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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子：“仓爷”身上会有自己的影子
18日上午，记者们赶到的时候，剧组正在

拍摄一场清代粮仓的戏，这场戏是扮演仓爷的
巍子老师来检查粮食。穿上戏服的巍子，从表
情到言行都有那么一股威严感。这次在《康百
万》剧中巍子并不是重要角色，基本就是一个客
串。像巍子这样挑剔的老戏骨一向接戏慎重，
当被问到这次为什么会接这部《康百万》时，巍
子告诉记者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其实我是
纯粹来帮忙的，我以前看上了潘军的两部小说，
我想改编，他愣是不给我。而且你知道潘军这
人一向抠门，所以这次为了这两本小说，他让我
来客串这个角色，算是我改编他的小说的代
价。”巍子笑着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虽然是来帮忙，可是依然要在北京-10℃的
天气下穿着单衣拍戏。被问到值不值时，巍子淡
然一笑：“你说哪位演员拍戏不是不惧严寒，冒着
酷暑？其实没什么，这行就是这样，你要是不愿意
可以不当演员。当了，就没什么好抱怨的。”

剧中巍子扮演的仓爷是康悔文的老师，教
他经商持家的本领，帮他成事。和很多演员不
同，巍子一般不看自己演过的角色，在现场他也
不去监视器旁看自己的镜头回放。记者问他是
不是特别自信，他用自己特有的霸气说：“不自
信的人能当演员吗？”说到如何提高自己的角色
创作，巍子表示自己一般都是靠脑子回想，思索
自己的表演有什么问题：“演员太在意自己的镜
头就显得很业余，演员最大的魅力应该是来自
于人物性格，而外形表现是留给模特做的职
业。”最后巍子坦言，他塑造的仓爷有着自己的
个性在其中，这肯定是摆脱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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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中原商文化根源 融入豫剧和河洛大鼓

《康百万》叫板《大宅门》

作为郑州市重点文化工程，由中共郑州市委、市政府，中共巩义市委、市政府，河南影视集团等联
合摄制的电视剧《康百万》结束了在河南的拍摄，日前“移师”至北京怀柔飞腾影视基地。12月18日，电
视剧《康百万》有好几场重头戏在此拍摄，也是演员们聚集得最全的一次，为此本报记者专程赶赴基地进
行探班。

记者一大早赶赴北京怀柔飞腾影视基地时，这里已经一切准备就绪，就连群众演员都已经穿戴整
齐，等待拍摄了。据该剧导演潘军介绍：“《康百万》已经在北京拍摄了20多天，还要再奋战20多天，预计
1月8日杀青。” 晚报记者 王冉/文 白韬/图 北京专电

拍摄现场看得出导演潘军对每一个
细节要求都很严谨，经常听到他在喊：“摄
像注意、注意……”“节奏、注意节奏……”
对于电视剧《康百万》，导演潘军倾注了很
多心血。潘军称，当初有很多人对这个题
材有拍摄意向，最终能花落自己，一方面
归结于他和该剧编剧——我省著名作家
李佩甫的友谊，另一方面是他个人的文学
功力。“我和李佩甫早在 1986年第一届全
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的时候就认识了。
我是在今年 6 月接到邀请的。”一个剧本
要想拍成电视剧，还需要影视艺术家必要
的编剧处理。画家出身的导演潘军具有
很深的文学功力，据他介绍，当初他接到
《康百万》的剧本时，认为这部作品虽然本
身具有相当的分量，但还不具备拍摄电视
剧的条件。而这个剧本首先面临的就是
二度改写，加强戏剧冲突。

谈到剧本的改写和加工，潘军导演
说：“以往大家看到的晋商、徽商、浙商的
影视作品很多，我们这次《康百万》电视
剧要展现的就是豫商的精神。一个商人
如何发家挣钱，大家看的太多了，我这次
就要着力展现人物的性格魅力和时代关
系。我认为单纯地谈商，老百姓是不会
爱看的。”电视剧《康百万》以“中原活财
神”康百万家族传承 12代、历时 400余年
而不衰的传奇经历为背景，以康氏家族
经商、做人的“留余”理念为精髓，生动刻
画了在大是大非面前忠于国家、在巨额
财富面前心系百姓、在恩怨情仇面前宽
容待人的大豫商形象。在剧中，导演潘
军力求通过康百万家族的“留余思想”、

