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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是最值得珍惜的

对导演工作的热爱，也使得70
后导演周小刚成为一个“不抱怨”
的导演。“我觉得现在的市场和观
众都很宽容，有人说观众只喜欢看
搞笑的肥皂剧，但每个人都有喜欢
的作品类型，不可能一部作品所有
人都喜欢。”周小刚笑言，起码一部
作品出来以后，有人骂就有人叫
好，对导演的创作，观众不再横加
指责，“大不了不喜欢就不看，去看
自己喜欢的就行了。观众也不会
把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强加给导演，
观众这么宽容，我们还有什么可抱
怨的呢！”

除了“不抱怨”，周小刚还“力
挺”国产电视剧。“我没觉得我们的
作品不如韩剧、美剧什么的。”周小
刚说，韩剧风靡中国，但几年间也
只有《来自星星的你》《太阳的后裔》
等屈指可数的几部，国内电视剧同
样有《潜伏》《甄嬛传》《琅琊榜》等让
国外观众痴迷的好戏。“他们起步
早，最多是比我们更加规范。”

周小刚说，目前我国的影视剧
市场比较宽，特别是电视剧，基本
上所有类型的作品都会存在，谍
战、公安、农村、穿越等题材应有尽
有，“生存的压力并不大”。

真正给周小刚“压力”的，是对
观众认可的需求。“既然做这个行
业，不做出个名堂，就没有做的价
值和意义。”周小刚推心置腹地说，
他推掉的戏比拍的戏多几倍，早已
不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大不了，
你住大别墅，我住几十平米就行
了；你开奔驰，我开本田夏利也可
以。那些东西不是人生中最重要
的。等到观众看完我的作品，说

‘不错’，就可以了。观众的认可是
一种最高的成就——对我来说，这
是最值得珍惜的。”

在影视行业浸淫近 20年，周小刚对光
影的世界有着出乎寻常的热爱和执着。

很多人知道周小刚，是从他的演员生
涯开始的。从《武林外传》的谢掌柜到《鹰
隼大队》的郑武义，以及《红旗渠》《大宋传
奇》《李克农》《乐活家庭》等作品中都有他
的身影。

“我不是真正的科班出身，学习的时候
是从工厂过去的，年龄也超了，但就是因为
喜欢，才一直愿意待在这个行业。”周小刚
坦言，演员必须要有过硬的基本功，“演戏
大家都能演，但能否演出名堂就不一定。
尤其是在我到剧组以后，真的看到了自己
和别人的差距。”周小刚说，演员是一个综
合能力的体现，外形、气质、能否遇到合适

的角色甚至运气等，都很重要，在对自己表
演水平的客观认识下，他开始逐渐转型，在
1998年到 2008年的 10年间，从执行导演、
副导演，一步一步成为导演，但也由此获得
了其他人难以体会的快乐。

“导演能不断学习一些新鲜的东西，没
有止境。”周小刚说，演员到一定程度就“干
到头了”，表演技巧、人物类型就那么多，但
导演要掌握的、学习的东西则更为广泛，服
化道等基础的东西就够人学的。“我 1998
年入行，这十几年间的变化也是突飞猛
进。仅仅是设备方面的更新换代就特别
快，模拟机、数字技术等一波接一波，怎么
掌握画面？怎么运用技术设备？每一部戏
都觉得很新鲜，可以说是学无止境。”

“周小刚导演工作室”郑州成立

“拍良心好剧，做观众认可的导演”
郑报集团投拍的电视剧《百家姓·起源故事》第一季新闻发布会暨“周小刚导演工作室”成立仪式昨日下午在郑州报业

集团举行。作为活动的主角之一，周小刚坦言，是中原厚重的历史文化、实力雄厚的作家队伍吸引了他，希望可以充分挖
掘这里的文化资源，做出好剧本、拍出好作品，为影视行业的发展贡献一己之力。

敬佩
郑州报业集团投拍
《百家姓·起源故事》

早在 10年前，与《百家姓》总导演张
清同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周小刚就知
道了这个题材，但当时周小刚给张清泼
了一盆冷水：做不成！10年后，面对郑
报集团大力支持、迎难而上投拍成功，周
小刚由衷地伸出了大拇指。

