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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声
“为了艺术性，坚持原声”

与很多古装剧不同的是，《崛起》选
择用同期声。听到演员的原声出演，一
些观众觉得不适应，也有观众觉得这才
是“正剧范儿”。对此，焦阳解释，此举是
因为丁黑导演的一再坚持。“其实我不让
用原声，因为同期声有优点和缺点，而且
原声是电影才用，时长短，方便修复。电
视剧周期是要有保证的，受影响就要重
拍，周期上不能保证。台词很考验专业，
但是电视剧现场不可控因素太多。横店
是个旅游区，收音的条件没有在电影棚
好，风向等都会造成问题，有些观众认为
这个原声有些粗糙，听不清，是有这样的
情况。”

但导演的这个坚持，他觉得对了。
“好在实力派演员在台词上，没有大问
题。像李立群老师，剧本都不用拿，随便
怎么对词，张口就来，这就是功夫。对演
员来说，这就是专业功底。”

评价
“只要你看了，骂也行”

距离首播仅剩4个小时，《崛起》才通
过官方微博宣告开播，“零宣发”也成为话
题点，焦阳直言，这一部播出“太突然”。

由于网络版跟电视版集数不同，一
些情节在电视播出时被删掉。“央视只播
出 34集，所以要把铺垫的戏拿掉，我们
的完整版是 40集。电视平台有集数限
制，一年只能播10到11部，后面还排了
很多戏待播，能够播出34集已是不易。”
焦阳说，“只要你看了这部戏，骂也行。
对我们来说，漠然才是最大的批评。”

《崛起》的热播，如今被视作历史正
剧回暖的信号，对此，他坦言：“影视行业
走到今天是多元化的，不管戏说、正说、
古装偶像化还是玄幻，都有它的市场。
不要一个类型打压另一个类型，这样不
符合繁荣艺术市场的规律。一开机就是
面对8亿的电视观众，不可能只看一个类
型的剧。不管什么类型，都有它的市场
生存空间。各自题材的差异性大，越繁
荣越好。” 晶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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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两年，这部历史大剧终于在央视播出

芈月唱主角，《大秦帝国3》不怕被骂
由丁黑执导的历史大剧《大秦帝国之崛起》，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

播。不同于如今鲜肉扎堆、戏说泛滥的“霸屏大作”，该剧集结了宁静、张
博、邢佳栋等实力演员，以正史观之态描绘风云际会的战国大世。这也是
时隔三年后，央视再次播出《大秦帝国》系列。主演中，宣太后依旧是第二
部中的“芈八子”（《芈月传》的原型）宁静，全剧主演中年纪最小的张博饰演

秦昭襄王嬴稷，与母亲宣太后在王权上展开拉
锯战。

没有辣眼睛的调色，现场收音同期声，
故事细节严谨。截至目前，豆瓣8.9的

高评分足见观众对其品质的认可。
本该在2015年首播的这部

剧为何延播两年？为什么播出之前
“零宣发”？在选角、造型、剪辑等幕后
制作上还有哪些秘密？该剧总制片人
焦阳讲述了《崛起》背后的“起伏”。

延播
“原男二号出事，找邢
佳栋补戏”

从 2009年《裂变》到 2013年的
《纵横》，这部系列剧的播出节奏已
经够慢。按照计划，第三部《崛起》
应在2015年首播，却直到今年才跟
观众见面。这背后的故事，该剧总
制片人焦阳用“多舛”来形容。他
透露，延播最重要的原因是“补拍
戏份”。

“在过审查时，当时饰演男二号
白起的男演员出了事，要么他的戏
份全删，要么剧不能播出，所以延误
了档期。”焦阳回忆，《崛起》拍摄了
近11个月。除了演员问题，还牵扯
到郢都大战的制作。“这是借助地形
来打的一场战争，参战方有秦国数
万之众。很难用电视语言完全展现
出来，所以一再改动，拍了又改，最
后上特技。”

好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焦阳最后请来邢佳栋，硬把白
起的戏全都补上。“邢老师很配合，
在没有群戏配合的情况下，在绿幕
底下拍完‘独角戏’，再通过特技加
上。”他感慨，“改的这 200多分钟，
比整部戏拍的时间还长，做了整整
14个月，最后把 4个特技公司累得
人仰马翻，很多人打地铺在后期间
睡觉，比拍戏还费劲。”

