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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播电视剧《人世间》主要人物之一郑娟，其命运走向的惋惜与怜

悯格外引发观众们的热议。

该剧开播前，记者曾对饰演郑娟一角的知名女演员殷桃进行了线

上采访，听她讲述自己是如何用心、用情诠释这位时常安静却蕴含坚韧

力量的女性角色的。

在剧中，殷桃饰演的郑娟是一名生于1953年的秀外慧中的女人。

她温婉秀丽、柔美娟秀，人如其名，特殊的身世造就了郑娟吃苦耐劳、隐

忍善良的美好品质。未婚夫涂志强死后，孕期的她靠着串糖葫芦和糊

纸盒勉强维持生计。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逆境，她从不自怨自艾，更不会

逆来顺受、向命运低头。忠厚老实的周秉昆（雷佳音饰）受人之托，定期

给郑娟送生活费。随着接触渐多，周秉昆爱上了郑娟，郑娟也被他的善

良淳朴打动，对他的态度从最初的冷若冰霜变成依赖，日久生情。二人

相濡以沫，互为精神寄托。

殷桃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戏剧系，目前

是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她的表演细腻，对所塑造的角色怀揣高度的创

作激情。尽管有着多年丰富的演艺经验，但面对郑娟这一内敛而坚韧

的角色，殷桃既觉得有难度、有挑战性，也深感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磨砺演员功底的重要经历。

虽然是一个南方姑娘，但殷桃从小到大身边有很多北方朋友，所以在面对《人世间》中东北姑娘的设

定，她坦言并没有太多障碍，“原著小说和剧本在文本上对东北人的生活状态，包括大环境的描述和氛围

已经提供得非常足了，所以我没有去做什么特别的准备。而且东北人也不是只有一种性格模式，存在很

多不同个性和状态的，比如郑娟，她可能就是比较温婉的气质和状态，所以我更多的还是从这个角色独

有的角度去进行诠释。”

“郑娟是我饰演的角色里，离我最远的一个角色。”殷桃谈起“郑娟”时，语气中不经意间透出了一种

“呵护”之感，她认为郑娟特别温柔，从具体演绎上来讲，这个角色的台词非常的少，所有的情绪和状态都

是比较内敛的，“大多数时候她都表现得非常安静，比如在拍周家一大家子人过年时，人物很多的场景

里，她几乎是没有台词的，那么如何在这种状况下，去表现这个人物的存在感，或者遇到事之后，安静如

她该有怎样的情绪反应，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需要花时间去琢磨的。”

为了更好地把郑娟的人物立住，让角色更加丰满，殷桃下了很多功夫去钻研，并多次请教导演和编

剧。《人世间》编剧王海鸰曾在采访中直言，对剧中女性角色的改编，她认为最难的是殷桃饰演的郑娟。

“殷桃在拍摄过程中，曾不断地给我发微信留言，和我讲她对这个角色的看法和建议，我觉得她说的都很

对。演员有一个长处是：会全情投入地关注自己饰演的角色的人物线。而一个好演员全情投入后，是会

对人物感同身受的。这是她作为演员的天赋。”王海鸰回忆到，与导演进行商讨后便对郑娟的角色进行

了调整润色，她说：“（郑娟）这个人物能写的很好，我们是在共同创作。”殷桃敬业而认真的态度，让整个

拍摄团队都感受到了演员的正向反馈对作品更好呈现的重要意义。

对于这段经历，殷桃也表示，这是很难忘的创作过程，而创作团队的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状

态让她收获良多，对于角色的把握也更加精进深刻。“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郑娟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一定是