“这部戏不能仅仅用一部电视剧来衡
量。”周小刚说，如果要拍戏，身为导演的
他们几乎每天都在拍，但那仅仅是技术层
面的问题，而这部作品的意义，非同凡响。

周小刚坦言，过去自己对姓氏文化
并不了解，但通过这部剧的拍摄，他不由
自主地受到吸引，并学习到很多姓氏文
化、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这对全球华
人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对中华儿女有着
独特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周小刚还专程
赶到横店探班，并就此和这部大剧、和郑
报集团、和郑州，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吸引
河南文化底蕴深厚

周小刚就职于空军电视艺术中心，
拍摄了多部收视率及口碑佳作。如《结
婚十年》《炊事班的故事》《房前屋后》等，
以及近期闫妮主演的《张小五的春天》，
黄志忠、陈小艺、朱媛媛等主演的《咱家
那些事》等多部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
时间播出，深受观众喜爱。

《百家姓·起源故事》第一季杀青，周
小刚不但是见证者，还将成为深度合作
的牵手者——联手郑报集团旗下东方启
源文化有限公司，在郑州成立“周小刚导
演工作室”。

事实上，早在五六年前，已有多个公司
与周小刚洽谈签约成立工作室的事宜，但周
小刚没有答应。“现在我觉得时机成熟了。”
周小刚说，经过积累，他手头的资源储备已
经较为丰厚，量有了，该是质的提升了。

周小刚坦言，在这个时候成立工作
室，有的人说晚了一些，也有人说现在的
影视剧市场比较混乱，但他看来“越混乱
越好”：“每当一个行业进入混乱状态的
时候，就是要大发展的时候了。其实我
国电视剧一年的创作量很大，一个卫视
一年会播二三十部，全国每年能生产几
百上千部电视作品，但没有几部能被观
众记住——越是混乱越要认真创作，别
人拍量我拍质，别人拍质我拍精，这样才
能拍出好的作品。”

至于很多人好奇的“周小刚工作室
为何落户郑州”，周小刚表示，剧本是“一
剧之本”，好的剧本可能被拍坏，但质量
不高的剧本拍出来的作品只会更糟，因
此他尤其关注剧本的质量。郑州，就具
有这样的独特优势资源。

“我虽然从事影视剧创作，但还是
‘文学豫军’的拥趸，刘震云、周大新等河
南作家的作品从小就爱看。”周小刚透
露，中原文化博大精深，名家辈出，深厚
的历史、实力雄厚的作家队伍，令他对工
作室落户郑州充满信心：“我相信，在这
里能挖掘、组建起不错的创作团队。”

周小刚还介绍，工作室成立后将重
点进行影视剧的投资和制作，制作部分
包括项目的挖掘、剧本的创作以及后期
的拍摄、宣发等：“一部电视剧之所以不
吸引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剧本不够
好。没有好的剧本，全靠演员和拍摄手
法去弥补是很困难的。有了好的创作队
伍、好的剧本，我相信能产生有思想性、
艺术性的好作品，我愿意为此付出我所
有的力量。”

心态 导演要学无止境

身为导演，周小刚追求什么？
“我不求利，如果是为了赚钱，完全可

以去做别的，或者拍一些纯粹迎合市场的
作品。”周小刚说，自己出身演艺世家，从小
耳濡目染，因此也更期待在这个行业能有
一番作为。

周小刚告诉记者，纵观成功的影视作
品，一定是有思想性、文学性的，一定是表
现真善美的作品，他也更愿意反映生活中
的真善美、反映人性的美好和善良。“我喜
欢积极向上的东西，其实看看这么多年留
下的好作品，也都是这个范畴的，没有人去
歌颂假丑恶，大家都向往光明和温暖。否
则，拍得再热闹，也只能风行一时。”

而拍戏拍到最后，导演的“功力”也体

现在文化素养上。“到一定程度，导演的文
化素养更为重要。因为一部作品不是单一
拍摄上的事，还有导演的思想、手法、态度
等贯穿其中。一场戏怎么拍，每个人拍得
都不一样，观众还是能看出高下。”

身处影视行业，周小刚最需要什么？
“政府的引导、扶持，行业的不断完善和规范
都很重要，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行业优秀
作品的引领，一只领头雁出现了，叫好又叫座
的作品出现了，大家就会朝着那个方向去努
力，行业引领的作用更加潜移默化、水滴石
穿，毕竟，如果好的影视作品让人有利可图
时，谁不做好的呢？”周小刚一再提出，不断有
好的作品在大潮中涌现出来，现身说教，才
能引领整个行业的提升。

憧憬 拍出更多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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