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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硬性格在骨子里“生长”

1976 年 6 月 29 日， 马伊琍出生在上海虹口区

的一个普通家庭。 父母给她取名“马伊琍” ，是因为

在上海话中，“伊”与“燕” 同音，父母希望马伊琍能

像小燕子一样被呵护长大。而回顾童年，父母果真给

予了马伊琍精心的呵护和燕子般的自由。

生活上疼爱，教育上也十分尽职。马伊琍小时候

喜欢参加演出， 爸爸就每天拿着报纸看中缝里有没

有艺术团招生，然后骑着自行车带马伊琍去报考，结

果真就考到了上海电视台的综艺舞蹈队。 那时候家

里没钱， 但爸爸宁愿出去卖血也要让马伊琍顺利上

学。

而除了支持马伊琍的爱好， 父母还教导马伊琍

要自尊自爱。在马伊琍很小的时候，妈妈就每个月存

20块钱给马伊琍做嫁妆。她经常对马伊琍说：“不要

以为嫁到男人家里去，你就是全部靠男人养活你的，

你是女孩子，你一定自己要带东西过去的，你不能让

人家看不起，要不然你就没有说话的权利。 ” 而到了

大学，爸爸也跟马伊琍说：“如果你是跟男同学出去

吃饭，不能让男生买单。 ” 可能正是父母充沛的爱意

和无条件的信任给了马伊琍足够的安全感， 也让她

从小就十分独立。

高中起， 在外跳舞的马伊琍就再也没有向父母

要过一分钱，甚至会在过年给家人买新衣服。她说自

己觉得最开心的画面是大学毕业后开始拍戏， 她会

把所有的钱带回家给爸妈。

自强让马伊琍担起了家庭的责任， 也养成了她

浑身是刺的强硬性格。在进入娱乐圈后，有一次导演

让马伊琍试一段去饭店吃饭的片段， 内容是：20 元

的菜被要求支付 2000元。

其他女演员急得大哭，但马伊琍却一脸冷漠，导

演问她怎么不哭，她回说：“老板多收钱，哭有什么

用，直接告他不就完了嘛。 ”

这是马伊琍骨子里的刚硬， 她看不惯那些有悖

常理的做法，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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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阿勒泰》

里走出来的马伊琍，人

生仿佛进入了一个新

的层级。

此话怎讲呢？ 去年

年底《繁花》玲子的余

温还在， 转年过来，马

伊琍摇身一变，就给了

所有人更大的惊喜。

据说， 马伊琍把

《我的阿勒泰》 里的

“张凤霞” 改名成了

“张凤侠” ，简单的一字

之差，却差出了天壤之

别。 一个“侠”字，人物

性格和人物画像立刻

跃然眼前。 这是她对人

物的理解，也是她赋予

这个角色真正生命力

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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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伊琍的厉害还不只是刚

硬。 毕竟去年人们还稍微有点嘟

囔着，她演的玲子仍旧停留在自

己的舒适圈里：精致又精明的上海女人，在

熙熙攘攘的进贤路做个张罗起事的女人。

这次，她直接调转了个 180 度，几乎完美地

塑造了一位坚韧又野性的女性， 一个不世

俗的非典型母亲。

其实短短八集的故事里没有详细交代

张凤侠的个人经历， 当年她是如何起心动

念来到新疆， 又是怎样度过丈夫去世的五

年时光……观众只能通过某些片段性的讲

述拼凑出她的内心世界： 因为无法走出丈

夫离世的阴霾而有过酒精依赖， 但内心却

始终勇敢而炙热地拥抱爱。

有记者问她，在塑造《我的阿勒泰》中

张凤侠这一角色时，有什么感悟。

马伊琍回答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女

性没有走出困境，或者说她还在困境里，或

者说她在角落里像尘土一般地生活， 我觉

得她们也是值得我们去看见的。 我觉得一

个演员要有悲悯之心， 就是你的眼睛不要

放在那些闪亮的角色上， 恰恰我们需要比

普通人更关注那些没有被关注到的人群。 ”

