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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97》从1976年开
始，故事的发生时间、地点、人
物都以香港元素为主，大街小
巷里充斥着饱满的香港人文
地理情怀，充斥着普通香港人
的生活气息。要准确、恰如其
分地反映这段时期的香港，这
对生活于内地的导演王伟民
来说，绝非易事。

《我的1997》主创们都成
了“细节控”，对香港人当年
的衣食住行，流行的音乐、服
饰，甚至是口头语，都经过精
心的斟酌，要充分表现出“年
代感”。

在王伟民印象中，在好
几个月的时间内，翻阅过的
相关文献数不胜数，力求把
当年香港人的相貌和穿戴还
原出来。在人物的穿着打扮
上，最重要的是细节的准确，
比如说演员的裤脚到底是多

大，眼镜是什么形状，头发烫
成什么样的，录音机是单卡
的还是双卡的、是什么牌子
的……所有这些细节都要去
考证，工作量相当大，“只有
在每个细节上准确，观众才
会信任。”

对此，主演印小天也感
触颇深。他饰演的高建国，
手上戴的表都很有讲究，“最
开始戴的是海鸥，然后从北
京‘逃港’，为了上船把手表
当了。到了香港，李佳欣在
圣诞节的时候送给他一块金
装劳力士，也是那个年代生
意人的象征。”印小天说，包
括衣服袖口、马甲，都是很考
究的。而他在剧中穿的一件
棉袄，都是经过七次修改，棉
花掏出来又放进去，只为了
呈现最优的效果。

在此剧中，曾执导过电

视剧《霍元甲》的香港著名导
演徐小明加盟，也成为剧组
了解香港的“活字典”，主创
们经常找他聊天“取经”，了
解那个时代的香港究竟是什
么样的。

在发布会现场，当电视
剧主题曲《公元 1997》响起
时，立刻勾起了现场来宾的
集体回忆。这是一首为迎接
香港回归而创作的歌曲，由
靳树增作词，肖白作曲，大陆
群星共同演唱。

这首歌是王伟民特意挑
选的，而且还是1997年的原
版，“我们把它买过来，因为这
首歌能带起很多人的回忆，一
想起这首歌马上能回想起当
年的情景。很多年轻人可能
没听过，但是我相信，这首歌
对他们肯定是有共鸣的。”

（杨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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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 75 天，北京—佛山—深圳—香
港，4座城市，行程3000多公里，500多名演
职人员……

一部恢弘大气的史诗巨制
这部剧的时间跨度是从上世纪 70 年

代末到1997年香港回归后，全面展现了香
港回归前20多年岁月中内地和香港的时
代变迁，以主角高建国等一系列的普通人
物视角，折射出一代人在时代的沧桑巨变
中，生活与情感的起起伏伏，以及他们不
屈奋斗的励志故事。

无论是热血激扬的励志创业，还是在
时代大潮中艰难跋涉的儿女情怀，该剧从
多个侧面展现了改革开放造就的时代新
貌和“一国两制”为香港社会带来的蓬勃
生机，正应了导演王伟民那句豪气的开机
宣言：“我对这部剧的创作，既要驾驭住历
史潮流中的大场面，也要将人物情感塑造
得饱满，在小人物的爱恨情仇中再现历史
的变迁。”

在剧中，人们为改变命运而寻找出
路，或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或下海闯荡获
取新生，与时代发展共同前行；曾经的亲
人、爱人、朋友们在分隔多年后再次相逢
令人不禁唏嘘……从前期曝光的片花来
看，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而各种历史场景
还原，更是关注的焦点。比如，在大结局，
香港回归的那一幕——当五星红旗在香
港上空冉冉升起，“东方之珠”终于回到祖
国怀抱的那一刻，大国小家齐团聚。不少
观众在网上看了片花后感叹：“爱国情怀
和民族自豪瞬间就被点燃，眼泪一下就流
出来了！”同时，“逃港”“恢复高考”“改革
开放”“一国两制”“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等
充满时代记忆的历史名词和场景陆续出
现，沧桑巨变，荡气回肠，被业内一致评价
为“一部恢弘大气的史诗巨制”。

老中青三代戏骨飙戏
如此大的一部题材，王伟民导演在挑

选演员上，也是相当严苛。最终呈现的印
小天、瑛子、巫刚、陈瑾、刘之冰、高可儿、
徐小明、龚慈恩等组合，堪称强强联手。

厚积薄发的印小天，一改过去的“鲜
肉”形象，勇挑大梁，饰演该剧的男主角高
建国，流落香港，饱尝人情冷暖，在艰苦的
条件下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不屈精神，在
香港闯下了一番事业新天地。同时也见
证了香港回归前的重要历史阶段，与风起
云涌的大时代一起成长起来。印小天的
演技，在剧中堪称大爆发，受到剧组上下
的集体肯定。

