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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卫的作品，从来不缺大
牌演员，也从来不缺大牌演员们
的“叫苦不迭”。云集了胡歌、马
伊琍、唐嫣、吴越等知名上海籍演
员的《繁花》也不例外。跨界“演
员”范志毅更是大叫：“本来就没
几个镜头，还被‘老头子’（指王家
卫）全掐掉了！”

王家卫最出色的能力，是能
让每个不大的角色都能焕发出光
彩。这部戏范志毅是客串，结果
他的演出片段火爆出圈。每个人
都在点评“这就是天不怕地不怕
的‘范大将军’的样子”，但就在昨
天，范志毅却告诉青年报记者：

“我一开始没有台词的，‘老头子’
让我上去就‘搓伊’，说就是这么
设定的，弄得我就没方向了！我
一去就要‘搓伊’，还没想好怎么

‘搓’，镜头已经架好对着我了。

我吓死了——我从来没拖过进
度，是因为我就想着赶紧拍完走
人，太紧张了。”

不要说范志毅，就连吴越这
样拿过白玉兰奖最佳女演员的实
力派演员，对于“上这部戏的感受
就是后悔，太后悔了”。向来认真
的她，接戏时拿过一本厚厚的人
物小传，“其中包括她在哪个中学
毕业，几几年上的大学，大学里她
爱上了谁等等”，但这些东西跟她
真正演的戏毫无关系，“我的戏并
不多，只有二十来场，但开拍后一
遍遍来，我就越来越紧张，觉得自
己怎么什么都不会，我记得自己
跟胡歌的对话，最后两句对白永
远是‘我勿来赛了，我演不来了’，
而胡歌就会淡定地回我一句‘哦
阿姐，那这个就没办法了’。”

吴越形容自己“开场就很狼

狈”，10月份就先于她进组的唐
嫣却很淡定。吴越回忆说：“那个
时候唐嫣就戴个袖套，小四眼，和
胡歌两个人站一起，我一看就觉
得路道老粗了，老资格了，然后我
找唐嫣求助，唐嫣就特别仗义地
说，‘侬是不是觉得自己闲话讲不
清爽，台词侪是忘记忒了，老坍台
了对吧’，我点头，她就说‘都是这
样的，勿要紧！’”

在王家卫的剧组，演员们有
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但真正
拍完，看到《繁花》播出后有如今
的盛况，他们都是感叹不已。吴
越觉得，《繁花》“最伟大的地方就
是这么多群戏，而且每一个角色
都有它的颜色，都有它的性格，都
有它可爱的地方”，作为演员“我
觉得我们都很幸福”；唐嫣说：“我
觉得汪小姐这个角色她越过了她

的高山，她成为了自己的码头，她
会感谢她所有的过去。作为演
员，我也是这样的想法，这一步步
的积累，无论好与坏，都成就了现
在的我。”

“宝总”胡歌更是感谢自己的
偶像王家卫：“刚开始时会很紧
张、很忐忑，一直在自信和不自信
之间徘徊。慢慢地会发现，只要
他在，你就会很安心，很像谈恋爱
的感觉。”这长达三年的拍摄周
期，对王家卫来说已算神速，但对
电视剧演员们来说，却犹如一场
马拉松，胡歌说：“拍摄到后期，大
家都处于崩溃边缘，各方面压力
都很大。但是看着在现场精力旺
盛、事无巨细的王导，看着他每天
拍完戏后还回去开会、写剧本，所
有的疲倦感一下子就消除了，感
觉自己又可以了。”

“对演员来说，你在讲家
乡方言的时候，你的记忆里
就浮现出很多味道，还有雨
落在梧桐树叶上的声音。”

饰演金花科长的吴越至今
记得，自己有一场戏是在办公室
里，结果王家卫自己在片场的金
花办公室里，摆弄所有的道具，

“哪本书放上面，钢笔摆哪个位
置”，她们在摄影棚等了两个小
时，“就看着身高1米9的导演的
背影，我当时就在想，这样用心
的导演，人家让我怎么做，就怎
么做吧。”

也因为这样对细节的高度
用心，让《繁花》各处都经得起推
敲，“破圈”也丝毫不令人意外
——无论是对方言剧的发展，还
是对地方文旅的推动，它的影响
力、辐射力都是惊人的。

在《繁花》开播之后，它就掀
起了一股“全国看《繁花》”的热
潮，而有意思的是，这部剧推出
了普通话和沪语两个版本，但不
仅仅是上海或者江浙沪的观众
要看沪语版，就连北方观众也想
看完全听不懂的沪语版。

现在所有人都能理解，用方
言版可能更能体现“原汁原味”
的地方文化。昨日，胡歌在接受
采访时也诗意地表示：“方言让
大家更愿意来了解上海，了解上
海的历史和文化——对演员来
说，你在讲家乡方言的时候，你
的记忆里就浮现出很多味道，还
有雨落在梧桐树叶上的声音，对
吧？所以现在这么多的观众关
注上海话这个话题，我也非常高
兴，我们都是因为热爱自己的家
乡，喜欢家乡的方言，才能让更
多的朋友和我们一样喜欢上海
这座城市。”