非常爱哭的，但我在演绎过程中却逐渐体悟到，她的内心是非常坚韧强大的。正是因为她被各种痛苦折

磨过，以后再面对困难时，除非是巨大的打击，否则她都不会轻易落泪，展现脆弱。她的安静下有着厚重

的苦难底色，也有着顽强而坚韧的品格。”殷桃也希望，她所塑造的郑娟能带给观众如“身边人”般的亲切

感，更能从中挖掘出生活中的美好与希望。

挖
掘
生
活
中
的
美
好
与
希
望

—
—

访
电
视
剧
︽
人
世
间
︾
主
演
殷
桃

本
报
记
者

马
璐

年度热播剧《人世间》饱含岁月沉淀的厚重

年代感，观众们伴随着剧中人物的人生轨迹，也

勾勒出那个年代东北普通家庭的朴实生活画卷，

搪瓷缸子、炕琴、二八自行车、暖水瓶、黑白电视

机、酸菜缸……这些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东北老

物件也再次勾起了老一辈观众的回忆，引起了新

一代观众的好奇。

炕琴

炕琴是个什么琴？不，这可不是乐器！在剧

集前期，周母出现的场景背后总会有炕琴的身

影。不禁有年轻一些的观众纳闷：炕琴是个什么

琴？实际上炕琴是一种家具，是可以用来放在火

炕上，放被褥的柜子，多在东北地区出现。

炕琴造型简洁，用料粗犷厚重，充分体现了

早期东北农村炕上文化习俗，就像一件精雕细琢

的工艺品，集艺术性和实用性于一身。一般来

说，炕琴宽度与火炕同宽，高度接近棚顶。炕琴

有门有柜子还有抽屉，可以放衣物被褥，相当于

现在家家都有的衣柜。

炕琴可以算是古董级的存在，因为大都由祖

辈传承下来，有一定的年代。而满族炕琴上还会

摆放手工刺绣的枕头，而枕头两端精美的满族刺

绣被称为枕头顶刺绣，而长白山满族枕头顶刺

绣，是流传于长白山区满族群众的一种刺绣技

艺，如今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满族枕头顶刺绣题材多样、色彩艳丽、造型

独特、内容吉祥喜庆，有“现代艺术之母”的美誉，

是研究当年婚嫁习俗、色彩习俗、信仰习俗等文

化习俗的重要史料，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搪瓷缸子

剧中，富有年代感的搪瓷缸子经常出现在饭

桌上，尤其是春节团聚时，人们笑盈盈地用暖水

瓶向搪瓷缸子里倒热水的画面特别温馨。

自上世纪50年代起，绘制了喜庆图案的白

色搪瓷制品以茶杯、碗盘、面盆等各种不同的形

式，广泛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实耐用，图

案造型美观、色彩绚丽的搪瓷制品，生动地展现

了那个年代的美与文化。

如今，根植于生活的时代单品又以不同

的形式回归人们的视线。它可以是充满设计

感的红色文创产品，也可以是带有复古情怀

的日常用具，带着浓浓的时代印记勾起人们

的回忆……

黑白电视机

当剧中剧情进入上世纪80年代，周秉昆一

家围坐在一起看电视，在当时黑白电视机在家电

中具有霸主地位，可不是家家都能拥有。

9寸、12寸的飞跃牌黑白电视机是外凸的荧

光屏，按键也不多，基本上就是调频和声音按钮，

头顶还带着天线。那时候买电视机是家里的喜

事，谁家有一台能将街坊四邻都引来围观，而左

邻右舍的孩子们都守在电视前观看。电视频道

也非常简单，基本上新闻联播结束就没有太多节

目了，但是人们透过电视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新时代来临了。

有了电视，人们的生活发生变化，更加多姿

多彩，娱乐开始渗入生活每一处。

二八自行车

剧中，周秉昆和发小们在自行车后座上绑着

猪肉骑行于光字片，周秉昆送周父去吉春火车

站，攒钱给郑娟买的新自行车，楠楠驮着玥玥穿

行于街市……自行车作为那个年代必备的交通

工具出现在各个场景之中。

超大的车轮，高大的车身，车座前是根大横

梁，看上去很笨重，而且需要来一个潇洒的扫堂

腿才能骑上去，它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别致的称

号——二八大杠。很多中年观众小时候都尝试

过骑大人的二八自行车，然而自行车有大梁，需

要偏着骑，时间长了脚会麻，很难受，但是那是

很多人儿时的快乐时光。

母亲的手工毛衣

剧中，周母为周蓉织了很多件毛衣，年复一

