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剧《郑和下西洋》不

仅再现了郑和航海的伟大壮

举，而且也用了大量笔墨来展

现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的文

治武功。 此番在剧中扮演朱棣

的便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演员

唐国强。 要说唐国强演过的帝

王可真不少，从越王勾践到秦

始皇，从唐太宗、唐玄宗到宋

仁宗，光是明朝的皇帝他就演

过好几位，如朱元璋、朱允炆、

朱棣等， 还有清朝的皇太极、

雍正帝、乾隆帝。

可是， 演过这么多帝王，

会不会有些厌倦了

?

唐国强非

常肯定地说：“我演皇帝还没

有演烦，当然演员不希望总被

同一类型的角色框住，但是如

果有很好的剧本、角色，我还

是会继续演。 比如这次出演的

明成祖朱棣，就是因为他有自

己的特别之处。 朱棣自古就是

个争议很大的人， 他篡位夺

权，似乎不像一般皇帝那样名

正言顺，但他胸怀大志，干出

了一番丰功伟绩，他狂傲但谨

慎，对人严酷可有时又满怀深

情，这些都是吸引我的地方。 ”

从《郑和下西洋》的导演

马骁那里，记者听说了一件拍

摄过程中关于唐国强“发疯”

的事情。 一次剧组要拍摄这样

一场戏： 装疯的朱棣挣脱家

人， 拿着棍子跑出燕王府，来

到街上又打又砸。 剧情要求唐

国强必须“一面嚷着，一面拿

着棍子连蹦带跳地疯跑着，然

后一棍子下去得把一个摊位

上的板子打断”。

“刚一拍完，唐老师就坐

在我身边看监视器，正说着话

我转头一看， 发现他脸色不

对。 因为此前跟他合作过几部

戏，所以知道他心脏不是特别

好。 ”但唐国强跟马骁说不要

紧，拍完再说，然后吃了马骁

递过来的药， 便表示接着拍。

“最后，一共拍了三遍。 其实拍

完第二遍， 我觉得差不多了，

跟他说后期修饰一下绝对没

有问题，但唐老师没同意。 ”结

果，拍完三遍之后，画面效果

完全合格了，但唐国强已经快

站不稳了。“最后他就是被大

家架着回去的。 ”

而在记者向唐国强求证

这件事时，他却笑着说：“这没

有什么，拍戏本来就是个辛苦

的事情，又想拍好戏又想不吃

苦，那是不可能的。 谁都知道

要注意身体，但是真到拍摄现

场，投入工作之后，工作就是

第一位了，能不能注意身体谁

还想得起来。 ” （李冰）

“ 皇帝我还没演烦”

———访《郑和下西洋》演员唐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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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郑和下西洋》是

一部“男人戏”，尽管剧组的主

创人员并不完全赞同这样的

说法，但是细数剧中的几位主

角，除了徐皇后和其义女宋莲

芯外，几乎清一色都是男性角

色。 而作为剧组中绝对少数的

几位女演员之一，徐皇后的扮

演者于小慧非常肯定地告诉

记者， 别看女性角色不多，但

在片中绝对占有不可替代的

关键作用，更何况自己饰演的

徐皇后又是一个如此完美、如

此令人钦佩的女性。

在于小慧看来，“作为一

位女性，她是完美的

!

对于朱

棣来说，这个妻子也是无可替

代的。 因此，在徐皇后去世后，

朱棣再也没有册封过皇后。 ”

徐皇后可能不及明太祖朱元

璋的马皇后那么有名，但绝对

称得上是朱棣的贤内助，她既

有中国传统女性的温婉睿智，

又不失一国之母的威严；既会

处处维护自己的丈夫、 孩子，

又能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对

他们大胆劝诫。 这也是当初看

完剧本后，这个人物最打动于

小慧的地方。

即使距离拍摄结束已经

过去两年左右的时间，但于小

慧却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

一些细节。“最大的感触来自

于温度，在北京拍摄时正值降

温， 室外温度大约降到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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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氏度，剧组所在的远郊山区

温度则是在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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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氏度以

下。 ”身着单薄而华丽戏装的

于小慧只能冻着。

徐皇后临死前的那场戏

让她印象非常深刻。 剧本由

最初简单的皇帝皇后两人对

望然后皇后平静离去， 改成

了朱棣坐在徐皇后病榻前，

抱着爱妻， 听她笑着流泪回

忆过去。

“拍摄的时候导演要求唐

国强老师和我都要哭，于是我

一边说台词，一边感觉到唐老

师的眼泪滴到我的脸上，我的

眼泪又滴到自己衣服上。 眼泪

刚掉下来的时候还有点温度，

但是瞬间就变冰凉了。 一场戏

拍下来，我和唐老师的脸都快

冻木了。 ” （李冰）

●消费依然很

“抠”

