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版式 棋棋 校对/ 陈颉

演透每个角
色，不被外界声音
左右

今年6月，张新成在音乐
剧《大江东去》中饰演了“一蓑
烟雨任平生”的苏东坡。该剧
以苏轼被贬黄州的4年经历为
主线，通过25首原创歌曲展现
其从仕途低谷到精神涅槃的
蜕变历程。

在北京首演时，张新成颇
为紧张，最大的挑战在于“唱
和演的平衡”。音乐剧的上半
场收尾的唱段，情绪要顶到最
高处，声音却不能抖；下半场
结尾时体力快耗尽，还要保持
气息稳定。“你得一边全情投
入角色，一边清醒地控制声
音。”

苏东坡的词，流传千古，
他的形象也在许多文艺作品
中被呈现。如何塑造一个令
人信服的苏东坡？张新成有
自己的理解。

“首先，他是一个有趣的
人。在他的许多诗词里，我们
能感受到这个人的性情和真
实生活。”张新成说：“他有生
活情调的一面，爱美食、美景，
也有着身为士大夫的雄心壮
志。他可能在白天觉得自己
无所不能，也会在夜晚脆弱地
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写下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你也会有这种脆弱的时

刻么？”记者问道。
“当然会有，每个人都会有

把生活无限放大的时候，可能
一件特别小的事情会让你开心
很久，也可能一次挫折就让你
脆弱不堪，我觉得这个心境是
一样的，所以我更多的是想把
这些人的共性套在一块儿。”

身为公众人物，时刻处在
大众审视的眼光之中。张新
成坦言也会有被外界声音左
右的阶段，但所幸角色和表演
不断反哺自己。就像柳钧有
理想主义被当头棒喝的时刻，
苏东坡也会有满腔壮志无处
施展的困境，每个人都会遭遇
不一样的人生瓶颈。“但一定
要相信，只要尽力了，就没有
什么可后悔的。”

对他而言，所有角色和生
活，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

电视剧《淬火年代》的首轮

播出落下帷幕，张新成与柳钧

的创业故事暂告段落，他仿佛

又从热火朝天的上世纪90年代

回到了此时此刻。剧中的柳

钧，眼神里既有留学归来的理

想光芒，又有经历沉浮历练后

的沉稳坚韧——他像一块被扔

进时代熔炉的钢，从最初的“格

格不入”到后来的“刚柔并济”，

完成了一场跨越十年的成长。

“这个人物身上最大的闪

光点就是自信、敢做，死磕自己

相信的东西。”张新成对记者

说，“如果一直打安全牌，就不

会有真正的发展。”

在青春校园剧中崭露头

角，“少年感”曾是张新成身上

的重要标签。他有过急于撕下

标签的阶段，又在一部部作品

中明白表演是一门长期主义的

学问。近些年，从《县委大院》

到《淬火年代》，他逐渐在现实

主义题材中找到新的路径和突

破口，所有成长都是水到渠成。

他说：“现在意识到，其实

没有必要证明给任何人看，做

好自己就行了。”这也是柳钧教

会他的生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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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淬火年代
看见不一样的张新成

张新成用一句话形容《淬火年代》聚焦的上
世纪 90 年代：“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比的就是谁
胆子大，甚至有时候会有些激进。”他饰演的柳
钧，带着德国学到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回国，
却一头撞进了尚不完善的营商环境里：工人不
服管、合作方设陷阱、研发遇瓶颈，甚至被恶意
伤害至断指。

从带着点天真、轴劲儿的精英青年，到真正
体会人情世故、学会舍得进退的创业者，角色的
成长藏在每一次碰壁后的眼神变化里。

如果要将柳钧的成长分为几个阶段，张新
成选择用他的激进程度来划分。刚回国时他是
100%的激进，完全的理想主义；真正走进社会，
与工人产生了矛盾，他才明白生活的‘迂回’，激
进程度降到了70%；结婚以后，事业发展伴随着
研发挫折，他的性格也愈渐成熟，最终有了50%
的坚持和50%的通透。

张新成说，“但他依然有自己的底线，对于
很多事情，理解但不会去做。”从“非黑即白”到
懂得“张弛”，柳钧的故事也是每一个人的必经
之路。

那场备受热议的“断指戏”，正是柳钧思想
转变的重要一站。拍那场戏的时候，张新成没
做太多情绪铺垫：“导演说开始，现场的紧张感
自然就把你裹进去了。你会觉得，柳钧被砍断
的不是手指，而是他的骄傲，被现实摁在地上磨
了一遍。”

