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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式反派

群像剧,从命名来看,“人物多”是
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但并非仅仅如
此。一方面,群像作品要求创作者对每
个角色都能深入理解、独到把握,最终
描绘出生动鲜活的角色群,每个故事都
有单独的意义,每个灵魂都向读者裸露
着自己的内质。另一方面,群像作品也
寄予了一种审美理想,即反映背景与个
体的碰撞,把原本横亘在人物之间的矛
盾上升到人与时代、人与环境、人与不
可知的力量之间的博弈,让故事更加丰
满和引人入胜,为观众提供更加丰富、
多层次的观剧体验。

在《庆余年第二季》的最新剧情中,
二皇子与范闲的争斗成为焦点,二皇子
为何针对范闲,以及他最终的结局如
何,引发观众热议。二皇子和范闲,这
两个角色在表面上看似截然相反,但实
际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是一体两面、互
为镜像的存在。

二皇子李承泽是庆帝与淑贵妃所
生,他喜欢读书,对诗书很有兴趣。起
初他对皇位没有野心,只想过闲散自在
的生活。然而,庆帝发现太子软弱无
能,便利用二皇子来磨砺太子,年仅十
三岁便封王,十五岁已能旁听朝政,众
人皆言他才德兼备,授予他权力与人
脉,激发了他争夺天下的雄心,最终卷
入权势争斗的漩涡。

而范闲却有着诸多坚强后盾。他
在澹州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远离嫡庶
之争,无需顾虑兄弟间的明争暗斗,更
不必在意他人的目光。鉴查院的费介,
不惜千里迢迢奔赴澹州,只为赋予他自
卫的智慧。而那个超越宗师的强大存
在五竹,更是形影不离地陪伴范闲成
长,悉心传授武艺,使他如猛虎添翼。
鉴查院的铁腕人物陈萍萍,犹如一位精
心布局的棋手,亲自为范闲铺设了一条
通往京城权力的道路,让他稳固立足。
尽管只是个“私生子”,范闲却仿佛被命
运眷顾的宠儿,在众多势力竞相围绕
下,以真心换真心,得到范建等人无条
件的爱护与支持。

二皇子和范闲都是在复杂的宫廷
政治中成长起来的人物,都有着一颗不
愿争斗却不得不应战的心。然而,命运
的无奈让两人不得不站在对立面。二
皇子被迫成为太子的“磨刀石”,范闲则
被庆帝用来制衡其他势力。他们的内
心都有着对自由的向往,但现实的残酷
让他们不得不面对争斗。这种内心的
挣扎和无奈,是两个角色最为相似的地
方。

真实“接地气”

《庆余年第二季》对剧中角色的立
体形象塑造,展现了“后人类世界”复杂
且多元的人性浮世绘。一方面,剧中的
英雄并不是“高大全”的完美符号,反派
也是“有血有肉”的悲情人物,与主角利
益产生冲突,造成了反派悲剧的“可
恶”,坚守信念、向命运反抗的精神又彰
显其“可敬”。另一方面,剧中的小人物
既有自私市侩的一面,也有大是大非之
下的牺牲与成全,他们不再只是剧情推
进的叙事元素,而是真实“接地气”、立
体且鲜活的人。

比如范闲的左右手王启年,他胆小
怕事、圆滑市侩,同时却爱妻护女、忠心
耿耿,也重情义、识大局。编剧王倦曾
说,福尔摩斯需要华生,悟空需要八戒,
长期陪伴在范闲身边的王启年也是这
样一个角色。从人物背景来看,王启年
早期是一名江洋大盗,后被鉴查院收编
担任“文书”一职。尽管他已不缺钱,骨
子里却仍然有着对金钱的贪恋,因此最
初与范闲相遇时,他一手设计了“卖地
图坑钱”一事。同时,王启年善于伪装

示弱,喜欢扮猪吃老虎,面对敌人常常
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第二季“抱
月楼”一案中,他在范闲的示意下,与太
子联手设局,把二皇子气得咬牙切齿却
无可奈何,冷笑着连说了几个“好”字。