在《繁花》制作的前期，其实
制作团队也就是否推出沪语版
征求过专家意见。上海大学语
言学家钱乃荣教授就是其中的
专家之一，一直致力于方言保护
的钱教授从一开始就表达了用
沪语拍摄的主张。他表示，金宇
澄的原著是用上海话和普通话
糅杂的独特语言写就，而这两种
语言版本其实是非常不同的，

“从语气到句长都不一样，很多
台词用上海话读就非常顺，用普
通话读就失去了那种感觉”，他
认为，这样有特色的方言，才能
够去全面地展现一个地方的色
彩和风土人情。

不过，在播出过程中，《繁
花》中的沪语一度被一些上海观
众所质疑，认为它的发音不太标
准，但钱乃荣教授表示，《繁花》
讲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上海
故事，任何方言都有不同地区和
时间、甚至使用人年龄所导致的
差别，“剧中胡歌和他师傅游本
昌的对话，其实非常严谨，因为
游本昌在里面用的是很多老一
辈上海人说话的方式。”

短短几百米黄河路上的
众多餐饮店，这些天都是生
意爆棚，剧中至真园的原型
苔圣园，预订已经排到了 3
月份，而这家饭店所在的路
口人满为患。

《繁花》主要讲述了发生在

黄河路上的故事，王家卫在剧中
搭建的黄河路盛景，曾让人觉得
过度渲染了这条路的繁华，但对
很多老上海人来说，如今颇为落
寞的黄河路，当年却真的是如此
灯火辉煌，很多人拿出了当年的
照片，证实这条小马路的光鲜并
非传说。

在该剧热播后，这些天的黄
河路是当之无愧的“顶流”，每天
都是熙熙攘攘，全国来打卡的人
络绎不绝，双休日都是超过了千
人，比去武康大楼打卡的人都要
多。短短几百米黄河路上的众
多餐饮店，这些天都是生意爆
棚，剧中至真园的原型苔圣园，
预订已经排到了3月份，而这家
饭店所在的路口，拍照的市民游
客人满为患。

在《繁花》剧组位于上海影
视乐园（车墩影视基地）的取
景地，该剧搭建的“黄河路”如
今也已成为参观热点。据乐园
所属的上影集团透露，乐园也
将针对游客推出众多场景，包
括还原剧中场景，给游客们打
卡。

这部剧对上海文旅的带
动，也不仅仅是黄河路，另一条
原本就是美食街的进贤路、老
牌的外滩大楼、和平饭店都跟
着关注度飙升……很多忠实观
众整理出了剧中所涉地名，制
作出了一份全新的 city walk
《繁花》主题路线图，吸引了不
少外地游客都特意来走一遍，
并且还要亲口尝一尝剧中汪小
姐吃过的“排骨年糕”“宝总泡
饭”。有外卖平台发布数据显
示，《繁花》开播一周后，排骨年
糕的搜索量就暴涨近7倍，订单
量环比开播前一周暴涨 237%。
甚至，剧中演员也会“蹭热度”，
剧中“魏总”的扮演者郑恺就在
个人微博上晒出了排骨年糕，说

“替大家去打卡了”，“还是小时
候的味道”。

有意思的是，这些关键词也
频繁登上微博热搜，“上海《繁
花》吸引四方来客”，成为了文旅
融合的“代表作”。

《《繁花繁花》》落幕落幕，，一城繁华犹有后来人一城繁华犹有后来人

《繁花》昨晚迎来了
大结局。这部让天不怕
地不怕的范志毅都拍得

“没了方向”、让拿过几
大电视节最佳女演员奖
的吴越都“觉得自己不
会演戏了”的作品，已经
不折不扣成为了2023-
2024年的“年度现象”。
青年报记者采访中得
知，该剧不仅仅对胡歌
等一众实力演员们影响
巨大，在方言文艺、文旅
融合等方面也掀起了惊
人的“繁花效应”。

青年报记者 陈宏

一个个“狼狈”的大明星：从“勿来赛了”到“又可以了”

一个个惊人的“破圈效应”：
从正宗沪语之争到黄河路打卡之潮

戏里

戏外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电视剧《繁花》引发的
沪语热正在持续发酵。沪语研究
者普遍认为，这部剧对于沪语的传
承与普及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
近年沪语的传承问题已经引起重
视，但是沪语式微的势头并没有遏
制，如何让这座城市的青少年说好
上海话，这仍是一个待解的命题。

上海知名作家、沪语研究专家
何振华最近也一直在追《繁花》。
他告诉青年报记者，几个上海籍演
员用上海话来演一部电视剧，这本
身就很有勇气。近些年人们一直
在说沪语式微，在这个当口推出沪
语版《繁花》，对于推动沪语的普及
和发展意义重大。