然而，相较于情绪浓烈、高潮迭起的戏份，
烟火气的细节呈现才是对演员的真正考验。《淬
火年代》的导演李雪出了名的严格，张新成形容
他：“连‘的、地、得’的发音都不能出一点错，句
子中逗号的停顿都得演出来。”

有一场戏，情境是工厂遭遇异常高温，柳
钧一边给工人交代任务，一边擦汗，紧接着开
车离开。看似平平无奇的戏，李雪导演提出了
非常具体的要求：首先走过来的几步，要像工
厂的领导，同时又表现出着急的状态；工厂里
温度很高，要让人在镜头里感受出角色“特别
热”；上车之后，打开空调，一边打电话一边摇
车窗，过程中还要让观众感觉到温度的变化，
体会人物的情绪转变，所有细节都在一个镜头
里完成。

“这场戏大概拍了五六遍，然后雪导说：挺
好，我能看出温度了。”

有时候要精准，有时候又需要即兴。“导演
还会经常要求演戏过程中突然冒出一句跟当下
情境有关、但和主要戏份无关的台词。”张新成
说：“比如我们喝着咖啡、聊着正事儿，突然说一
句‘这咖啡是还挺苦的’这样的题外话，反而让
表演真实起来了。”

一开始，这种表演节奏让张新成有些不适
应，但经过一次次磨合，他渐渐找到了核心。“归
根结底就是演员真实的感受和生活的逻辑。”

“所以，现实主义题材挺磨人的。演员要在
表演中同时处理很多条线，但又得看起来非常
自然。”

在《淬火年代》拍摄现场，张新成不断观察
前辈的表演，尤其是一些充满生活细节的过场
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巧思，但又不着痕迹，我
觉得很妙、很好，又说不出来好在哪儿，很难提
取、也很难模仿，这就是表演的功力吧”。

化表演于无形，也是他在拍完《淬火年代》
后学到的新的表演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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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完《淬火年代》，收获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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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毕业季，毕业7年的张新成回忆大学时

光，第一个浮现在脑海中的画面是中央戏剧学
院的表导楼，“天天得去那儿排练”。

2014年，张新成以文化、专业双第一的成绩
考入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进校第一课就是
学着把“第一”抛掉，老师每天都会说：“甭管你
是谁，进了学校后就什么都不是。”

一天到晚的课，结束后还得去排练：“中戏
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大部分老师都比较偏‘打
击型’教育，导致后来真正走上社会了，别人夸
你一句，都觉得非常难得。”

那个时候的张新成，最先被记住的角色是
《你好，旧时光》里的林杨，许多观众称之为“眼
里有光的少年”。“那时候确实年轻，演少年感很

自然。”
很长一段时间，“少年感”的标签既是张新

成的个人特色，也成为心里的坎儿：“就觉得好
像自己是不是要受限了，老想演一点其他类型
的角色”。

2018年，张新成参加表演竞技类综艺《我就
是演员》，节目的表演指导就是中戏副教授刘天
池。老师大概是看出了他急于转型的想法，在
一次闲聊时对他说：“新成，这个类型的角色，你
先演上几年再说，不要着急转型。”

“但我当时就觉得要演不同类的角色，老想
着所谓的‘突破’。”张新成回忆：“现在回想才真
正懂得老师的话，还是得尊重长期主义，有时候
把一个东西演实了，一直在上面耕耘未必是坏

事。”
古装剧《大宋少年志》里机敏狡黠的元仲

辛、偶像剧《冰糖炖雪梨》中外冷内热的黎语冰、
《以家人之名》中渴望归属惹人心疼的贺子秋、
《天才基本法》中理性疏离的裴之……7年间，张
新成演了许多角色，拓宽自身边界的同时也修
炼着内心的稳定。遇到过备受认可的时刻，也
碰到过不被认可的阶段；有过为一部戏的成绩
焦虑的时候，也逐渐学会收起浮躁。

“经历了很多事之后，更意识到其实没有必
要证明给任何人看，做好自己就行了。”张新成
说：“现在的我，就是想不断增加自己的创作能
力，跟好的团队合作。剩下的事情，不论你在意
或不在意，都会让人变得浮躁，也没有必要。”

演好“少年感”，再往下一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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