年地等她回家。而周秉昆穿着姐姐的杂色毛裤

并不合身，想要一条新毛裤，最后这个愿望实现

了。那时候妈妈们都会打毛衣，帮着绕线也是小

时候珍贵的回忆，孩子们学着妈妈的手艺，织不

成毛衣也能织一条围脖。然而，如今的毛衣、毛

裤多由机器织成，能拥有一件母亲亲手织就的毛

衣，那绝对是最温暖的定制款。

酸菜缸

周母为周秉昆做的酸菜炖排骨，仿佛透着屏

幕都能散发出香味来。那时候，家里可以没有自

行车但绝对不能没有酸菜缸，那是东北人冬季储

存食物的神奇发明，亦是浓浓的家乡味儿。东北

酸菜常采用当地盛产的大白菜腌制而成，极具东

北地方特色。那一口“祖传”的酸菜缸便是制作

这道美食的容器，上面压着的大石头是必不可少

的辅助工具。用口感爽脆的酸菜制作的菜品极

其美味，做法上可炒可炖，还能凉拌，近年由于烧

烤的盛行，烤酸菜五花肉也非常受欢迎。

时代会变迁，物件会变成老“古董”，但温暖

的真情不会改变，就像电视剧中的周家人和他们

的邻里亲朋，无论多少年过去，无论观众的年龄

长幼，剧中贯穿始终的温情与真情是可以穿透岁

月直击内心的，带给观众长久的感动与回味。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人世间》里那些有趣的东北老“古董”
本报记者 马璐

1月 28日登陆央视一套，改编自梁晓声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电视连续剧《人世间》于3月初

温情落幕。3月中旬，《人世间》再出“续集”，导演、总制片人李路携剧组演职人员萨日娜、辛柏

青、宋佳 、雷佳音、殷桃、丁勇岱、黄小蕾、成泰燊、徐百慧、张凯丽、宋春丽、张瑞涵、王阳、于震、

隋俊波、洪浚嘉、宋楚炎、冯雷、孙之鸿、姜寒、王艺禅、苗驰、胡连馨、冯筱童、吴幸键、潘斌龙、王

大奇、沈晓海、房子斌等，在线声援吉林战”疫“，共同为吉林人民、长春人民送上祝福。

这部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和中央电视台、江苏省委宣传部联合出品，长影集团参与拍摄，陪伴

我们进入虎年的开年大剧，甫一播出，即刻引发全民热追。

据悉，《人世间》首播即好评不断，多次登上微博“热搜榜”，豆瓣评分高达 8.1，累计超 4亿受

众观看。单集最高收视率 2.18%，平均收视位居全上星频道同时段电视剧类节目第一，创央视一

套近三年收视新高。

从专家学者到普通观众，从五零后到九零后，纷纷以各自独特的视角，解读《人世间》成为爆

款的缘由，以及它为中国故事、中国表达所贡献的珍贵经验：人民有共情、时代有需要、创作有深

度。

而对吉林人来说，这部“吉牌”大戏，不仅重点展示了吉林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冰雪文化，

还勾起人们内心深处美好的乡愁记忆。

大戏首轮完美谢幕，离不开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省上下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

这部倾注了吉林心血和智慧的大剧，戏里戏外，充满了吉林元素，也溢满了吉林情谊。

统筹有方，协调有力。吉林省委宣传部作为总协调保障单位，为该剧在吉林的拍摄提供了全

方位的大力支持，先后为该剧在长春市、吉林市、白山市等地联系安排选景拍摄，并协调关联单位

为剧组免费提供道具、场地、交通、安保、群众演员等保障性工作。仅在长春取景就达 200 余处，

长春市的地标建筑、城市印记在剧中随处可见。

经协调，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免费提供 2、3、4、5号展馆作为该剧的道具库和部分室内景搭建

场地，长春农博园免费提供面积1.5万平方米的5号展馆作为室内主景搭建场地。

2020年 12月 20日，剧组正式开始搭景，并以超低价格入住市内6家宾馆。

2021年 2月 11日（除夕）始，最多时剧组有1000余人同时在长春工作。

热播期间，吉林省委宣传部还牵头成立了专门报道协调领导小组，对播出内容、主创人员、吉

林元素、受众反响等信息在全省各级各类媒体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二次元开发，形成了一道

