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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哈尔滨度

过的
!

那时的哈尔滨正在日本帝国主

义者的蹂躏下挣扎着
!

这给陈的青

少年时代蒙上了一层阴影
!

形成了终

生难忘的印象
"

在以后的创作生涯中
!

他总想用戏剧或小说的形式描写那一

段血泪交加的历史
"

!"#$

年
!

陈开始

搜集这方面的材料
"

!"%$

年
!

陈与原

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李维民整理回忆

录
"

陈与李维民合作了
&

年
!

完成了

李维民的长篇回忆录
#

地下烽火
$%

这
&

年
!

不但使陈完全沉浸在庄严的革

命斗争气氛中
!

而且不断地产生创作

冲动
!

总想把那些生动感人的事迹和

他从前搜集到的创作素材结合起来写

一部小说
"

直到
'"()

年
!

陈终于开始着手

创作这部小说了
"

在书中
!

陈写出了

时代特征和旧时哈尔滨的社会风貌
"

为了唤起青年时代的记忆
!

陈在哈

尔滨住了一个夏天
!

走遍了要写的大

街小巷
!

找了许多老哈尔滨人谈旧时

哈尔滨的风貌
&

人情
!

查阅了许多资

料
"

陈在作品中还努力塑造老中青

三代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
"

在老一代

中陈选择了背着沉重包袱的老名

士
&

老官员卢运启
!

他出身名门望族
!

继承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浩然正

气
"

当日寇入侵
!

大敌当前的时候
!

他

牺牲性命保住了民族气节
"

在中年知

识分子中
!

陈除了塑造王一民
&

李汉

超那样的英雄人物之外
!

也描写了作

家塞上箫的动摇和软弱
!

党员柳絮影

的苦闷和彷徨
!

名门闺秀卢淑娟的幻

想和追求
"

对日本青年学者玉旨一郎

的描写
!

则是陈在研究了冒死为东

北抗日联军运送军火的伊田助男等日

本反战志士的材料
!

被深深感动之后

奋笔写下的
"

在青年知识分子中
!

除了

烈士罗世诚
&

共青团员肖光义等
!

陈

也刻画了卢运启的独生儿子卢秋影
"

这是一个被坏书
&

坏电影污染了灵魂

的纨绔子弟
!

是旧时代青年的一种类

型
"

*")+

年
!

陈终于完成了这部长

达
(!

万字的小说
!

他几经思考
!

把这

部小说命名为
'

夜幕下的哈尔滨
$"

同

年
,

月
!'

夜幕下的哈尔滨
$

由春风文

艺出版社发行
"

小说问世后
!

一时间洛

阳纸贵
!

两年内共
&

次印刷
"

陈的名

字一时间家喻户晓
"

*")-

年
!'

夜幕下

的哈尔滨
$

被改编成电视剧
!

同年获得

电视飞天一等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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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许多个傍晚
!

一位年轻

人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

巷
!

他侧耳倾听着从街道两旁的民居

中飘出的长篇小说
'

夜幕下的哈尔

滨
$!

他微眯的眼睛流露出惬意
!

唇边

挂着一丝难以抹去的笑意
!

他正是这

篇小说的朗读者王刚
"

'

夜幕下的哈尔滨
$

可谓王刚的成

名作
!

那段录制小说的日子令他至今

仍难以忘怀
(((

每天在位于复兴门外

的广播大楼录制广播小说
!

下班后揣

上
%

元钱的稿酬
!

骑一辆自行车去和

平门烤鸭店吃一份
&!%

元的烤鸭
%

一来

二去
!

他成了那里的熟客
!

自然也就有

了
)

专座
*

的待遇
%

伙计在得到一句
)

老

样子
*

的答复后
!

便会将一份鸭子
&

-

两

饼
&

一碗汤外加一瓶啤酒端在他面前
%

从烤鸭店出来
!

已是灯火初上时分
!

王

刚便骑着自行车穿梭于
)

夜幕下的北

京
*

的大街小巷
+,

那种感觉在
+.

多

年后依然感动着王刚
%

据统计
!

当年小

说连播
'

夜幕下的哈尔滨
$

在全国拥有

&

亿多听众
%

今年
&

月
!

北京电视台播出了纪

录片
'

电视往事
$!

以编年体的手法

全面梳理了
*").

年至
*"""

年间我国

电视剧的发展和传播史
!

王刚是这部

纪录片的主持人
!

当播放到
*")-

年

这集时
!

