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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飆》一劇講述以一線刑警安
欣（張譯飾）為代表的正義力量，與
以高啟強（張頌文飾）為代表的黑幫
勢力長達20年的生死搏鬥故事。第一
集，一種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覺撲面而
來。這邊廂，男主角安欣在路邊的腸
粉店和省教育整頓小組的領導聊天；
那邊廂，大反派高啟強走出粵式茶
樓，又帶着老家鄉親祭拜祖先，看舞
龍舞獅，一起吃盆菜……雖然主創將
故事發生地設定為虛構的 「京海
市」 ，但是相信粵語區的觀眾一眼便
能認出，這是廣東。

不同於過往大量以北方為背景的
「掃黑劇」 「反腐劇」 ，導演徐紀周
表示為了 「避免觀眾審美疲勞」 ，
「也能讓作為一個北方人的我保持好
奇心和創作慾望」 ，他們選擇廣東作
為該劇的拍攝地。

江門取景角色生活化
《狂飆》是在廣東江門取景的，

街市裏的海鮮魚檔是高啟強發家的地
方，到處可見南洋風格的騎樓建築，
碼頭、港口與船舶不僅見證了事件的
發生，更成為劇情發展的重要道具。
除了城市景觀，粵地的風俗人情也在
劇中不斷出現，例如其中一個綁架案
發生在掛滿祈福紅紙的許願樹下，劇
中人物在逃亡前會擲廣東傳統的笅杯
以作占卜。雖然是普通話的電視劇，
但是黑龍江籍演員張譯努力學習南方
口音，將一位廣東警察的形象還原得
維妙維肖。而本身是廣東籍的演員張
頌文更不必說，與街坊聊天時不時蹦
出幾句粵語，有時還講兩句閩南話，
將人物以十分生活化的方式呈現，令
人更感真實。

當然，還有廣東的美食。劇中高
家兄弟雖然無惡不作，但是對待家人
卻願意傾其所有，而導演展現他們對
家庭重視的方式，便是通過食物呈
現。豬腳麵是貫穿劇集始終的重要道
具，當中寄託了高家三兄妹的手足之
愛與過往回憶，也是高啟強人性一面
的象徵。高啟強逢年過節會回到老屋
給家人做飯吃，為家人煲湯也成為劇
中多個人物維繫親情的方式。除此之
外，腸粉、生滾粥、打邊爐等美食，
也經常出現，而凍魚更成為其中一個
案件的作案兇器。通過這些更加真實
也更富有生活氣息的展現，既豐富了
劇中人物的性格層次，也令觀眾感到
《狂飆》講述的不再是一個遙不可
及、遠在天邊的黑幫大佬成長史，而

是發生在身邊、令人不寒而慄的黑社
會暴力犯罪事件。

三個時期折射粵港交流
《狂飆》借鑒了傳統三幕劇的經

典戲劇結構，導演徐紀周將該劇分為
2000年、2006年、2021年三個時期
呈現。當中第一幕，也就是2000年
的故事，令許多觀眾一上來便感受到
濃濃的 「港味」 ：劇中人物的衣着等
美術設計，從高啟強，到唐小龍、唐
小虎兄弟，再到徐江等人物，他們的
皮衣、牛仔服、花襯衫，能看到當時
香港這個國際都市對廣東地區穿衣風
格和大眾審美的影響，而女主角陳書
婷自始至終的紅唇、大波浪髮型，更
是活靈活現一位受香港流行風格影響
的摩登女郎形象。

除了美術外，劇中的音樂也頗得
香港警匪片真傳。一段頗有東南亞風
格宗教味道的背景音樂，經常伴隨反
派人物出現，令人不由聯想到港片
《無間道》的配樂，可謂相得益彰。

另外，在第三幕，也就是發生在
2014年至2021年的故事中，明顯能
夠看出香港與廣東交往變得頻仍，不
僅大嫂陳書婷期間來香港小住，帶小
孩去香港迪士尼樂園玩，更出現了具
有香港背景的商人蔣天這一角色。蔣
天在最後一個單元的目的是取高啟強
而代之，兩人黑吃黑，帶出跨境殺人
案和跨境綁架案，當中發生在香港的
跨境綁架案還出動了香港飛虎隊，最
終由兩地警方合作完案。香港與廣東
交往的時代變化，由此在劇中得以體
現。

