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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序迁流，洞察时光
解读文化，品味墨香

QINGDAOZHIXIA

■沈 浩

“戏痴”沈浩迎来里程碑之作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120

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
青岛日报社 合办

随着《默杀》票房突破10亿大关，2024年暑
期档终于迎来了一部现象级电影。影片由校园
霸凌事件展开了一系列悲剧，揭示了“沉默能杀
人”的真相，触动影迷的内心深处，既有艺术高
度又有现实情怀。对于青岛籍演员沈浩来说，

《默杀》也是一部里程碑作品——这是他首部院
线公映的商业片。从《功勋之李延年》《赘婿》

《我们这十年》等热门剧集到电影《默杀》，沈浩
全面展现了演技功底，也成功跻身具有代表性
的青岛男演员序列。

深研角色，终于“觉悟”

导演柯汶利凭借《误杀》《默杀》两部十亿级
电影成为最有票房号召力的导演之一。沈浩已
经跟柯汶利导演合作过三部作品（电视剧《女心
理师》、电影《大神探》、电影《默杀》），足见柯汶
利对他演技的肯定。《默杀》里沈浩饰演的“杨老
师”是大反派“方觉众”的忠实追随者，手持一本
方觉众编撰的《觉悟》，苦劝失去女儿的林在福
放弃追查事件真相，他不断重复一句话：“方老
师是对的，你要觉悟”，给观众留下了“觉悟哥”
这个可悲又复杂的形象。

沈浩表示，导演原本给自己另一个角色，

而“杨老师”一角是特意争取来的。“这几年，我
一直在寻求突破自我，因为我长了一张好人
脸，所以特想尝试反转。”沈浩说，“‘杨老师’是
个工具人角色，我希望这个人物能留下记忆
点，尽量发光发彩。于是，我和导演一起将人
物关系重新梳理了一下，让‘杨老师’跟师傅

‘方觉众’深度绑定，变成现在这样一个愚忠的
人物。”沈浩说。

《默杀》中，沈浩的对手戏演员堪称当下影
坛最强：饰演“方觉众”的金士杰是影坛顶级老
戏骨，从赖声川话剧到王家卫电影一路留下了
众多经典角色；饰演“林在福”的则是中生代演
员里的演技王者王传君。沈浩直面两位大演
员，用演技的对撞激活了“杨老师”这个没有独
立思考能力的角色，“杨老师其实是‘方觉众’
的眼线，一直监视着‘林在福’的举动。我给这
个角色设计了一些细节，比如转手给方老师递
伞，手上总是捧着本《觉悟》，嘴里总喊‘觉悟’
等等。”

“杨老师”为什么喜欢喊“觉悟”？沈浩表
示：“导演非常善于运用小细节、通过小人物来
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沉默，要反对霸凌，为正
义发声。可惜‘觉悟’并没有唤醒杨老师，但是，
导演真正的是想把‘觉悟’传递给观众。”

徐青峰：艺起“峰”发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 燕 实习生 宋沁妍

7月 4日上午，山东省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
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
开，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机
构，徐青峰当选山东省文联
主席。在新起点新征程上，
这位从青岛走出的艺术家，
不仅以精品力作回应时代
呼唤，更以深耕齐鲁人文沃
土的新文化使命担当，推动
齐鲁文艺再攀高峰。

艺起“峰”发。从美术
这个艺术原点出发，经过多
年深耕，徐青峰正用自己的
艺术语言搭建起一座连接
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向世界
宣告中国文化的魅力，让中
国艺术与世界舞台可以自
由通达，双向奔赴。

新作不断，演技出彩

青岛是一个出演员、出演技派好演员的地
方。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沈浩热爱表演，希
望自己成为“剧抛脸”。从 2011年第一部戏开
始，沈浩就得到众多导演的认可，他与著名导
演毛卫宁合作了《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百
炼成钢》《追光者》《麓山之歌》《我们这十年》

《潜渊》等多部作品，与柯汶利导演合作了三
次。在军事题材作品《功勋》中，沈浩饰演文书
王毓文，刚刚在战场被吓得尿裤子，转身又在

《赘婿》里饰演商业叛徒“席掌柜”，从表演节奏
到台词表达全面代入“古代商贾”的角色。而

《默杀》也得到柯汶利导演的认可：“沈浩饰演
的‘杨老师’让我们眼前一亮。”

《默杀》在马来西亚槟城完成拍摄，而《大
神探》则是在东方影都取景，通过这两部电影
的合作，沈浩与导演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
作为新生代导演的代表，柯汶利有着一套成熟
的拍摄理念。“柯导是一个非常尊重演员的导
演，他的拍摄现场允许每个人发声，再小的演
员、再普通的角色，你只要做了功课来、带着人
物理解来，导演真的认真听、耐心交流。在这
一点上，我觉得导演真的难能可贵，我非常佩
服他的创作能量。”沈浩说。