如今， 林永健已经是影

视圈的红人，片约不断，收入

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但他却

依然很“抠”。 林永健说，这不

是因为自己吝啬， 而是打小

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从小

家里的日子不富裕， 爸爸妈

妈从来都教我们要艰苦朴

素，‘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

补又三年’。 要说大手大脚花

钱，真是一点概念都没有。 ”

在平常的生活中， 林永健从

来与“浪费”二字无缘。 不管

在哪里， 看见水龙头哗哗流

水，他会走上去拧上；在家看

到灯开得多了， 他也会关掉

几盏； 衣服破了缝补一下继

续穿，更是常有的事儿。

在成名前， 没有固定收

入和“北漂”生活让林永健保

持了“抠”的作风，他当年凭

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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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存款就娶到了如花

似玉的老婆。“那一年我

33

岁， 其中

2

万多元钱是转业

安置费。 结婚的时候我就做

了

3

个菜，土豆丝、西红柿炒

鸡蛋和一条鱼，戒指、婚纱、

宴席都没有。 ”不过，那时的

林永健对朋友却很大方，不

管是请客吃饭还是一时接

济，他眉头从来都不皱一下。

“那个时候没办法，经济基础

在那儿摆着呢， 想大方也不

可能。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只

能‘抠’自己，对朋友绝对不

能省。 ”

●为 500 元的

鞋吵了两天

林永健是个苦出身，自

己节省习惯了， 可妻子跟他

结婚后， 两个人的经济观念

差别很大， 为此没少产生矛

盾。 有一次，因为妻子买了双

500

元的皮鞋，林永健便与她

吵了两个晚上。“我的皮鞋都

是几十元钱的， 而且一穿就

是好几年， 根本没法想象怎

么会有

500

元钱的一双鞋。

结果吵了两个晚上， 还打了

起来。 ”说起这段往事，林永

健感到特别好笑。“不过现在

我已经有变化了。 过去从来

不留心女同志的穿着打扮，

现在偶尔看看， 发现人家的

确是有这个需要， 应该打扮

得漂亮一点，养眼一点。 所以

再碰到这样的事儿， 我就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买你的，

只要别告诉我价格， 我不吭

声啦。 ”

●

军装是最钟

爱的“名牌”

出生在山东青岛的林永

健从小就特别喜欢文艺 ，

1984

年青岛话剧团招生，那

一则小小的广告改变了他的

命运。 在考试时，因为外貌不

出众， 很多老师并不看好林

永健， 但也有人认为他这个

形象演一些农民角色可能比

较合适。 最终，青岛话剧团决

定以试用学员的身份招收

他。 进入话剧团以后，林永健

很用功， 毕业后留在了青岛

话剧团。 然而，就在林永健已

经小有名气， 并且拿上了国

家干部的

200

元钱工资时，

在火车上和广州军区话剧团

招生人员的一次偶遇， 又让

他的心中产生了波澜。 不久，

林永健辞职参军， 当兵到了

广州军区话剧团；在那里，他

首先是一个军人， 然后才是

一个文艺工作者。 在野战部

队锻炼的日子里， 舞台上的

生活已经离他远去， 每个星

期最大的期盼就是去县城里

出公差买大米。 因为只有这

时， 他才能看一眼军营以外

的世界。 尽管如此，林永健仍

然对部队、 对军人有着很深

的情结， 这也使得他退伍后

再次加入了空政。 直到现在，

尽管已经是一线明星， 但在

绝大多数正式场合， 他依然

会选择穿军装。“军装是我最

钟爱的‘名牌’，我喜欢军装

不仅因为我是军人； 军装还

有一个特点， 能让年轻的人

看起来沉稳， 让年长的人看

起来年轻。 ”

●

“龙

套”与“北

漂”生活

林永健到

广州后，开始了

天天跑龙套没

有一句台词的

群众演员生涯。

最多的时候， 他要在一场戏

里饰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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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角色，不是主角