选角
“看戏好不好，能否担
得起分量”

第三部《崛起》的宣太后，依然
由第二部《纵横》中饰演芈八子的宁
静出演。这位历史上首个临朝称制
的太后，不仅在治国安邦上大显才
干，也深谙育王之道。张博饰演的
嬴稷从一个“熊孩子”到雄视天下的
“君王”，跨度很大。加上邢佳栋饰
演的白起，赵纯阳饰演的魏冉等配
角加持，这部剧称得上“一水儿的实
力派”。

在选角上，总制片人焦阳坦言，
第三部《崛起》跟第二部《纵横》“有
极大的关联性”。少女芈八子变成
宣太后是“一以贯之”。选择宁
静，因为她之前演过年龄跨度很
大的孝庄皇太后。“这部剧里，宣
太后戏份非常重。跨度大对一个
演员来说考验很大，所以选角最
主要的是戏好不好，是否能担得
起分量。对于制片方来说，选择宁
静的风险比较小。”

在拍《崛起》的 2011年，市场
上还没有“小鲜肉”一说。制片方
选角目的是：尽最大努力，把历史
人物还原出来。“至于演员长得漂
不漂亮、帅不帅气不是关键。”他笑
着说，“当然，长得好看更好。但是
那个时候，我们肯定还是以实力派
演员为主，对剧本里描述的人物是
要有把握的。”

《大秦帝国》系列，无论是服饰妆容，
还是行为礼仪，都因接近真实的秦国文化
而被观众津津乐道。据了解，这部剧很少
用丝绸。焦阳说：“那个时代的人将丝绸
穿在里面，因为当时男女没有裤装，里头
这一层需要贴身穿，讲究舒适。”

麻布成为衣服最主要的材质。为了还
原古时人的走路步伐，剧中服饰主要用麻
布制成，宽大的袖袍使衣服颇有重量，加上
身上佩戴的东西较多，走起路来四平八稳。

而武将们用的盔甲，用的全是真牛
皮。“你可以看到演员都是抬起腿来走，因
为太沉了，一身牛皮甲 30多斤，不那么走
就走不动。”看起来演员是端着、绷着演
戏，是因为服装太硬太沉。焦阳笑称：“人
配衣服马配鞍。如果衣服材质达不到，演
员没有这种重量压着，气势出不来。服装
是在丁黑导演的一再强调下，花了血本做
出来的。一穿上衣服，弄完头发，演员对
着镜子一照，自己就会入戏。”

《崛起》的亮点是“宣太后擅权，外戚
干政”，宣太后与儿子嬴稷在王权上长期
对立拉锯，彼此间猜忌滋生。片中开篇
“太后何时能将朝政大权，全权由儿臣来
定夺”就集中展现了这一矛盾所在，而“娘
不在乎天下人如何评价于我，娘只在乎稷
儿和秦国的好坏”也体现了芈八子的母性
之爱。

这也是该剧在历史基础上进行的最
重要的二次改编。“宣太后和秦昭襄王嬴
稷之间的母子关系，完全是杜撰出的，都

是二次创作。”焦阳说。历史上对宣太后
的记述极其稀少。“但我们从历史上可以
揣测。魏冉是宣太后的弟弟，掌握部分国
政。大权转给秦昭襄王，存在权力的更
迭。一般王权的更迭都是血淋淋的，别说
母子，父子之间也是杀得你死我活。”剧中
这个政权得以平稳过渡，得益于创作剧本
时的思考。“我们有一个推断是宣太后为
了儿子，不仅平稳过渡权力，而且背后有
巨大的力量促使其权力交接，并不是历史
上寥寥几句秦昭襄王就收回大权的。”

服饰“还原走路方式，衣服必须够沉”

剧情“太后和王的母子关系，是二次创作”

剧组聘请了秦文化礼仪专家从风
俗礼制、人物仪态、举手投足、文言对话
等各方面对演员进行培训。数位历史
学家担任历史顾问，在剧本创作中，仔
细考证剧中人物、器物、历史事件。比
如剧中的镜子或建筑物上的花纹都力
争做到符合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