“深藏不露”、“不张扬”等特点，反映数
千年的儒家文化，折射出中国商文化的
根源所在。

陶红：内心的纠结演起来很累
记者一大早见到陶红的时候，她就已经精

神百倍地准备好了，就等着拍戏了。当天早上
她的戏是来看粮仓附近的环境，然后有眼光地
为康家选中了一块好地方，接近口岸方便日后
商品交易。陶红在《康百万》中饰演的周若兰
是一个寡妇，从 20岁一直演到 60岁，年龄跨度
很大。陶红说，她特别喜欢周若兰这个角色，大
气、聪慧、个性。“今年9月我正在法国巴黎准备
电影《米香》的首映，导演潘军就给我打电话，说
他手上有个剧本《康百万》，希望能由我去演女一
号。我看了之后，很喜欢，立马儿就答应了。”

剧中陶红饰演的周若兰怎么看都有些像
《大宅门》里的“白家奶奶”，一个女人撑起一个大
家族。陶红说：“对，她们都是那一类人。一个女
人操持着全家，康家历史上还真有这么一个人，
当然剧本中为了让她的戏份更加精彩，也进行
了一些艺术加工。像这样的角色是女性的话，
观众会觉得戏好看，如果是一个男人成为一家
之主，就似乎比较平淡，没这么精彩了。”

剧中康家的两个能干的男性都相继去世，
而陶红饰演的周若兰自己内心深处的爱情一生
都不能触碰，她和土匪“断指乔”青梅竹马，但是
却不可能有任何结果，这个八面玲珑的女性，内
心深处却是十分孤独。“她很明白自己的爱情不
可能有结果，一直在压抑着自己的情感，这种内
心的纠结演起来很累。每次看到那个‘八道门’
会闪的镜头，我自己都会忍不住哭。”

据潘军介绍，电视剧《康百万》的文学
创作团队可谓是“名家组合”：“二月河、王
立群、孙荪、李玉梅等知名作家都以不同方
式参与了修改和创作。今年8月份，我在大
幅度修改剧本时又融进去了自己的思想。
相信如此重量级的创作团队能够不同于同
类题材的电视剧。”

之前类似的题材也有很多成功的电视
剧作品，如《大宅门》《乔家大院》《白银谷》
等，但是潘军对自己的这部《康百万》还是
很有信心的：“我相信我们这部《康百万》是
经得起任何比较的，也绝不会逊色于以往
的《大宅门》《乔家大院》等。”

导演潘军是画家出身，他自己还搞文
学创作，所以在采访中他表示自己的拍摄
手法会有别于那些传统导演：“文化是无形
的，这部剧不仅要展现豫商，还要展现中原

文化，要让中原文化融入其中。我拍《康百
万》就像在河里扔石头，这块石头扔下去就
会‘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一圈激起的是巩
义，第二圈激起的是郑州，第三圈是河南，
第四圈是中原，第五圈是中国。我希望自
己能够通过这部电视剧让中原文化的影响
不断放大，扩散出去。”说到如何融入中原
文化，潘军说：“我们在拍摄过程中，还渗透
着地标性景观、地域性文化元素，强调黄河
和伊洛河交汇的独特、博大、阴阳交合等特
有的精神品质。该剧取外景时，既有黄河、
伊洛河、石窟寺、康百万庄园，还有在开封、
中牟等地的名胜古迹。另外，巩义也是豫
剧大师常香玉的故乡，豫剧和河洛大鼓这
些文化元素我们都会融入其中。我们相信
河南的悠久文化和灿烂文明，是能征服电
视观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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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仓”粮食全部货真价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