背后的背景人物， 就是一个

匆匆而过的身影， 同时他还

要担任剧务、灯光、拉大幕等

工作。 终于有一天，一位演员

突然生病， 给了他一个小角

色。 林永健拿出了十分的力

气来演，赢得了许多喝彩，同

时也为自己迎来了第一次拍

摄电视剧的机会， 并从此在

广州站住了脚。然而，在

1999

年底， 他决定放弃已经获得

的成功， 去北京当一个一无

所有的“北漂”。 生存的压力

让林永健苦不堪言， 甚至到

了夜不能寐的地步。 那段时

间虽然艰苦， 却是林永健难

得的财富。 因为台词少、露面

的机会少， 所以他总是对每

个角色都下劲儿钻研。

●小道具的大

效果

多年的磨炼， 让林永健

练就了一身好本事， 不仅每

个人物在他这里都变得活灵

活现， 就连小小的道具也能

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记得

当年央视播出电视剧《文化

站长》时，在其中扮演镇长的

林永健就曾向记者透露过他

在一副眼镜上设计的几个招

式：当面对自己的下级时，眼

镜下滑， 目光从镜片上方飘

出，带着一种审视和轻视；当

面对上级时， 则不停地把眼

镜往上推， 充满了恭敬和谨

慎……像这样的设计， 不管

是只有一句话的龙套还是戏

份颇重的配角， 林永健都添

加了不少， 也让自己出彩了

不少。

在接演《喜耕田的故事》

之前， 林永健一直在各种配

角中徘徊， 比如《历史的天

空》中的“朱一刀”，《吕梁英

雄传》里的“王怀当”等。 虽然

他演的角色深入人心， 但很

多人却不知道他姓甚名谁。

然而那时的林永健不但不在

意，而且还很欣慰。“走在大

街上，好多人都能认出我，但

一般叫不出我的本名， 都叫

我饰演的角色的名字； 不过

那样我更开心， 这说明我的

表演深入人心啊

!

”

●演“喜耕田”

两天没睡好

对于林永健而言， 事业

上最大的转折无疑是

2007

年播出的农村电视剧《喜耕

田的故事》。 这不仅是他第一

次饰演男主角， 也是第一次

饰演一个正面角色。

“当时我激动呀，两天都

没睡好。 ”在戏中，身为山东

人的林永健要说一口地道的

山西话， 于是他就在当地到

处找农贸市场和人家聊天，

然后回去仔细琢磨山西话的

发音和腔调。

要说这方言， 可是林永

健的一大强项， 在不久前播

出的电视剧《王贵与安娜》中

他那半是河南话半是普通话

的语调让很多观众忍俊不

禁。“这种腔调是我专门琢磨

出来的。 ”林永健说，因为他

的舅舅早年在上海工作，久

而久之， 就变成了这种说话

方式。“他经常是前半句还是

上海话， 后半句就变成山东

话。 我小时候一听他开口就

觉得特别好玩，给‘王贵’设

计方言的时候， 我就想起了

舅舅。 ”

●最大的遗憾

是父亲走了

如今， 林永健已经是功

成名就， 可他坚持说自己不

是什么明星大腕儿。“我还是

我， 除了忙点儿， 别的都一

样。 ”不仅如此，虽然成功了，

可他心中却有一个最大的遗

憾，那就是一直关心、支持他

的父亲不在了。“当时拍《金

婚》的时候连剧本都没看，就

接下了‘大庄’这个角色。 ”林

永健说，因为一听“金婚”，他

马上就联想到了自己的父

母。 自己这边还想着怎么给

他们好好办金婚的酒席呢，

可那边父亲突然就离开了。

“父亲在最后的时候，我

妈妈天天陪着他， 真是应了

‘少年夫妻老来伴’ 那句话。

当时那个场面， 永远在我记

忆中。 之所以演《金婚》，也是

想帮爸爸圆一个梦。 尽管现

在我的事业发展得很好，但

我一直很遗憾， 要是能让爸

爸看看，他儿子也有今天，该

有多好。 ” （王茂华）

林永健：

人生难得几场戏

在《喜耕田的故事 2》中再次亮相的林永健，

心中有着很多感慨。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在他的

演艺生涯中会塑造无数个角色， 但其中只有那

么几个，会对他的命运产生决定性的改变；对于

林永健而言，“喜耕田” 就是改变他人生的那个

角色，这个善良朴实又有点狡猾的山西农民，让

林永健一下子从“北漂”和“跑龙套”升级成了国

内一线男星。 然而，再次见到林永健，他却依然

那样实在……

无可替代的“ 她”

———访《郑和下西洋》演员于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