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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海情》在京举办媒体看片会，剧情将
观众带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感受宁夏西海固人民
的乐观与可爱，一起见证他们脱贫致富的开端。

此外，导演孔笙、孙墨龙，制片人侯鸿亮，领衔
主演黄轩，特别出演黄觉，主演热依扎、黄尧、白宇
帆、尤勇智，演员韩丹桐等剧组主创及演员也现身看
片会，与媒体朋友们一同分享观影感受，交流创作心
得与拍摄感悟。

以细节绘深情 塑造鲜活平凡人物
《山海情》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海固的

移民们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下，
不断克服困难，通过劳动创造价值，将飞沙走石的

“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故事。
故事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讲起的，宁夏回族自

治区为了让西海固贫困地区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实
施“吊庄移民”政策，动员他们从山里头搬到银川附
近的平原，发展生产，再建新家园。但是，他们移民
搬迁的目的地玉泉营，并非一片已建成的乐园，而是
一块等待乡亲们自己去开荒拓土、从零建设的新家
园，而这也正是涌泉村吊庄户集体“潜逃”回村的关
键所在。

由黄轩饰演的基层干部马得福从农校毕业的第一
件事就是追回家乡涌泉村里“逃跑”的吊庄户。“一
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蚊子都能把人给吃了”“饿
得直吐酸水”……剧中涌泉村村民们这些五花八门的
拒绝移民搬迁的理由，让观众们感受到这项工作的艰
难，直呼“心疼”马得福。

“除了观众印象中的扶贫主题，这部剧想表达更
多，它能让你边笑边流泪……”这是现场大多数人达
成的“观后共识”，《山海情》以展现东西协作扶贫下
的“闽宁模式”为创作命题，不仅仅是在阐述一个地
区的物质发展、精神发展历程，还聚焦放大了其中

“人”的故事。“我真的要向这些兢兢业业的基层扶贫
干部致敬”，正如黄轩所言，从苦口婆心地劝返吊庄
户、帮助村民完成“吊庄移民”工作，到软磨硬泡给
移民村通电，再到之后东西协作扶贫政策出台后，带
领村民们共同走上致富的康庄大道，为了早日兑现那
句“塞上江南”的承诺，马得福的道路走得艰难而坚
定，他永远在一个个困难中，永远在为别人解决问
题，什么事都得管，什么苦都得往自己的肚子里咽，
但这样一个纯粹、积极、一心扑在脱贫致富工作上的
人，正是现实中很多基层扶贫干部的缩影。

与马得福这个“当地人”不同，黄觉在剧中饰演
了一位从福建来宁夏扶贫的菌草专家，给闽宁当地村
民带来了一条科学种菇的致富新出路。出演福建专家
需要用福建普通话讲出很多大段的专业术语台词，

“开始我觉得我拿不下来，准备时间太短了，但想了

想还是咬着牙硬着头皮去了，没想到这是近年来让我
印象最深刻、最享受的剧组”，此外，黄觉还坦言，
这一次自己在戏里真切地看到了扶贫有多不容易。虽
然前两集中凌教授还未亮相，但已收获了观众的巨大
期待。

热依扎所饰演的李水花，原本与马得福青梅竹
马，却被父亲“卖”到邻村，丈夫意外残疾后，她独
自一人撑起了整个家。正如水花饰演者热依扎所说，
水花内心坚定乐观，永远笑对生活和未知，她不仅展
现了如水般柔柔地不断向上涌动的女性力量，也代表
了一种希望，预示着整个闽宁镇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相较于水花和得福两个较为成熟的青年人，麦苗
和得宝这对少年伙伴虽显稚嫩，但思维方式和行事风
格却更为大胆，更有冲劲。马得福的弟弟马得宝，是
几个小伙伴中的领导者，年轻气盛有勇有谋，从策划
逃村时给小伙伴们清晰地分工，到挨着父亲的鞭子仍
喊着“想要走出去”，到与麦苗一家在移民新区重逢
时有条不紊地忙前忙后，再到带着丢了工作的小伙伴
进程谋职时的坚定果断，他身上都透露出超越年龄的
担当与智慧。而作为“逃村小队”中除水花外的唯一
小姑娘，白麦苗的直言快语、干净的笑脸，以及登上
火车后眼神里对兰州拉面、西安羊肉泡馍的期待和对
远方的向往等细节，不仅表现出她对得宝的信赖，更
塑造了她硬朗独立的性格和积极进取的人生信念，就
像其饰演者黄尧说的，敢于走出去，愿意尝试新的生
活方式，想要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创新世界的麦苗和
得宝也代表了现实生活中一大批在家乡建设中敢闯敢
干的有为青年形象。不管是白宇帆还是黄尧，两位年
轻演员都直言在这一次的角色塑造过程中，不仅从角
色本身优秀的品质中汲取了养分，也如剧中的小伙伴
一样，共同成长，收获了一段印象深刻的友谊。

当然，除了积极尝试新生活的年轻人外，村民中
占比更多的其实是不愿离家的“吊庄困难户”，这其
中当属尤勇智饰演的李大有“表现突出”。从带着首
批吊村户逃跑开始，不管是在得福面前“耍赖”喊着

