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电视剧 《金水桥边 》
正在北京卫视热播。 该剧围绕着
老北京四合院里四个家庭之间的
恩怨纠葛 ， 展现了从 1949年到
1979年三十年间的历史变迁。 剧
中， 实力演员李乃文饰演的公安
干警 “孙光大” 堪称其中亮色的
一笔。

为演好急性子孙光大
李乃文跟自己较劲

李乃文曾塑造过众多脍炙人
口的 “小人物”。 《钢的琴》 里
的 “文艺父亲” 陈桂林、 《结婚
前规则 》 里的 “抠门老板 ” 周
凡、 《爷们儿》 里的 “另类爷们
儿” 刘全有、 《铁甲舰中的男人
们》 里的 “百变骗子” 李文章。
无论塑造什么样的角色， 李乃文

总能凭借对角色的深度揣摩和自
己的独特理解 ， 赋予其新的色
彩。 在他看来， 自己一直格外偏
爱 “小人物”。 在饰演人物的过
程中 ， 李乃文更喜欢在人物的
“缺点” 上做文章。 “太高大上、
符号化的角色我还真不知道怎么
去诠释， 可能我的创作习惯造成
我甭管演什么， 都得让他有些可
爱的小缺点， 没缺点我也得给他
演出点缺点来， 这样才真正像个
人。 ”在他看来，“每个人多多少少
都有他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愿意
演这种看上去非常真实的人，就
是让大家相信， 同时让我自己也
相信， 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

剧中， 李乃文饰演的孙光大
是个不折不扣的 “急性子”， 刚
来公安局就因为众人不服气， 一
个人 “绑架” 了一群同事； 遇到

案子比谁都急， 捉拿罪犯永远冲
在第一个。 而生活中的李乃文却
是个十足的慢性子 ， 他评价自
己： “我这人就是急不起来， 别
人都急得火烧房梁了， 我还是能
不紧不慢的”。 为了演出剧中人
物的雷厉风行的感觉 ， 李乃文
“天天跟自己较劲， 生扳自己的
慢性子”， 以期更贴近人物。 这
种较劲确实呈现给观众一个勇敢
热血的公安干警形象， 不过回到
自己的生活中， 李乃文还是觉得
慢性子挺好， “慢代表的是稳，

稳中求胜， 这才对呢。”

话剧舞台是良师益友
想“常回去看看”

跨足影视剧之前， 李乃文曾
是话剧舞台上的佼佼者， 与孟京
辉、 赖声川、 林兆华、 田沁鑫等
著名话剧导演合作过 《恋爱的犀
牛》 《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意外死
亡》 《他没有两个老婆》 《查理
三世》 《生活秀》 等多部经典话
剧。 谈起话剧对自己的影响， 他
表示话剧舞台给了自己很多， 除
了演戏的基本功， 他更是从那里
学会理解人物、 创造人物。 “因
为话剧能够给你一个足够长的时
间去排练、 去想， 而电视剧则要
求演员迅速地进入一种状态。 如
果前期没有准备好的话， 迅速进
入状态的过程会很困难， 或者说
会很容易进入一个错误的状态。
而舞台剧的这种磨合， 我觉得对
一个人去把握自己的这个状态很
重要。” 他还表示， 舞台简直就
是自己的家一样， 如果有机会，
一定还会再回到话剧舞台演 ，
“现在身边的朋友、 家人一排练
话剧， 我也经常回去看， 哪怕不
演， 光看着就很舒服。”

□本报记者 高铭

■明星故事

慢性子李乃文：

□本报记者 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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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者3：忠诚世界》

《愤怒的小鸟》
导演： 费格尔·雷利
5月20日

于彧 整理

■银幕掠影

5月20日
导演： 罗伯特·斯文克

由全球知名娱乐公司Rovio
出品的3D动画大电影 《愤怒的
小鸟》， 由参与制作 《冰雪奇缘》
《天降美食 》 等影片的克莱·凯
蒂 、 《丛林大反攻 》 主创费格
尔·雷利担任导演， 杰森·苏戴奇
斯、 乔什·盖德、 丹尼·麦克布耐
德分别献声 “胖红” “飞镖黄”
与 “炸弹黑”。

《愤怒的小鸟》 故事发生在
风景如画的岛屿上， 这里住着一
群不会飞但十分友善好客的小
鸟， 脾气暴躁的 “胖红” 一直不
怎么合群， 被要求去上 “愤怒管
理课” 的它结识 “飞镖黄” 等同
样十分特别的小鸟， 迅速成为好
朋友。 一天， 绿猪们的到来打破
了岛上原有的平静， 不信任绿猪
的 “胖红” 是否能成功阻止它们
的阴谋得逞？

好莱坞青少年科幻动作片
《分歧者3： 忠诚世界》 将于本周
起在中国上映。 影片讲述女主角
特丽丝等人推翻派系制度之后，
为开辟未知新世界展开保卫家园
之战的故事。

《分歧者》 系列影片改编自
维罗尼卡·罗斯同名系列小说 ，
在 《分歧者3》 中， 特丽丝和老
四 将 带 领 众 人 翻 越 芝 加 哥 围
墙 ， 试图寻找解决麻烦的方法，
然而墙外的发现却让他们了解到
一个更大的谎言， 原来被分为五
大 派 别 的 芝 加 哥 不 过 是 基 因
局 制 造的一场实验 ， 身为分歧
者的特丽丝基因纯净， 这个谎言
让 她 了 解 到 事 情 的 真 相 会 动
摇 墙 内所有人的生存基础和价
值观……