當然，除去以上所有，最令港產
片愛好者感到熟悉的，是劇中的正邪
人物設定及其關係，與過往香港警匪
片十分類似。《狂飆》的人物並非單
一的黑或白、好或壞，而是有變化、
有成長，更加真實立體，這也成為該
劇最終如此熱播的最重要原因。

內地電視劇《狂飆》近日收官。這部在開播之前並沒有
太多宣傳的作品，憑藉真實而大膽的劇情、生動的人物塑
造、扣人心弦的故事走向以及演員扎實的演技，在內地自開
播以來，收視率、口碑、話題度都一路狂飆，平均收視率近
2.5，單集破3，大結局當日有效播放量超過四億，正片有效播
放市場佔有率65.7%，熱度值刷新愛奇藝平台紀錄。

關於這部劇的討論，當下可謂熱火朝天。作為內地少見
的以粵地為背景的現實主義題材電視劇，《狂飆》不僅生動
刻畫灣區風土人情，更有香港經典警匪片的味道在其中，使
得劇集更加新鮮、刺激，令觀眾欲罷不能。

小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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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飆》是內地較少
見的取景廣東的現實主
義題材電視劇。

近些年，內地掃黑反腐題
材的影視劇並不少見，《狂

飆》一劇依然能讓觀眾看出新意。除了從主角
到龍套全員的演技，懸念叢生的硬核故事，其
情節的真實契合、縱深的時代敘事、黑白道的
競爭、對複雜人性的深刻挖掘，真真正正地走
進了觀眾的心裏。

比如在該劇中，主演作為基層魚販，熟練
地給魚去鱗、挖鰓，然後開膛破肚，握手前慌
忙用魚池的水洗一下等細節，讓觀眾直呼有代
入感。其他小角色也不遜色，不論情節還是服
化道，完全符合時代和人物精神，不會像某些
年代劇或偶像劇，出現油頭粉面、精緻妝容和
不食人間煙火的疏離感。

有影評人表示，透過《狂飆》可以看到20
年的城市變化、社會發展，時代背景和一代人
的成長經歷予以真實地還原。無論手機、汽
車、建築風格和傢具等道具，都搭建出一個值
得信任的合理背景。等離子電視等這些符號化
的元素，能讓觀眾一秒入戲，情節契合，才能
真正走入觀眾心裏，這也是《狂飆》能成功的
原因之一。

「《狂飆》其實是描摹着20年中國經濟社
會高速發展、狂飆突進的時代。京海這座虛擬
二線城市20年的巨大變化，才是隱藏在這部劇
背後的最大主角。」 導演徐紀周說。

大公報記者盧冶

情節契合

觀眾1秒入戲

比起精彩的劇情，更讓網
友連連稱讚的是張頌文（飾演

高啟強）的精湛演技和對細節的把控。對於劇
中高啟強角色最好的評價，莫過於熱搜上網友
們的一段評語： 「建議去查查張頌文，不像演
的。」 張頌文在演繹高啟強從懦弱小魚販到目
中無人的黑社會頭目，每一個細節都拿捏到
位。

「開機幾天前到了拍攝的城市，當時找了
個水產批發市場待着，每天早上四五點，各個
魚檔老闆批發漁產品，上午十點多結束後再跟
着魚檔老闆去看他們賣魚。」 當被問到如何塑
造貼合的魚販角色時，張頌文如是說。

真的 「查查張頌文」 後才發現，他的人生
經歷果然精彩。年輕時的張頌文，經歷過各色
基層職業：印刷廠工人、飲料銷售員、空調安
裝工、酒店服務員、飯店經理、導遊。在科班
演員還在按圖索驥時，他被拋入社會，真切體
驗着人情冷暖。他也曾坦言，這些工作經歷是
寶貴的經驗，演戲需要有真情實感才能找到角
色本身的感覺。

46歲大器晚成，作為職業演員，張頌文的
「被看見」 來得很晚。網友整理後發現，張頌
文的成功並非偶然，輾轉於840個劇組，他從
跑龍套做起，近兩年才漸有名氣。

大公報記者盧冶

大器晚成

張頌文終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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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劇《狂飆》的美術設計有上世紀港片
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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