“不去不去就不去”，还是移民新区面对通电难时的煽
风点火，作为村里长辈代表性人物的大有叔，成为了
移民区每项工作中最大的“刺头”。也许是因为同属
一代人，演员尤勇智坦言自己在塑造李大有的过程中
感触很深“我们拍摄环境非常艰苦，一点点呈现了从
没有树到有树，从地窝子到土坯房、砖房，一步一步
是怎么过来的。

特别感谢《山海情》的“主厨”孔笙导演，给我
们做了一桌好菜，我们都是整个《山海情》当中的一
个元素，我拍了30年戏，觉得今年的夏天真的很幸
福。”李大有身上那一点农民的狡猾和小自私虽为得
福发了不少难，但也为剧情增添了不少“笑料”，这
个典型的西北农民在移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不

配合、不积极背后，实则表达了他这一辈人对脱贫致
富的强烈期盼。

以真实动人心 主创团队再叙意难忘
《山海情》 由高满堂任剧本策划，王三毛、未

夕、小倔、磊子、邱玉洁、列那编剧，孔笙、孙墨龙
执导，侯鸿亮任制片人，黄轩领衔主演，张嘉益、闫
妮、黄觉、姚晨、陶红、王凯特别出演，热依扎、黄
尧、白宇帆、尤勇智、胡明、姜冠南、王莎莎、韩丹
桐等主演，郭京飞、祖峰、白宇、郎月婷友情出演。
创作团队配合演技派演员阵容，赋予了这部作品鲜明
的时代感和现实主义内核。镜头中的《山海情》处处
离不开一个“真”，而来到看片会现场的主创成员们
也和大家分享了真实的创作经历。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严重阻碍了剧本的创作、
下沉式采访筹备以及进棚搭景等前期筹备工作的进
度，“整个过程感觉就像是在跑步，所有人一直在和时
间赛跑”，孔笙和孙墨龙导演说“太难了”是源自他们
对《山海情》的重视和对观众的责任，在如此紧张的
条件下，依旧高标准、严要求地保证“正午品质”的
主创团队，收获了现场所有人自发的掌声与认可。

剧中，为了脱贫致富，以马得福为代表的全体扶
贫干部和闽宁村新移民们一起“关关难过关关过”，
而剧外的全体主创成员也为了故事的最好呈现，在自
然环境极度恶劣的西北大地上完成了从无到有的突
破。“拍摄现场最初的时候，甚至连棵让演职人员可
以以纳凉的树都没有”，如黄轩所言，“从地窝子到土
胚房”既是闽宁村的成绩，也是《山海情》主创团队
的突破。

初为人母的热依扎，因为新身份带来的未知和焦
虑，和正值哺乳期的身体不便，让她在整个拍摄过程
中也多了一份除恶劣自然环境外的艰难。“感谢她教
我该如何做母亲”，热依扎在看片会现场说自己被李
水花治愈时真情流露：“水花这个人物给了我很多力
量，要永远带着笑容去面对前方的生活不确定性。”

身为西北人，黄轩感激 《山海情》 帮自己“圆
梦”；尤勇智说杀青时的黄轩大哭了一场，而自己也
因为不舍恍惚了很久；“我是山东人，要学讲方言对
我压力很大”，青年演员韩丹桐不仅突破形象，塑造
出朴素善良的基层村干部娟子，更是在“方言老师”
黄轩的帮助下，“恶补”出了一口流利的陕北话，至
今提起在剧组的那段回忆，她依旧满眼不舍……演员
突破固话的形象和表演，与角色近乎“合二为一”的
深度融合，正是让观众得以通过《山海情》感受真实
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仅整个剧组扎根宁夏，演员们从衣食住行等方
面沉浸式体验当地生活，感受剧情氛围，《山海情》
还从语言这一关键点入手，打造出不一样的真实感。

“创作和筹备时，我们捕捉到当年一个真实的情况，
福建人来了以后听不懂当地话，当地人也听不懂福建
话，所以他们最初就是要过一个语言关……”孔笙导
演之所以坚持以方言形式最终呈现出故事，是希望

《山海情》能更接地气，更贴近生活，让观众更笃定
地相信在戏剧背后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当我们进
入西海固地区后，对方言的感受就更强烈，那一方人
就是如此，他们的性格、喜怒哀乐就是这样。也由于
西北地区地域辽阔，‘十里不同音’，我们参考了宁夏
和西安等各地方言，组合形成了剧中的泛西北话，福
建方言采用的是福建普通话”。在此基础上，制片人
侯鸿亮还补充道，为了很多不看字幕的电视观众、一
些老年观众等更多类型观众的观影需求，主创团队另
准备了普通话版本，由于普通话配音时间紧张只有
10天左右，呈现上留下了一定遗憾，但剧组和创作
团队依然力求品质呈现，努力让剧集兼顾平民视角、
国家叙事、国际表达三重标准的基础上，实现艺术性
和传播性的平衡。

电视剧《山海情》已于1月12日正式开播，每晚
19：30在浙江卫视、北京卫视、东方卫视、东南卫
视、宁夏卫视黄金档播出，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
会员22：00跟播卫视，非会员次日22：00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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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动人的平凡故事
展现扶贫题材独特魅力《山海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