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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的荣耀》导演康洪雷：

选题材没标准 不想被定义

  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青衣》，
从《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到《士兵突
击》《我的团长我的团》《推拿》《父亲
的草原母亲的河》……在众多剧迷心
中，康洪雷三个字是优质作品的注
脚。谈及作为导演最重要的能力，
这位从业30年的导演直言：“其实方
方面面都很重要，如果一定要我概
括，我认为是细节的堆砌和味道的
拿捏，离开了这两点，看上去再好
的作品也会出问题。”

  8月27日，康洪雷执导的最新作品《父辈
的荣耀》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套黄金时间开
播，该剧以上世纪90年代林业改革为背景，以
生活在三道沟林场的伐木工人顾长山一家的生
活轨迹为故事主线，通过写实的笔触讲述了二
十年来不同时期的林业人追求理想、实现林业
生态文明传承的故事。这一次，康洪雷在观众
面前徐徐展开的，是一幅兼具厚度和温度的三
道沟林场生活图鉴。
　　据介绍，为了准确拿捏这部作品的味道，
康洪雷带领该剧主创进行了近4个月专注的剧
本围读，此后，剧组开始了深入吉林林区的体
验，演员们被要求和当地人一起生活。在康洪
雷看来，只有在这种真实的生活中，才能真正
触摸到《父辈的荣耀》所讲述的鲜活生活。经
过两个多月的深入体验，再次回到摄影机前的
演员令康洪雷放下心来，至此，新戏才得以正
式开机。
　　在《父辈的荣耀》之前，《激情燃烧的岁
月》《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也都对“父辈”
有所聚焦。谈及此，康洪雷直言，三部戏都关
联“父辈”更多的是一种巧合。
　　康洪雷认为，《父辈的荣耀》事实上是
在讲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迈进当中的当
事人的阵痛，他们的纠结以及毅然决然，
这样的故事核心，注定《父辈的荣耀》
绝不仅仅是讲述父辈奋斗的年代剧。康
洪雷表示，该剧中最大的一个维度是
如何用青年人的眼光来回溯、看到家
乡父辈们的传统生活模式，“走出
去的人在新的环境中奋斗，发现自
己根基的一些东西的分量，于是
回归。在共同的面对中，不仅是
回顾，更关注到当代青年人的
共同话题”。

  从军旅戏到女性题材，从农村戏到历史题
材，一直以来，康洪雷的作品涉题颇广，谈及
此，这位资深导演直言，“不想被定义”。
　　“我在选择题材上好像没什么标准，2000年
拍完《激情燃烧的岁月》，同类型题材的邀约扑
面而来，但我一个都没接，而是转头拍了《青
衣》，拍了一个委婉略带伤感的女性故事。然后
是《民工》，再以后是一个警察的故事《一针见
血》，再往后又接一个女性题材的《有泪尽情
流》。那以后，就是《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
团》，后来的《我的法兰西岁月》《推拿》《父亲的
草原母亲的河》《功勋》也都不是同质化的。”康
洪雷坦言，“陌生的领域、陌生的环境、陌
生的人物、陌生的故事，是一种挑战，有挑
战的东西才让人有积极的欲望。”
　　2014年拍完《推拿》之后，康洪雷曾选择
有意识地离开，离开北京，离开舆论圈，甚
至离开工作的中心。那期间，康洪雷拒绝了
很多题材邀约，把自己还原到一个旁观者的
角度。
　　在《父辈的荣耀》中，康洪雷无疑等来
了“志同道合”的制作团队，在康洪雷看
来，更为难得的是，他们的“年轻”。对于
年轻团队，他不吝溢美之词，“现在年轻人在
认知、工作方式上都更先进，我看到我们青年
影视团队，真的就是从传统模式向更精细化迈
进，让我特别感动，他们真的是有未来的”。
　　多年来，康洪雷一直很重视扶持团队中
的年轻创作者，此番《父辈的荣耀》担任导
演的刘翰轩便是从《士兵突击》开始参与拍
摄工作的一名年轻导演。在康洪雷看来，一
名电视剧导演的成长学习中最重要的就是
“经历”，“在不同的艺术实践当中的经
历，担任不同的岗位，需要从底层工作干

起，熟悉影视创作当中的每一个工艺
流程，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创

作，做一个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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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深入林区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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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地选择离开

等到了“志同道合”的年轻团队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郭超）8月
27日，由潍坊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潍坊市美
术家协会、潍坊学院美术学院承办，奎文区文化馆
协办的第30届写生展在潍坊十笏园美术馆举行。
  本次展览共展出210幅作品，包含国画、油
画、水彩、钢笔画、素描等。这些作品以描绘祖国
名山大川和潍坊各景点为主，艺术家用手中的画笔
歌颂祖国、赞美家乡，勾勒出一幅幅新时代“醉
美”画卷。
　　秋雨阻挡不了书画爱好者的脚步。当天上午9
时30分，现场人头攒动。走进潍坊十笏园美术馆展
厅，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作映入眼帘。
  以画山水闻名的潍坊市美术家协会艺术顾问陈
华，对太行山的一草一木情有独钟。陈华此次带来
的是太行山采风作品，将太行山的雄伟、壮观、奇
特、险峻描绘得淋漓尽致。“今年我70岁了，每年
都坚持去太行山两次，背着背包触摸那里的山山水
水，至今已经坚持十几年，对太行山越画感情越深
厚。”陈华表示，虽然自己画的是山水，但并不是
纯粹画风景，这里面融入了自己对太行山的人文、
自然、历史的思考。

　 潍坊学院美术学院教授周赤舟用一幅油画作品
《潍河入海口》，表达对潍坊的热爱。在这幅作品
中，鲜活的自然气息和鲜明的地域风貌，使人仿佛
看到那饱蘸油彩的画笔自由地翻滚、扭动、挥洒、
叠压，奔放又洒脱。
  “周赤舟的作品很特别，他画的是油画，却体
现出国画的潇洒、大气，特别是在调色和布局上，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正在赏画的书画爱好者陈
女士表示。
　　据悉，潍坊市美术家协会一直有重视写生的传
统，多年来会员足迹遍布省内外的名山大川，深入
车间、工地、乡村、码头等基层开展写生活动，有
力推动了创作水平的提升，此前已成功举办29届写
生展。
　　此次展览，组织了大量美术爱好者参与写生活
动。前期共收到作品370余幅，经过展览评审委员
会的初评、复评，最终210幅作品入选。本次展览
为潍坊市美术家协会坚持多年的写生创作展，也是
全市美术界一场全方位的学术检阅展。
  据悉，此次展览持续至9月15日，有兴趣的市
民可到现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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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欣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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