今年也是沈浩持续耕耘的一年，8月，古装
新剧《四方馆》在爱奇艺上线，这部大制作备受
观众期待。他的新戏《哑舍》也刚刚杀青。目
前，沈浩正随着《默杀》剧组进行城市路演，他
非常期待回到家乡拍新戏，“2022 年我在东方
影都拍了柯导的电影《大神探》，东方影都的整
体配置特别好，它的专业水准对标好莱坞，对
影视作品有很好的加持。”《大神探》还在后期
制作中，沈浩表示，要努力让家乡影迷理解自
己的创作初心，“不辜负每一个角色。”

■新晋当选的山东省文联主席徐青峰。

■电影《默杀》中饰演“杨老师”的沈浩。

开启一场中西方的文化对话

除了新晋山东省文联主席一职，徐青峰
还是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山东艺术学院
院长、文化和旅游部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
副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
事、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兼秘书长。

徐青峰不仅仅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一位
文化使者，将西方的油画艺术与东方的哲思
完美融合。在他的画布上，西方的油画技法
与东方的意境相得益彰，创造出一种全新的
视觉与心灵体验。在徐青峰的笔下，色彩变
得有了温度，线条变得有了节奏，构图变得有
了呼吸。他的作品，就像是一个个独立的宇
宙，观者可以在其中遨游，与艺术家心灵对
话。他的画作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更是
心灵上的共鸣，让人看到了一个艺术家对于
文化的敬畏，对于一个时代的责任感。

文艺是“世界名片”，其民族特性体现了
一个民族的文化辨识度。以文化人，更能凝
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在徐青
峰的作品中，西方油画的厚重色彩与深邃技
法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的笔触既有文艺
复兴时期的细腻与和谐，又有印象派画家对
光影变化的敏锐捕捉。每一幅作品都像是

一首无言的诗，诉说着一个个跨越时空的故
事。他亦深知，作为一个东方艺术家，自己
肩负着将本土文化推向世界的责任。于是，
在他的画作中，我们看到了西方油画与中国
传统文化的巧妙结合。他用油画这一西方
艺术形式，表达出东方哲学中的“天人合一”
思想。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去年，徐青峰在佛罗伦萨的个展“Presen-
za ed Assenza——有与无”取得巨大成功，这
次展览的主题“中国哲学”引发了无尽的思
考。有人这样评价这次展览：“中国哲学思想
与西方绘画表达方式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
场‘中国哲学’与‘文艺复兴’引人入胜的碰
撞。”一种全新的艺术语言跨越了文化的界
限，让东西方的观众都能从中找到共鸣。

巨大的房间，两张画，相对而立。墙是黑
的，地也是黑的，整个屋子只有两张画是亮
的，进去之后就像一场舞台演出。在徐青峰
的巧思下，视觉冲击直达每一位观赏者内心：

“就是这样一个场景，观展人的心情就都升腾
起来了，所有人在中间待不住，都开始往这两
张画上聚。现场的气氛和我画面想表达的思
想是契合的。”

回忆起这次展览，有一个场景令徐青峰
感动不已：“现场几乎所有的意大利画家，还
包括在场的建筑家、音乐家（意大利艺术研究
院分建筑院、绘画院、雕塑院等），这些70岁以
上、功成名就的人都抢着到我的面前，用意大
利语向我表达他们看懂了，紧接着讲述是怎
么看懂的。当这些话语被翻译出来的时候，
他们所表达的和我心里想的是一模一样的，
既没超出，也没遗漏，每一个人到我这就重复
一遍。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这样强烈的
冲击：不需要语言，通过一幅画，中西方就能
交流。”

徐青峰如是说道：“中国的画家有两个目
标，一个是让中国人看懂叫好，第二个目标就
是让全世界人看懂。我身边一个意大利人没

有，也没跟他们提前沟通过，但我们对审美、
对哲学的启示、世界观是一样的。从这一点
上来讲，东西方已经找到了文化交流上的共
同点。把所有的艺术创造归结到一个哲学的
点上，在哲学基础之上进行艺术创造，大家就
都明白了。”

青岛“基因”诠释真挚热爱

在“地球的呼吸”第四届意大利中意当代
艺术展上，徐青峰的《青岛里院》应邀参展，把
老青岛的风貌带到了意大利——这位带着浓
厚青岛“基因”的艺术家，将自己对青岛的“一
往情深”尽数倾注画中。

徐青峰常说，自己所有的大作品几乎都
是在青岛时创作完成的，比如《血战台儿庄》

《天空》等。徐青峰从 1985 年就读于青岛六
中，到 1994 年去青岛大学任教，再到 2010 年
离开青岛，他在青岛度过了难忘的 25年。徐
青峰 30 岁那年，在青岛组建了青岛油画学
会。青岛作为中国最早传入油画的城市之
一，彼时的艺术市场却只有国画，油画市场几
乎等于零。因此，徐青峰牵头成立青岛油画
学会，就是想通过油画这样的“世界语”来表
达青岛。