第二季新加入的人物邓子越,也让
观众印象深刻。邓子越本是定州贫寒
家庭出身,因勇敢揭露军队贪腐,被陈
萍萍赏识招入鉴查院。多年来,邓子越
看透官场的黑暗与不公,可他人微言
轻,只能收敛锋芒、独善其身。就在此
时,范闲提出成为邓子越的后盾,激励
他重拾初心。邓子越在范闲的痛斥下
决心觉醒。“世间多不公,以血引雷霆”
表达了邓子越的信念:面对不公,需要
有人挺身而出。即使需要付出沉重代
价,也要奋力一搏,以期唤醒世人,促进
社会正义与公平的实现。

编剧王倦曾在采访中表示:“剥开
《庆余年》爽文的外壳,会看到残酷的真
相。”如卖菜的老金头(王建国饰),他只
想赎回女儿却最终命丧街头,临死前还
在为不能归还赎金愧疚不已；而后出场
的直言进谏、以死明志的都察院御史赖
名成(毕彦君饰)等,都赚足了观众的眼
泪,在观众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通过对群像角色细致入微的刻画,
《庆余年第二季》展现每个人物在时代
洪流中的挣扎、选择与成长。观众跟随
着这些角色成长的脚步,见证他们如何
在困惑中坚守本心,如何在一次次的选
择与放弃间寻得心中所求,从中获得共
鸣与启示。 据齐鲁晚报

《庆余年第二季》渐入佳境

命运交织命运交织,,群像亦有高光群像亦有高光
《庆余年第二季》作为当下备受瞩目的“爆剧”,改编自猫腻同名小说,讲述了神秘少年范闲在庆

国经历种种考验锤炼的故事。该剧以精彩的剧情内核和鲜活的人物群像赢得了观众的好评,在获
得超高收视率的同时,也引发了对于角色命运走向的讨论。如果说第一季是以范闲为中心的成长
记,第二季聚焦范闲成长的同时,也深刻挖掘每一位角色的成长弧光,形成栩栩如生的人物谱系。

武汉晚报讯（记者万建辉 通讯
员黄影）“谁帮我娶个媳妇进家门，我
超卖余粮一万斤！”这是湖北省戏曲
艺术剧院推出的首部农村题材现代
楚剧《田耕牛本传》主人公田耕牛，在
获得“农状元”称号后对乡亲们作出
的承诺……

为迎接6月21日首演，5月29日
上午，《田耕牛本传》在省戏曲艺术剧
院紧张排练中。田耕牛饰演者——
楚剧名家、“梅花奖”得主詹春尧排练
间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要演青
壮年到老年的田耕牛，除了体力方面
的挑战，还要把田耕牛演得区别于自
己以前的舞台形象，步态上要像农

民，举手投足都要像田耕牛，对自己
来说就要“洗心革面”。为此他练出
了一个八字脚，受到导演的首肯。

省戏曲艺术剧院党委书记胡关
丰介绍，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历时
两年打磨，将于 6月下旬推出首部
农村现实题材原创楚剧《田耕牛本
传》，通过庄稼把式田耕牛一家祖孙
四代的农耕故事，见证千年农耕文
明翻天覆地的历史嬗变，演绎了中
国农民这一特殊群体浴火重生般的
凤凰涅槃。

该剧总导演何艺光表示，农村题
材作品是不是热点的热点。这个剧
题材厚重，剧中时间跨越 40多年，

尤其是反映了几代中国农民与土地
的关系的变化，并且在历史叙事中
力求人物与故事情节的典型性与真
实感。

何艺光说，这也是一部具有深沉
意义的轻喜剧，在艺术风格上，将以
现实主义为题旨，追求浪漫主义的形
式表达，特别是有一批刚从艺校毕业
的年轻人作为群演，让整部剧充满变
革的激情与不断探索的活力。音乐
方面，在突出浓郁的楚剧味道、鲜明
的湖北地域风格的基础上，适当融入
现代元素，具有一定的时尚化、都市
化色彩，用艺术手段展现农村40年来
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

首部农村题材现代楚剧下月推出
讲述20世纪80年代“农状元”融入现代农业之路

《庆余年第二季》剧照。

农村题材现代楚剧《田耕牛本传》排
练中，田耕牛（“梅花奖”得主詹春尧饰
演，右）和田耕牛未婚妻张腊腊（张莹饰
演，左）。 记者万建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