王刚最为感慨
!

因为片中出

现了他首次
)

触电
*

的镜头
-((

电视

剧
'

夜幕下的哈尔滨
$

中的
)

说书

人
*%

据该剧导演任豪回忆
.

电视剧

开拍之前
!

王刚找到任豪毛遂自荐
!

希望能够出演剧中的日本青年玉旨一

郎
!

但是任豪的心目中已经有了这个

角色的扮演者
!

他建议王刚扮演一个

特殊的角色
)

说书人
*!

这也是我国

电视剧历史上的一次突破
!

这个角色

的设置主要为串场
!

他会把一些关键

的语言直接表述出来
!

在当时还引起

了一番争议
%

回忆拍戏的过程
!

王刚说
. )

我

有一个固定的录像房间
!

但是就我个

人而言
!

这个屋子热得如同炼狱一

般
!

因为拍摄时正值
(

月末
!

是哈尔

滨最热的时候
!

我拍戏的房间就在剧

组住的招待所里
!

为了保证光线
!

要

用棉被把所有的窗户遮起来
%

当时还

没有空调
!

屋里起码
-.

多摄氏度
!

我记得还有
-

个大灯烤着我
!

我还得

西服革履
%

说完一段
!

工作人员就把

灯关上
!

拿着两台电风扇吹我
!

因为

我是大汗淋漓
!

又不能擦
!

否则妆就

破坏了
!

后来有人开玩笑说我在坐月

子
%*

时隔多年
!

王刚还记得自己说

的第一句台词
. )

我从书架上把
'

夜

幕下的哈尔滨
$

这本书拿下来
!

坐

定
!

然后打开
!

说道
. /

哈尔滨的春

天
!

好像是被日本侵略者卡住了一

样
!

竟来得这样迟缓
0%

但现在我看

着这个镜头就想笑
!

我觉得自己当时

有些装腔作势
!

显得挺假的
%

如果我

现在讲这句话
!

就会说
/

这是
*"&+

年的春天
!

清明已经过去
!

谷雨快到

了
!

可哈尔滨的春天
!

好像是被日本

侵略者卡住了一样
!

竟来得这样迟

缓
0!

这样就平实多了
%*

眼下赵宝刚

翻拍的
'

夜幕下的哈尔滨
$

正在央视

播出
! )

相对于剧中的人物和情节
!

我觉得看这部剧主要是满足自己的一

种情结
*!

王刚如是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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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俩的婚姻
$

编剧兼导演

李自人在撰写剧本之前
!

曾经进行

了深入采访
!

教授
&

记者
&

作家
&

出

版人
++

都是他的采访对象
!

他们

对于自身婚姻的总结和思索为李

自人提供了生动丰富的细节
%

李自

人提到
!

他还特意采访了不少女权

主义者
!)

因为我本人是男性
!

在写

作时会不可避免地加入男性的主

观色彩
!

但是我希望这部作品的叙

事通过男女两位主人公的视角完

成
!

所以也十分重视女性朋友的意

见
% *'

我们俩的婚姻
$

尽量客观地

照顾两个人的立场
!

讲述
)

我们俩
*

之间那种
)

对
*

与
)

对
*

的冲突
%

李自

人把剧中所有对与错是与非的问

题都交给观众
!

任由观众从各自的

立场出发
!

并作出自己的判断
%

观

众们会发现
!)

我们俩
*

之间的矛

盾
!

往往是貌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或者一件小事所引发的
!

这使得剧

情的发展更自然
!

也更接近寻常百

姓所熟悉的家庭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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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关系是婚姻中永远的
)

主

角
*!

随着社会发展
!

这个矛盾的形

式也在与时俱进
%

以往传统文艺作

品中
!)

受气媳妇恶婆婆
*

时常出

现
!

但如今的婆媳关系已经发生了

很大变化
!

李自人说
.)

我发现了一

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

在很多职业女

性的描述中
!

她们的婆婆依然是非

常强势的
3

恶婆婆
0!

而那个站在母

亲与妻子身前背后的男性
!

依然扮

演着无可奈何的角色
%

我在编写剧本时
!

在这方面做

了较大篇幅的努力
!

力图向人们揭

示当下婆媳矛盾的事实真相
---

随着妇女地位提升
!

家庭格局改

变
!

乾坤早已倒转
%

与年长的婆婆

相比
!

年轻的媳妇占有更多的社会

资源
&

文化资源和性别资源
!

