》， 持续为观
众奉献高品质的喜剧精品。 这一
次， 喜剧院首次举办艺术普及教
育活动， 让孩子们接受喜剧艺术
的滋养与熏陶 。 最令人兴奋的
是， 喜剧院开幕演出季的近百场
精品演出， 均已纳入国家大剧院
惠民低价演出行列， 26000张100
元以下的低价演出票， 将让更多
的观众走进喜剧院， 在开怀的笑
声中感受喜剧艺术的别样魅力。

由高希希执导， 陈建斌、 殷桃、 邵峰、 王绘春、 田玲、 李雯雯等
领衔主演的历史传记电视剧 《大宋传奇之赵匡胤》 于昨起在重庆卫视
和吉林卫视同步播出。 该剧以五代十国的历史为背景， 讲述了宋太祖
赵匡胤 （陈建斌饰） 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8月9
日， 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五届七
次理事会在北京电视台召开。

本届春燕奖参评作品及个人
涵盖影视、 网络视听节目和影视
双十佳工作者五大类奖项。 电视
剧《木府风云》、电影《周恩来的四
个昼夜》、网络视听节目 《2014南
水北调南阳形象片 “印象南阳”》
等52个作品及个人榜上有名， 高
满堂等9人获得十佳电视工作者

荣誉称号， 张国立等10人获得十
佳电影工作者荣誉称号。

春燕奖由北京电视艺术家协
会于1991年创办， 每两年举办一
届。 《渴望》、《编辑部的故事》、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金
婚》、《集结号》 等都曾榜上有名。
春燕奖获奖作品摒弃媚俗炒作、
忽视社会效益、 单纯追求收视率
和票房等不良风气， 注重弘扬时
代主旋律是其最大特点和亮点。

■台前幕后

《大宋传奇之赵匡胤》开播

《到敌人后方去》：
点燃抗日救亡的燎原星火

第十八届春燕奖揭晓

喜喜剧剧院院老老戏戏骨骨
对对话话小小戏戏迷迷

□本报记者 张江艳 文/摄

本报讯 由于14年前的剧版
《寻秦记》 播出后大受欢迎， 作
为男主角的古天乐一直有意拍摄
电影版。 如今影版 《寻秦记》 已
提上日程， 古天乐决定重启该项
目并于明年开拍。

古天乐为了拍摄 《寻秦记》
电影版， 几年前已开始筹备和洽
购小说版权， 但当时资金出了问
题， 剧本又不满意， 影片一度被
搁置， 但去年古天乐成立了天下
一公司后， 背后得到外国基金支
持， 他便重新启动筹拍计划， 而

且已开始接触其他演出者。 林峰
经纪公司英皇已收到古天乐方面
通知， 想请林峰继续演出嬴政一
角， 而原剧中的宣萱、 郭羡妮、
滕丽名和江华也希望争取到投资
方起用。

电影版 《寻秦记》 制作成本
预计8000万元人民币， 总预算高
达1亿1千万元人民币。 由于古天
乐欣赏的杜琪峰导演没有档期，
导演将会另觅人选， 待找到合适
的导演后， 预计该片将会于明年
年中在内蒙古开拍。 （艾文）

古天乐回归影版《寻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