为什么要传承沪语？对于这
个问题，著名语言学家、吴语研究
专家钱乃荣说得很清楚。他对记
者说，胡适曾有名言“方言的文学
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
的神理”，上海话最能体现一座城
市的灵魂。“上海话在上海城区的
高速发展，融合了古代形式、近代
形式、最现代的形式，农业手工业
社会、工业社会、商业社会的各种

词语，上海日新月异、海纳百川，汇
聚了世界各地好词语，同时浓缩和
积累在几代人的口语中，这使上海
话的日常用语成为一种时代层次
十分丰富的语言。”他说。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尽管这些
年有所推动，但沪语式微的势头并
没有遏制。何振华告诉记者，“语
言是有温度，也是有识别度的。不
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生活在上海的
人们突然发现，许许多多的孩子们
已经讲不准、说不好那口糯软悦耳
的上海话了。各地方言，传承了当
地文化，无疑是人文载体。一座有
着丰厚历史人文传统的大城市，如
果泯灭了属于它的方言，无异于抽
取了重要的血肉甚至灵魂。”

市民周小姐是一个土生土长
的上海人，和很多90后一样，她的
上海话也是工作之后重新学习
的。她告诉记者，她虽然很想讲上
海话，但是工作和生活缺少说沪语
的氛围，甚至几个上海人聚在一
起，也习惯于说普通话。“《繁花》沪
语版播出后，这几天很多人好像心
里都起了波澜，开始讨论上海话的
话题了。其实方言的氛围就是需
要这样慢慢培养的。”

让上海小囡说好上海话

■延伸

□青年报评论员 张逸麟
30 集一晃而过，观众意犹

未尽，《繁花》却迎来了收官。

30 年一晃而过，一代人的岁月

回眸迎来了收官，但上海意犹

未尽。

早年间以上海为背景并引

起现象级热潮的电视剧当属发

哥的《上海滩》，播出时正是《繁

花》里的主人公生龙活虎的年

代。参演《繁花》的范志毅说，

多少年了，没有这样一部讲述

上海的电视剧。《繁花》演员阵

容中云集了许多上海本地文化

符号般的人士，他们的演出得

到了观众一致好评，因为这是

一、两代人集体的城市记忆。

所以范志毅回看拍摄的镜头，

自己把自己感动得流泪。不止

是上海观众，《繁花》也获得了

其他省市观众的海量好评，尽

管听不太懂上海话，很多观众

也宁愿看原汁原味的“沪语+字

幕”版本，这也是一、两代中国

人的时代记忆。

以上海为背景的电视剧很

多，可许多作品诸如《上海滩》

《情深深雨濛濛》《长恨歌》都是

聚焦于旧时代，很难引起观众

的情感共鸣。那个时代的上

海，既有富人洋人的灯红酒绿，

也有贫民窟中无数像“三毛”这

样穷苦百姓的无助与悲惨。既

有反动政府盘剥百姓的无耻行

径，也有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

轰轰烈烈。那时的上海有历

史、有文化，但谈不上什么城市

精神，那个时代的上海，不值得

回味、留恋。上海真正的城市

精神，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代又

一代上海人通过勤奋与坚毅，

将散落的文化底蕴拾起，并赋

予时代的力量凝聚而成。正如

香港人最推崇的TVB剧还是刘

青云、郑少秋的《大时代》，那是

香港最具活力的时代。而《繁

花》仿佛上海这座城市的《大时

代》，是城市精神迸发出巨大能

量的一个缩影。

金宇澄的原著《繁花》，通

过几位平凡人物在时代洪流中

生活和情感的交织，展现出命

运的“沉默”与难测，并构筑了

一幅丰富多彩的上海生活画

卷。而经过王家卫导演的演

绎，电视剧《繁花》更像是一幅

时代群像，对角色们在那个特

殊时代背景下的奋斗经历和生

活态度重点着墨，谱写了个体

命运与时代大潮的交响曲，也

艺术化地诠释了“海纳百川、追

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的上海城市精神。让许多观

众，尤其是上海人在时代群像

中依稀找到自己当年的影子，

经历过、奋斗过，或成功或失

败，都是这个时代中值得回味

的一段记忆，是这座城市的繁

花中一片独特的花瓣。

花开花落，生生不息，总有

下一个花季。还是范志毅的一

段采访，他希望上海的年轻人

能够从剧中体会到父辈、前辈

为上海这座城市作出的贡献。

剧中的“繁花”落幕，但现实中

的“繁花”未完待续。

时代的回眸
是生生不息的花季

■青年时评

在上海影视乐园（车墩影视基地），游客被《繁花》的海报吸引。 本版均为新华社图

市民在和平饭店门厅内设置的《繁花》置景前留影。

《繁花》中的黄河路实景。

“至真园酒家”供游客们沉浸式打卡。
浙江路钢桥实景旁放置着《繁花》在此拍摄的标志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