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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喜剧外壳
其实满满的生活质感
毛卫宁在采访中多次强调要把《霞

光》当成一个生活剧去看。“这一个大杂
院里的一些人，他们住在一起，他们彼
此之间发生的故事交流，它有很多锅碗
瓢勺等等，你会发现这个戏的生活质感
很强。”他进一步补充道，当生活剧里产
生了规定情境，规定情境里边就产生了
喜剧。“特务跟共产党住在一个屋檐下，
互相监视，互相偷听，互相发生试探碰
撞，甚至吃饭都在一个空间里面，这都
是别的戏里不太会出现的一个规定情
境。”在这个规定情境里，人物角色之间
要互相掩饰，主人公高大霞又是一个性
格极其鲜明的人，又愣又直，很轴很彪，
而剧中很多场戏又都是接头密谋，在紧
张的过程当中生发出无限的喜剧表演
空间，所以就自然而然产生了诸多喜剧
的情景。

在毛卫宁眼里，这种喜剧不是脚踩
西瓜皮，挤眉弄眼挠观众的痒痒，而是
符合生活常理的一种表达。由此，毛卫
宁以深厚的导演功力和娴熟的戏剧调
度，成功塑造了一批鲜活生动的人物，
让这个以强情节为基础的谍战题材放
飞出了市井百态，人性缤纷的鲜亮色
彩。

对于类型并不挑剔，毛卫宁只在乎
一个原则：“剧本能不能打动我。”他表
示，透露，目前自己正在筹备一个根据
名著改编的“一百年前的故事”。这一
次，这位“最会讲故事的导演”又会给观
众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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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后，谍战剧场杀个回马枪
毛卫宁：“轻喜剧”外壳是亮点

毛卫宁，早年间其
实在谍战戏领域已经
深耕了十几年，《誓言
无声》、《英雄无名》、
《身份的证明》等等都
是令他声名鹊起的代
表作。“后来在这条路
上，感觉自己的创作思
维和激情逐渐枯竭了，
就将创作题材转向了
年代剧。”从《十送红
军》开始，《战旗》、《平
凡的世界》、《老中医》
再到今年的《百炼成
钢》《功勋》，毛卫宁又
开辟了属于自己风格
的年代剧赛道，部部都
是播出当年的品质热
剧，刚刚播完的《功勋》
之《能文能武李延年》
更是收获了无数赞
誉。而正在央视热播
的《霞光》，正是毛卫宁
离开谍战剧十年后，杀
的一个回马枪。

别出心裁
轻喜剧叙述不为人知的历史
《霞光》之所以能把毛卫宁重新吸引

回谍战剧的“战场”，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
其“轻喜剧”的外壳，该剧别出心裁地以幽
默诙谐的轻喜剧叙事方式来讲述一个紧
张刺激的谍战故事。“我从来没有拍过喜
剧，就很感兴趣，我本身对喜剧作品也很
喜欢，所以也愿意去尝试这样一种风格。”
喜剧与谍战的结合让毛卫宁饶有兴致，然
后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还属这个故事发
生的年代设定。

“我相信观众，包括我自己在内，在没
拍这个戏之前，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特殊
的解放区存在的。”在大多数观众的认知
里，新中国几百个城市的解放时间都是大
致相同的。而只有大连在抗日战争胜利
后，掌控权却落入苏联军队之手，成为国
共两党都想要获得的“兵家必争之地”。

“在全国大城市里头只有大连有这样一个
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表现
过。”而也正是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规
定情境，让这个故事的喜剧效果浑然天
成。“过去所有的谍战戏，要么敌人在明处
我们在暗处，要么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明
处，只有在这个戏里面，国共两党处在同
一屋檐下，这个时候他就有了它的喜剧风
格。”佟丽娅饰演的高大霞和刘威饰演的
方若愚在剧中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彼此都
知道对方的身份，彼此都猜测得到对方的
政治趋势和态度，于是在这个戏剧空间中
产生了各种各样有趣的故事，也成为了这
个戏区别于过往所有类型谍战剧最大的
一个特点。

从无到有
打造极具生活质感的市井画卷
电视荧屏上从未呈现过这段特殊的历史

时期及其地域特色，甚至在大连本地也难觅
当初的踪迹。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环境，突
出大连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文气息，毛卫宁
带领团队在横店搭建了一个八千平米的主拍
摄场景，全是北方建筑和环境，复原了大连一
些经典场景。“从高大霞家的院子开始，延伸
到外面的街道，逐步越搭越多，索性把当时北
方城市有特点的一些街道、店铺都搭进去
了。”搭景完成后，占地超过12000平方米，实
际拍摄时只用到了一半的场景，而这个缘起
于《霞光》的景区，是目前整个横店规模最大
的北方景区，沿用了最开始的剧名取名为“碧
海丹心”景区。毛卫宁希望借由这次对年代
复原的机会，给观众带来一些新的感受和风
景。“包括它的火车站，广场，跟我们现在理解
的也不太一样，街上还有日本的骑楼，都是我
们通过历史图片找到以后原样复制的。”

在剧中，观众们能看到大连的标志性地
理空间如老青泥洼桥、秋林公司、铁路医院、
南山小洋楼、西岗子、寺儿沟，宏济大舞台、黑
石礁民居、苏联楼、大连港、傅家庄等，真实复
现特殊时期的大连都城。在保证宏大历史叙
事的同时，尽量还原特殊年代大连人特有的
生活质感和城市风貌。大连的特色食品海麻
线包子、油煎焖子、海鲜，传统交通工具如有
轨电车，以及带有胶辽官话腔调的“血受”“刺
锅子”“挽霞子”“咪咪嘎”等俚语方言，还有街
头打扮入时的红男绿女等等彼时滨城人的生
活场景，被逐一进行声画复刻和质感再现。
伴随着这些地域符号的灵魂烙印，徐徐展开
一个风起云涌大变革的时代画卷，尽显上世
纪40年代大连特有的浪漫开放、时尚多元的
繁华底色，处处弥漫着热烈豁达的生活气息
和宽厚亲切的家常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