而婆

婆一方往往已经成为社会的弱势

群体
% *

剧中夏小宁和婆婆的关系

就是这样
!

不过也反映出另外一层

内容
---

婆媳之间如果能够将心

比心
&

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
!

双

方关系就能改善很多
!

这是在任何

社会都行得通的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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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问李自人对
'

我们俩的

婚姻
$

的观众如何定位时
!

他的回

答颇有些出人意料
.)

我觉得这部

作品是拍给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

观众看的
%

因为这些人愿意反思生

活中的问题
!

就能从
'

我们俩的婚

姻
$

看似琐碎
&

平凡的故事中去思

索婚姻
&

思索生活
%

通过这部电视

剧
!

我想告诉和夏小宁
&

秦岩年龄

相仿的观众
!

尽管夫妻之间会发生

矛盾
!

尽管有时两个人的内心都是

伤痕累累
!

尽管深受束缚渴望自由

++

其实只要存在感情基础
!

那么

夫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仅

靠离婚就能一刀斩断的
4

我希望他

们能够像苗圃扮演的夏小宁和李

亚鹏扮演的秦岩一样
!

能够用前所

未有的真诚面对问题
!

认真清理爱

情
&

亲情
&

友情这些生命中最本质

的内容
!

愿意为共同的婚姻付出努

力
!

坚持下去
!

有时只要再坚持一

步
!

就能够获得成功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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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组一行人来到了位于陵县的文博苑
!

这里为仿古

建筑
!

青砖碧瓦
!

红柱黄顶
!

雕梁画栋
!

古朴典雅
%

东走廊

南端有一栋双层飞檐六角封闭亭
!

国家一级文物颜真卿

书
'

东方画赞碑
$

坐落其中
!

该碑系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

卿任平原郡
/

今陵县
1

太守时
!

为迷惑安禄山的使者而书

写
%

碑高
+%.

厘米
&

宽
*.2

厘米
&

厚
++

厘米
%

碑文系晋散

骑常侍夏侯湛撰文
!

赞颂了东方朔的人品
&

学识
&

风格和

作风
!

集颜真卿的篆
&

隶
&

楷三种书体于一碑
!

因此该碑也

被人称为三奇碑
!

即奇人
---

东方朔
&

奇文
---

夏侯湛的

赞文
&

奇书
---

颜真卿的字
%

为了欢迎剧组主创
!

文博苑

的工作人员特意将封闭亭的大门开放
!

使大家可以近距

离瞻仰这座国宝
%

)

年前
!'

东方朔
$

的制片人李功达曾经踏上过这片

土地
!

寻找拍摄
'

东方朔
$

的灵感
!

而今故地重游
!

令他感

慨万千
%

在东方朔的塑像前
!

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

李功

达指着周围说
.)

)

年前我们来到文博苑时
!

这里还在修

缮
!

今天已经是面貌一新了
!

这说明当地政府非常重视文

物保护
%

其实不仅是文博苑
!

整个陵县的变化都非常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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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东方朔的扮演者
!

程前对此行的心情是百感交

集
!)

我从知道要来山东
!

就一直很激动
!

因为拍戏前我没

有来这里
!

这次终于可以补上智圣故里行了
% *

刚来到文

博苑
!

程前就一头
)

扎
*

进了有关东方朔文物的展室
!

墙上

挂着几幅后人为东方朔绘制的画像
!

外貌神态各有不同
!

程前指着一幅东方朔怀抱酒坛
&

表情落寞的画像说
.)

这

就很像他屡次立功
!

但不被汉武帝重用时的状态
% *

还有

一幅画像上的东方朔满面虬髯
!

咧嘴大笑
!

程前说
.)

这就

代表了这位智圣的幽默和自嘲
% *

旁边是一张

东方朔生平大事年表
!

程前感慨地说
.)

如果拍

戏之前能看到这张表
!

我对东方朔的生平会更

加清晰
!

肯定对表演也会有所帮助
% *

当被问到

是否有拍摄
'

东方朔
$

续集的打算

时
!

程前告诉记者
.)

我在
'

东方朔
$

中
!

从东方朔的
++

岁演到
#+

岁
!

还有很多情节没有出现
%

据史料记

载
!

东方朔是人类历史上登上北极

的第一人
!

作家龙吟也在小说
'

智

圣东方朔
$

里写到了这个情节
!

虽

然后人很难想象
!

但是我愿意相信

这件事情
!

如果有机会能够将这段

历史搬上荧屏
!

我会非常乐意去

演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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