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末球评

有着 “话剧小王子” 之称的郭京
飞自话剧界转战到影视界后， 给观众
奉献了一部又一部佳作， 老戏骨冯恩
鹤先生也称赞他是 “30岁到40岁这个
年龄阶段中 ， 非常优秀的男演员之
一。” 他主演的38集战争传奇剧 《胜利
之路》 正在北京影视频道播出。 该剧
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 日军对鲁中
南山区展开疯狂扫荡， 以郑少军为首
的 “狼王小分队” 与敌人斗智斗勇并
最终挫败敌军阴谋的故事。

此次在 《胜利之路》 中， 郭京飞
饰演的郑少军和 《秀才遇到兵》 中的
龙千言、 《伪装者》 中的明氏三兄弟
一样， 是一个标准的 “富二代”， 这也
是近些年抗战剧的一个新转向和新突
破 。 相比 “草根 ” 抗日 ， “富二代 ”
的抗战视角有更大的剧情延展空间 ，
他们大多富有学识， 拥有超于常人的
军事谋略和资本支持， 在抗战中可以
利用的优势更加丰富。 而郑少军恰恰
如此， 虽然没有龙千言和明氏三兄弟
的书卷气息， 但同样有着出色的军事
天赋 、 不凡的身手以及顶尖的枪法 。
剧中团长姜志国曾这样评价道： “我
觉得他有一股子劲儿， 像一只受伤的
狼。” 也正因此， 代号 “狼王” 的郑少
军， 带领着小分队成员， 粉碎了敌人
的奸计， 阻止了敌人的核心计划， 自
己也从一个 “混世魔王” 般的 “富二
代” 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八路军战士。

在 《胜利之路》 之前， 郭京飞曾
出演过 《大男当婚》、 《约会专家》 等
多部喜剧， 尤其是古装职场喜剧 《龙
门镖局》 中的陆三金， 给观众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扎实的话剧功底赋予了
他不俗的演技， 也成就了郭京飞风格

明显的 “郭氏幽默”。 此番从喜剧转战
到抗战剧， 不仅是郭京飞的抗战剧首
秀 ， 也是他内心珍藏多年的夙愿 。
“因为我是军人世家， 我爸爸、 姑姑、
爷爷奶奶全部都是军人， 我从来没有
拍过一个军人的戏， 所以希望能够拍
一个给他们看。” 不过， 这也并不意味
着郭京飞彻底放弃了自己耍宝逗乐的
一面， 为了权衡好正剧的严肃氛围与
人物的幽默感， 郭京飞在拍摄前期做

了大量的案头工作 ， 仔细研读剧本 ，
反复琢磨剧中形象， 在人物语言、 眼
神、 动作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将
郑少军的放荡不羁和幽默搞笑表现得
恰到好处。 比如郑少军在八路军独立
团放羊时的情节， 因为羊群一直不肯
走， 这位公子哥先是对着头羊振振有
词地说教了一番， 又硬生生地扯着羊
角试图把头羊拖走； 在炊事班切菜时，
没进过厨房的他更是直接拿起菜刀开

启了 “剁菜模式”， 闹出了很多笑话。
谈及对郑少军这个角色的认识 ，

郭京飞说： “抗战剧中人物的思想性
要有， 但也不能脱离现实， 英雄也应
该真实、 生活化。 郑少军有纪律约束，
同时也是普通人， 有七情六欲， 有轻
松、 开玩笑的时候， 但关键时刻依然
遵守纪律， 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
情感之上。” 而这， 正是郭京飞饰演的
郑少军希望呈现给观众的角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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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京飞：
《胜利之路》圆我军人梦

□本报记者 高铭

天天津津：： 中中国国足足球球的的重重镇镇
周日下午的2015赛季京津德比意

义非凡， 如果这场比赛国安战胜了天
津队， 就极有可能送天津队去中甲 。
虽然天津队降级不是一次了， 但这座
城市堪称中国足球重镇， 中超没有天
津队就像是欧洲杯没有荷兰队。

天津足球历史的第一个高潮是
1957年国家白队落户津门。 彼时， 天
津的足球氛围极好， 但作为华北的经
济重镇， 天津却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
球队。 当外国强队访问天津时， 只能
是派其他省市球队应对。 国家白队来
津后， 队服上也正式印上了 “天津 ”
两字， 天津队也成为了国内足坛的一
支劲旅。 1960年， 天津队在全国甲级
联赛最后一轮比赛中力克辽宁队， 首
夺联赛冠军。 1965年， 天津队还赢得
了第二届全运会足球金牌。

天津队的第二个高潮出现在上世
纪80年代， 这次高潮完全是因为天津
足坛涌现了一大批天才球员。 现任天
津泰达俱乐部技术总监的陈金刚， 就
是那批 “黄金一代 ” 球员的佼佼者 ，
当年在世预赛上， 陈金刚、 左树声等
天津球员 ， 曾打得沙特人落花流水 。
1980年， 天津队再次拿到全国甲级联
赛冠军， 而在十几年间， 天津队培养

出了刘金山、 王广泰、 齐玉波、 王玉
俭、 王建英、 郭家儒、 左树声、 陈金
刚、 吕洪祥 、 尹怡 、 山春季 、 段举 、
宋连勇、 施连志这些出色的国脚级球
员。

天津足球还为中国足球职业化做
出了贡献， 天津队是中国第一支与企
业联姻的球队 。 1984年 海 鸥 厂 赞 助
天津队 ， 天津队也冠名 “天津海鸥
队 ”， 那个时候球队有冠名是件很
新鲜的事情 。 不过 ， 等真正进入了
职业化 ， 天津足球却一度举步维艰。
1995年 ， 天津队升上甲A， 但这支球

队却总是在降级区徘徊， 1997年天津
队跌入甲B。 一年之后 ， 天津队重返
顶级联赛。 这些年在顶级联赛中， 天
津队偶有佳作， 也曾打过亚冠夺得过
足协杯 ， 但总体来讲他 们 距 离 一 流
始终有一段距离 。 今年天津队高开
低走 ， 现在离降级只有一 步 之遥 ，
这是1997年后天津足球最为危急的时
刻。

北京队一直是天津队的老对手 ，
双方的每次交锋都非常激烈， 京津德
比也是中超的一道独特风景， 但愿这
样的交锋还能继续下去。

□本报记者 段西元

■工会文体动态

企业社区比才艺

■台前幕后

□本报记者 高铭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吴晓阳 ） 近日 ， 展览路街道德
宝社区联合工会举办文艺汇演，
辖区企业队和社区文艺队各显
其能 ， 为社区居民 、 职工献上
一场精彩的文艺比拼。

“军中姐妹” 轻舞飞扬， 吉
他弹唱 《今生缘 》 ， 古筝演奏
《渔舟唱晚》， 在当日文艺汇演
现场 ， 社区工会专干特别联系
了辖区单位 ， 共同参与这场汇
演。

值得一提的是 ， 社区乒乓
球队 、 合唱队 、 舞蹈队 、 武术
队 、 书画队等原本类别不同联
系不多的团队在老师的带领下
切磋技艺 ， 互相学习 ， 都尝试
起 “别家 ” 的绝活儿 ， 使得现
场怪态百出， 笑声四起。

除了精彩的节目 ， 光大银
行还奉献爱心为德宝社区困难
家庭进行了捐款 ， 邮政储蓄银
行的职工则讲解了金融知识。

相关负责人表示 ， 将社区
各文艺队伍和辖区企业聚集在
一起能更好地促进企业职工与
社区的交流融合 ， 也将进一步
推动企业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