印小天曾表示，这是一次遇强则强的
宝贵经历，因为在戏中，演他的父母、与他
对戏的，正是两位实力派戏骨——巫刚和
陈瑾。

军人出身的巫刚，仅仅在片花阶段，
就开始“圈粉”了。他所饰演的高致远，历
经沧桑磨难，但仍旧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生
活，积极影响着身边的人。无论是气质，
还是演技，已经在网上引发热议，有网友
直言：“《人民的名义》火了达康书记等‘汉
东男子天团’，《我的 1997》轮到巫刚老师
啦！”而将飞天奖、华表奖、金鸡奖、白玉兰
奖、金鹰奖等众多奖项拿到手软的陈瑾，
在剧中塑造的岳芳英，坚强倔强，性格鲜
明，浑身是戏。

此外，刘之冰、肖荣生、谭洋等，都是
让观众一看就能喊出名字的实力派男演
员。值得一提的是，徐小明、龚慈恩这对
来自香港的老戏骨，暌违荧屏多年，再战
江湖，就选择了《我的1997》。

复古风刮得满屏都是
拍摄之前，王伟民导演就说过：“将把

内地两代人心中抹不掉的港式风土街景
和怀旧情怀搬上荧屏。”

说到做到，剧组转战 3000 多公里，分
别到北京怀柔、广东佛山、深圳、香港实
地取景。单看片花，那复古风刮得满屏
都是：上世纪 80 年代最流行的蛤蟆镜、
喇叭裤、手提录音机，以及军大衣、棉手
套，还有今天都在流行的海魂衫，真是潮
爆整条胡同；狭窄逼仄的小胡同里，墙上
还残留着没撕掉的标语以及褪色的宣传
画；香港街头的灯红酒绿，风情万种的粤
语歌曲都得到呈现；剧中在表现深圳经
济特区建设中，路边赫然出现“时间就是
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画面扑面而
来……总有一处，打动人心，唤醒记忆里
无法磨灭的情怀。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也加入了大量
的真实历史事件。比如，“粉碎‘四人
帮’”“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一国两
制’构想的提出”等重大历史事件，都被
细腻地贯穿于全剧始终，进一步加强了
剧集的真实性，完整再现了那个时代的
社会特征。

（肖姗姗）

戏骨飙戏
历史重演

一群普通人的励志情怀

“1997年香港回归，结束了长达15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历史。‘一国两制’掀开了香港全
新的篇章。适逢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我的1997》通过展现两地20多年的岁月变迁，让我
们重温那段历史。”6月20日，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项目部副主任王皓在北京举行的电视剧

《我的1997》首播新闻发布会上说。同时，导演王伟民，主演印小天、巫刚、高可儿等主创亮
相，他们在现场分别解读角色，体会特殊时代里主角们的非凡命运，引发良多感慨。

电视剧《我的1997》描述了从1976年
至1997年香港回归时，内地与香港20多
年的岁月变迁，以主角高建国为代表的
一系列小人物的视角，折射出一代人在
时代的沧桑巨变中，生活与情感的起伏
沉淀，以及他们为改变命运而不屈奋斗
的励志情怀。

谈到为什么以小人物为切口，王伟
民表示，小人物的故事更鲜活，让观众有
代入感。但在人物的选取上，用什么样
的人物来塑造，中间的度也需要认真地
把握。“如果用太底层的人物，可能他与
大事件关联起来比较难；如果用领袖人
物的话，很难去表现这一段历史对普通
人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四川新华发行集
团华影文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总制片人张小红说。

虽然这部戏的题材很厚重，但故
事很简单，“就是一个酒瓶子引发的

‘血案’，高建国把人给打了，然后有了
后面的情节，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后，
最终‘修成正果’，成为一个优秀的年
轻商人。”王伟民表示，印小天饰演的
高建国是一个很典型的形象，他既是
一个普通人，但他的奋斗经历跟重大

的历史节点都是息息相关的，正是因
为这些节点，才造就了一个成功的高
建国。

小人物身上饱满的故事，也让人动
容。印小天回忆起，高建国和母亲从香
港回到北京，与父亲、弟弟长期分离后团
聚的那场戏，全剧组的人都哭了。“我在
戏中，一路看着北京的街景，回忆当年在
这里的点点滴滴，然后突然看到父亲苍
老的背影，这让我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就
特别有感觉，虽然整场戏只有‘回家’两
个字的台词，但是很真实。”

“小人物鲜活的故事，更能让观众接
受。”王伟民认为，现在很多“00 后”“10
后”，他们没有经历过1997年香港回归这
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但是我们希望
通过电视剧，让年轻的观众在故事中去
了解这段历史。

四川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宣传管理处
处长冯梅认为，《我的 1997》通过小人物
折射大事件，是一部凝聚了中国力量的
优秀电视剧作品，代表四川电视剧创作
的新高度。该剧在央视的播出，必将催
生出更多讲述中国故事、展现四川气派
的优秀影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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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田源更喜欢高建国
记者：你现在戏路开始发

生转变了吗？驾驭历史题材的
影视作品有什么困难？

印小天：一方面我年龄也
到了，另一方面现在更成熟一
些，刚好遇到这一类的题材，各
方面都满足吧。在《历史转折
中的邓小平》中饰演的角色和

《我的1997》中有些相似，都是
知青，我想这也是缘分吧。接
下来，我也接了类似题材的戏，
总之拍这些戏也很开心，希望

能继续合作。
记者：《历史转

折中的邓小平》中
的田源和《我的
1997》中的高建国，
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的地方？