剧里剧外同频共振的文化景观。

以吉林布景，把跨越 50年的温暖故事讲好，把吉林乃至东北的发展变化多侧面、立体式的展

示好，既是吉林省对这部大戏的贡献，同时也是省委省政府文艺助力吉林振兴、推动吉林影视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行为和举措。

吉林相册，年代记忆。作为剧中的主要场景地，“吉春市”很自然让人联想到“吉林省长春

市”。《人世间》城市生活的取景基本集中在长春市，取景点多达 200多处。光影之中，一个个年代

感强、带有鲜明长春印记的地标和建筑展现在人们面前。剧中人民电影院，实际上就是新中国电

影事业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旧址；剧中的“吉春火车站”就是著名的长春地质宫，现在是

吉林大学朝阳校区的教学楼；剧中江辽省委机关是伪满洲国国务院旧址；此外，省委大院、中国一

汽、松苑宾馆、南湖宾馆、省司法厅、省高速管理局、省发改委、省国资委、光机所、应化所、铁北监

狱、长春市公安局、长春市交警支队、吉林艺术学院、吉林动画学院、长春人文学院（原东师人文）

等纷纷在剧中亮相。

剧中经常出现的有轨电车是长春市的54路、55路有轨电车专线。这道长春市的独特风景线，

已成为网红的打卡地。《人世间》里这些地标式的新老建筑，不仅让吉林乃至全国观众感受到城市

的历史和文化的厚重。也对长春市这座工业重镇、电影之都、汽车之城的城市风貌做了二次传

播。

人间烟火，民俗文化。《人世间》对东北的民俗、市井生活、饮食文化、冰雪文化高度还原。酸

菜炖骨头、小鸡炖蘑菇、黑白菜（木耳炒白菜）、锅包肉、红烧肉以及大年夜一锅包裹乡愁的饺子等

等，经热播后引发观众共鸣，网上也出现了很多“东北菜美食攻略”，激发了南方网友的好奇和热

情，形成了南北饮食文化的良性互动。

在剧里经常出现的冻梨、糖葫芦，也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这是东北冰雪民俗文化的组成部

分。剧中很多人滑冰的场景，恰恰诠释了吉林冰雪运动的深厚基础。借着冬奥会的东风，群众性

的冰雪运动在吉林更加普及。

据悉，在滑冰取景地的吉林市，全市共有上百块公益的滑冰场。剧中晶莹的雾凇、漫天的飞

雪、房檐上的“冰溜子”、房顶的积雪，到白茫茫的高山、雪野无边的林海，一幅幅冰雪水墨画，展

现了东北冬天的独特韵味。

在拍摄地白山市，有着天然的冰雪资源和冰雪文化的厚植环境，很多著名的影视剧都在这里

拍过雪景。露水河、仙人谷等众多取景点展示出了东北的原始风貌和大美之境。

循着剧情脉络，借助冬奥会的“长尾效应”，这些取景地必将成为吉林旅游的新宠。

一段时间以来，吉林省不断构建吉林文化的全民体系和优势项目建设，充分挖掘吉林丰富的

冰雪文化、汽车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民俗文化等资源，进一步做好创新融合文章，推出了一

系列更具吉林特色的旅游产品、文创产品、文艺作品，从《青春作伴好还乡》到《粉雪奇遇》《冰雪

之名》《狙击手》在吉林创作、热播、拍摄，从《人世间》燃爆荧屏到冬奥开幕式上 3分钟的“吉林白

山冰雪”等等，吉林的文化品牌建设已见成效。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吉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吉林省必将借势《在人间》《粉雪奇遇》《冰雪之名》《狙击

手》等剧的热播效应和后冬奥时代的黄金发展期，做大做强吉林文化品牌，构建好中国文化的吉林谱系，积

极推动吉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彰显文化自信的道路上贡献吉林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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