但最让人对张凤侠这个角色着迷的

是，她身上散发着都市剧里看不到的“松弛

感” ，一种天然的不拘束的生命力。

第一个体现就是，钱。 用女儿文秀的话

说，“妈，你好有钱啊” ，但她的大部分钱其

实只是存在于账本上， 她没想过要一分一

厘地追回来。 对张凤侠来说，她帮哈族邻居

阿姐卖了刺绣，赊下的账就两清了，这一来

一回之间， 重要的无非是人与人单纯的信

任。 她也不花钱，物欲降到了最低。

第二个体现是，不内耗，也不耗别人。

女儿闯荡失败回到故乡，她既不雀跃，也不

失望，只是淡淡地告诉她，没有人生来是要

“给别人用的，为别人服务的” ，像一株草，

一棵树安安静静地待在草原上， 不也很好

吗？

电视修不好了，那就算了，用石头搭个

框框，眼前有现成的风景。 阿尔茨海默症

的婆婆走丢了，那就努力去找，不责怪，不

埋怨。

当然， 她也有自己的执念： 过世的丈

夫。 可是当新的爱情来临，她也勇敢地接受

了，不扭捏，不自虐，特别好。

她身上最后一点松弛感的来源是，不

勉强。 有些剧里的人，从主角到配角总是在

讲述自己，总是在劝服别人，劝服观众。 但

张凤侠不劝， 她知道哈萨克牧民有自己的

生活习惯和民族文化， 她不用居高临下的

姿态去影响。 甚至连自己女儿的人生，她也

不劝，女儿住在哪里，做什么为生，都随心

随意。

某种程度上， 也许这种松弛感是现在

的马伊琍本人呢！

被问如果穿越到《繁花》年代，她会是

谁？马伊琍脱口而出：玲子啊。 的确，就像前

面说的，这是她的舒适区，也是她的性格底

色。

但底色也会变，随着时间推移，马伊琍

开始活得更洒脱，不再逞强。

大部分人认识马伊琍是从 “还珠” 系

列开始的。 但其实早在“还珠” 之前，1996

年马伊琍就出演了中国内地首部偶像剧

《真空爱情记录》中的女二号，当时她还在

上戏就读，两年之后才毕业。

关于表演，马伊琍的回答总是很利落。

她觉得除了故事和人物之外， 作为演员参

与一个影视项目， 并不需要有其他特别的

考虑，比如它是剧集还是电影、拍摄地是否

艰苦，或者投入和产出是否匹配。 “你爱一

样东西，要考虑投入和回报的产出吗？ 如果

你考虑，那就不是爱了。 ”

马伊琍其实算幸运的。 她自己也总结

过，每隔 10 年，她就会有一部现象级的代

表作大爆款。 在她参演的名单里，你能看到

很多童年回忆：2002 年的 《铁齿铜牙纪晓

岚》，2006年的《乔家大院》，2007年的《奋

斗》，2010 年的 《婚姻保卫战》，2012 年更

是连续播了三部《小爸爸》《北上广不相信

眼泪》《中国式关系》。

而给一些艺人带来影响的离婚， 似乎

也对她不奏效， 反而加速了她升级打怪的

速度。 经历了那件事之后，马伊琍几乎每一

部剧都是女主，剧本身存在感强，同时也总

能留下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单说《我

的前半生》里的罗子君和《爱情神话》里的

李小姐， 马伊琍的精神状态和角色选择已

经超前了。

“80 后” 观众可以说是把马伊琍的演

员生涯追了个遍，从活泼伶俐的女孩，到如

今能演 19岁女生的妈。 而女演员的年龄焦

虑在她身上似乎也不奏效， 她总能在自身

对应的阶段，遇到相匹配的角色。

这几年， 感觉马伊琍选剧本越来越

“精” 了，似乎她在刻意地挑选那些更有趣

的角色， 单纯的都市情感剧也许不再能够

吸引这个阶段的马伊琍了。

事业上一步步挑战自己， 生活里一点

点放过自己。

在一次采访中马伊琍说， 从出道开始

她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的目标是什

么？ ” 她的答案是，从来没设过什么目标，也

不去幻想伟大的成功，那遥远了。 “我只遵

从于当下，脚踏实地过好每一天，做好每件

事，认真地爱自己。 ”

咦！ 这好像很像张凤侠。

来源： 世界时装之苑 ELLE� � � Z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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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凤侠那迷人的“松弛感”

事业上迎接挑战，生活里放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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