印小天：我觉
得基本上没有太
多 相 同 的 地 方 ，

虽然整体背景都是改革开放
之后，大家的生活都越来越好
了，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写到上世纪 80 年代结束，而

《我的 1997》从上世纪 70 年代
开始到1997年，主要体现了内
地人到香港人的生存状态，国
家强盛，香港回归，老百姓受
益的过程。

记者：高建国和田源你更
喜欢哪个角色？

印小天：我更喜欢建国。
这部戏会更火。

邓丽君的歌很应景
记者：你怎么去拿捏那个

时候和现在的差距？
印小天：我尽量从我父母

身上和我阅历中去体会，包括
从图片、影视、大量的阅读中
体会这样的感觉。还会跟徐
小明老师交流他们小时候玩
什么。我拍每场戏为了有代
入感，有时候也听听邓丽君的

歌。当时听的是《你怎么说》，
那首歌真的很应景。1997 年，
我还在读大学，只记得当时看
电视，风吹着中国国旗在飘
扬，中国军人英姿飒爽。这些
画面很深刻，我也感受到祖国
日益强大。

记者：在你的演艺经历当
中也感受到这种变化吗？

印小天：非常深刻。10 多
年前我在加拿大拍《一米阳
光》的时候，那里很多车、品
牌我们都看不到的，差距很
大 。 现 在 我 们 发 展 得 非 常
快，我现在去美国、欧洲，感
觉到差距越来越小。国家的
飞速发展，也让我感到很自
豪，我有幸经历了这个飞速
发展的时代，更幸运的是，还
演了那个时代的故事，而且
我演的这个角色其实就是社
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肖姗姗）

老班底搭配新导演
记者：《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取得了非常

好的收视，所以将该剧中的演员重新集结，拍
出这部《我的1997》，是希望能延续辉煌？

张小红：先说这个剧的年代，其实和《历
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也是比较重叠的，这些
年轻人他们拍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再
次演绎那个年代，我觉得他们会比较理解那
个年代一些，表演上的感觉也会找得比较准
一些。其实不只是演员，我们的美工也是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的美术老师。在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他曾经做了很多
案头工作，所以在这个戏里他能重现很多重
要场景。比如，虽然不是邓小平他家的那个
院子，是一般北京人家里的院子，但他对那
段历史的研究是足够的，出来的效果它就是
真实的。大家都上手快，表现就会更到位，
那么出来的效果就更好。

记者：那为何没有选择同一个导演呢？
张小红：因为我觉得毕竟不是完全一样

的戏，《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讲的是一个领
袖人物，而《我的 1997》是小人物的一个奋斗
史，从制片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要有
所区别，因为每个导演有每个导演的风格。
我不想让人感觉到它又是延续的一段。我觉
得两个不同的导演会表现出对那个年代不同
的诠释。再有一个，有香港的戏，王伟民导
演年轻一些，再加上他有一些留学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他对内地以外的生活会了解、熟
悉得更多一些。

剧中故事有原型
记者：整个剧情是有很多条线索的，那

么怎么来选择这个故事？故事中有原型人
物吗？

张小红：我们看了很多书，的确是有原型
的。我们找了一些资料和案例来看，包括回忆

录和记录那些人成长的东西。
记者：意思是，剧中有真实存在的名人影

子？
张小红：这个我不能说，涉及剧透了。
记者：人物设定本来是香港人，到了大陆，

然后又跑回香港去，再到大陆来……一个反复
的过程，为什么有这样的人物设定？

张小红：考虑人物的合理性，主人公要跑
到香港要有他的合理性在里面，而且也为了
结合香港和内地很久以来的血亲血缘关系，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所以就设定了巫刚老
师演的那个人物，当年刚解放的时候爱国青
年回来建设祖国，他的弟弟就留在香港了，
他选择建设新中国，他有一颗爱国之心，这
样的人物设定就比较好。还有印小天演的男
主角，因为误伤了女朋友的哥哥，作为一个
知青，不得不选择逃港……这些人物设定看
上去很纠结，其实都是为了制造一个不得已
的情形。

项目储备功夫足
记者：这个题材，很多人都会想到在20周

年的时候来做，为何最终由华影文轩拿下？
张小红：一个项目能够被选择，很大的因

素是前期准备要用心。电视台的选择能力是
很强的，他们的眼光是很锐利的，如打磨得
不好的话，不会被选中。我们在项目储备上
还是下了很大功夫，希望找到好
的平台开展合作，我们是做出版
的，所以项目储备是比较多的。
此外，我们很幸运，其实关于香
港回归，总局推荐的一共有四部
作品，但最终央视觉得我们这个
作品更加贴切，因为我们是讲内
地和香港之间共同为回归做出
努力。

（杨琳 肖姗姗）

从《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到《我的1997》
——对话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华影文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总经理、总制片人张小红

有幸经历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
——对话《我的1977》主演印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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