当前群众文学是一种什么生态？ 5月6日， 本报记者走进京郊延庆区文化馆， 探访群众文学艺术创作现状。

王树平： 清贫中的坚守

“张山营镇吴庄村有个农村
妇女， 经常写点文学作品， 可以
去看看！” 延庆区文化馆民保文
学部张义说。

吴庄村离延庆城区不远， 开
车10余分钟就到了。 走进村委会
的院子， 一边是一堆堆柴禾整齐
地码放， 一边停放了数辆汽车，
原生态和现代感交织在一起， 如
果不挂牌子， 这里和普通农家院
没有任何区别。

院内最里面的屋子里走出一
名中年农村妇女， 很热情地招呼
文化馆工作人员 ， 她就是王树
平， 吴庄村群众文化组织员。

这间房屋是益民书屋， 一排
排书籍码放书架上， 一个个座椅
静候读者。 坐下来后， 记者开始
了与王树平的交谈。

“我爱看书， 1998年的一天，
我从村里步行到延庆城区的路
上 ， 捡到了一本 《农家女百事
通》， 看了上面的故事， 我觉得
我也能写， 从此开始投稿。” 王
树平今年54岁， 河北赤城县人，
1986年嫁到延庆， 是一名地道的
农民。 年轻的时候， 王树平念过
高中， 喜欢民间文学， 也不时创
作投稿。

“不敢公开读书， 怕人笑话，
人说你一个农民读什么书？ 农民
读书就是不务正业！” 王树平只
得偷偷摸摸地看书， 偷偷摸摸地
投稿， 特别是王树平的丈夫生病

后， 反对她读书。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2010年 ，

村里建书屋， 王树平拿着自己投
稿的作品， 通过笔试面试被聘为
村里的群众文化组织员。 自此之
后 ， 王树平有了正当的看书理
由。 书屋里一共有1500余册书 ，
这几年王树平都看完了。 借助区
文化馆开展乡村文化节征文的机
会， 王树平创作投稿， 斩获一等
奖、 三等奖等多个奖项， 这也让
王树平有了成就感。

“当上群众文化组织员后 ，
我也常常带一些书回去给丈夫
看， 渐渐地， 丈夫不怎么反对我
读书了。” 王树平说。

在交谈中， 记者得知， 王树
平的生活比较清贫， 经济收入主
要靠每月几百元的群众文化组织
员补贴和丈夫的千余元生活补
贴。 “女儿已经工作了， 也会时
常给我们钱。” 王树平说。

对于文学创作的道路， 王树
平表示还会坚持下去。

杨东旭：几经反复又拿起笔

杨东旭是记者采访到的延庆
区群众文学创作的另一个农民，
他老家在大庄科乡， 离延庆城区
有80里地， 如今已经搬到延庆城
区居住。

“以 前 文 学 兴 盛 时 ， 乡 里
7000多农民 ， 有几十人爱好文
学 ， 形成了爱好文学的风气 。
1984年 、 1985年 ， 我们乡里有
134篇稿件在各大刊物上发表 ，

当年北京的第一份油印刊物还是
我们乡出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越来越不喜欢文学创作， 如
今坚持文学创作的只剩我一人
了， 这还得归功于区文化馆的支
持。” 杨东旭说。

原来， 文学艺术创作由盛到
衰转换期间， 杨东旭在文学很难
养家糊口的情况下弃笔从商 。
“你不写东西可惜了 ！” 大约是
2000年前后， 延庆区文化馆负责
人找到杨东旭这么说， 于是， 杨

东旭又重新捡起笔杆子， 开始文
学创作。

做生意赚了钱， 家里也种上
了麻核桃， 有了经济保障， 杨东
旭文学创作起来很有干劲儿 。
200多首诗歌， 94篇散文 ， 若干
奖 项 ， 这 是 杨 东 旭 这 些 年 来
的 成 果 ， 这也让杨东旭颇为高
兴。 他觉得写习惯了， 一天不写
就手痒。

目前， 杨旭东正写 《古韵延
庆》 一书， 已经写完了8万多字。

政府搭建平台
拓展成长空间

群众文学艺术创作的出路在
哪里？ 如何吸引更多的人走上文
学之路？ 这是延庆区文化馆馆长
郭延辉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郭延辉向记者介绍了延庆区
群众文化艺术创作的现状： “文
化馆连续举办了九届乡村欢乐节
的征文活动， 稿件从几十篇上升
到上千篇， 还是以50岁以上人居
多， 文艺青年极少。 可喜的是，
有些初中生开始投稿， 这说明我
们撒播的文学种子在发芽。”

目前， 延庆区文化馆也在努
力， 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深入调查
发现人才， 对创作群体进行统计
分类， 搭建群体的创作平台， 让
优秀人才能够被发现、 被重视、
被带动、 被发展， 然后自然成长
脱颖而出。 每年， 区文化馆立项

申报资金并吸收社会资金和政府
扶持资金， 对文学创作人才进行
培训， 鼓励和扶持。 在以区文委
与文联合办的 《妫川文学》 刊物
为平台， 培养文学人才的同时，
文化馆正在筹备着电子期刊 《延
庆群文》 的出版工作， 近期将与
读者们见面， 以更加新颖的阅览
形式、 更加便捷的传播方式、 更
加广泛的读者群体， 提升延庆群
众文学队伍的创作水平。 区文化
馆还专门邀请专业作家现场进行
创作辅导， 使全区文学爱好者受
益匪浅。 结合舞台， 区文化馆把
优秀的群众文学创作成果和星火
演出、 夏日文化广场演出结合起
来进行展示。

此外， 区文化馆还成立文学
艺术室， 定期开展文学交流和研
讨工作。

“下一步， 我想搭建一个更
大的平台，设立一个文学奖项，目
前也正在策划当中！ ”郭延辉说。

探 访

出 路

文学艺术创作的民间坚守
———记者探访延庆群众文学艺术创作现状

我偏爱演小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