现在，虽然徐青峰离开青岛多年，但他和
青岛始终彼此牵挂。青岛的红瓦绿树、碧海
蓝天，带给徐青峰源源不断的创作激情，他也
用最深情、最热烈的油画笔触，表达了对这座
美丽海滨城市的热爱与执念。油画作品《青
岛里院》在国际参展，为展示青岛的城市形象
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徐青峰坦言：“其实，我不仅对青岛里院
情有独钟，几乎青岛所有好看的建筑和海景
我基本都画过。我爱人也是在青岛出生的，
这也是青岛的‘产物’。我的基因都来自青
岛。我把《青岛里院》带到意大利的展览上，
其实就是想让这座城市在一个更广泛的世界
舞台有所展示，让更多人了解青岛、爱上青

岛。这也相当于一次艺术上的城市推介，让
世界‘看见’中国、‘看见’青岛。”

“我‘画’青岛是一种展现青岛的形式，其
实还可以有更多形式表达城市的风景与风
物。”徐青峰目前兼任的各种职务是工作、是
信任、是荣誉，也意味着他肩负着更重要的教
育责任。如今，徐青峰也在积极推动艺术新
生之力与家乡互促共进。他带领山东艺术学
院设计学院的学生深入到全省的 4A 以上景
区，通过他们对美学的理解，为这些景区设计
制作文创产品，破题文化旅游纪念品。徐青
峰希望通过此举，让美术生的学习有更多的
实用性与实践性，亦对山东省的文化旅游产
业有美学意义的促动。

“青岛的里院很有特色，是青岛的建筑方
言。我们也正在积极对接，希望有一个完整
的里院作为山东艺术学院的实践基地。比如
请北京、济南的一些音乐大家，在这里设置音
乐工作室，让更多青岛的音乐学子在本地就
能向这些老师学习。另外，让美术生把这里
作为写生基地，在里院做文创实践活动，积极
对接社会，让自己的所学有用武之地。我们
这也是在用实际行动为艺术青岛建设、为文
化两创做出自己的努力。”

用艺术铸造时代的“文化泰山”

优秀的艺术家总是能够把握时代脉搏
和传达时代精神。徐青峰不仅是一位技艺
高超的画家，更是一位勇于创新、不断探索
的艺术先锋。

笔墨当随时代的意义，倾情书写生生不
息的人民史诗。除了技法上的当代表达，还
有对当下时代背景下的艺术表白。2024年正
值新中国成立 75周年，徐青峰用《“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向祖国献礼。“倾情抒写中国人民
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以高品质的
文艺作品和文化服务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文化
获得感幸福感，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

力量和隽永的魅力。”作为已经被收入中央党
史馆永久收藏的作品，徐青峰计划将其复制
成无数份赠送给山东的每一所大学，让祖国
的“希望”与祖国的“骄傲”同频共振，一起向
未来。

“现在年轻人最需要的就是励志，问问自
己：‘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徐青峰认
为，英雄之所以能成为英雄，必然通过伟大的
事迹、伟大的战役、伟大的历史事件才能得到
升华。袁隆平先生用一生的奉献成为了英
雄，他就能代表一个时代。在这种艺术的追
问与启发下，徐青峰相信年轻人会找到自己
的价值：这个用艺术追寻时代精神的过程，其
实也是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最好佐证。

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近
年来，立足山东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火热实践，山东文艺事业呈现出生机
勃勃的繁荣景象。“文艺是文化最鲜活的内
容、最生动的表达，为文化跃进和文明升华
提供了坚实支撑和充沛动力。”徐青峰介
绍，山东省文联一直高度重视“做人的工
作”和“推动文艺创作”深度贯通。所
谓“做人的工作”，根本目的在遵循艺
术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不断激发艺术
家饱满的创作激情，真正做到为时
代培育人才，让人才顺应时代。

“山东省文联不断健全完善出
人才、出精品的激励机制，坚持以
冲击各类国家级文艺大奖为突破
口，组织引导文艺家深入生活、潜
心创作，不断推出有筋骨、有道
德 、有 温 度 的 优 秀 文 艺 作
品。”徐青峰介绍，山东省文
联还将搭建多个艺术门类的
高水准展演、展览，促进文艺
家在思想上求深求进、在制
作上精益求精，不断提高艺
术品质。

“修辞立其诚”。徐青峰
介绍，山东省文联正积极落
实“齐鲁文艺高峰”计划，制
定文艺创作扶持办法，建立
艺术实践基地，激发文艺工作者
参与创作的热情。人才培育上，
制定中长期培养规划，并加强对

“文艺两新”的团结引领，山东省
级文艺家协会全部成立专门工作
委员会，打通“文艺两新”成长发
展通道，让“推老带新”形成良性循环，最终建
立人才辈出、交相辉映的良好机制。

“要努力在各艺术领域推出一大批和新
时代新征程相匹配的文艺精品，以新故事、新
形象、新旋律、新风格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
代华章，不断丰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艺术
图谱。”徐青峰表示，在春潮涌动下，山东省文
联将团结引领广大文艺工作者把个人追求与
时代要求、人民愿望和民族命运熔铸起来，不
断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无愧于伟大人民、
无愧于伟大民族的优秀文艺作品，立起新时
代的“文化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