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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宝鸡观众来说，这部电

视剧还有一个观看的理由——三

名宝鸡人全程参与了该剧的拍

摄。除了段刚外，还有执行导演马

杰林和摄影师强涛。

段 刚 今 年 58 岁，2000 年

前后，他离开石油机械厂投身

影视圈。凭着扎实的功底和不俗

的艺术素养，他从演员、导演助

理，一步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导

演，并拍摄出《郑氏十七房》《东

海客栈》《何二狗的名单》等多

部优秀影视作品，并获得业内的

一致好评。

马杰林生于上世纪 60年代，

是宝鸡“厂院子弟”，是武术世

家。上世纪 90 年代，马杰林去香

港，从武打演员做起，逐步成长

为武术指导和武术导演；近年来

也逐渐开始执导文戏，曾参与拍

摄《西游记后传》《宝莲灯》等多

部作品。

强涛老家在陈仓区县功镇，

供职于陕西电视台。他拍摄的画

面构图精美，画面大气且讲究细

节，从 2005 年就和段刚有过合

作，并和段刚、马杰林一同参与过

多部电视剧的拍摄，几个人合作

起来极有默契。

段刚说，拍摄期间他和马杰

林在同一组，住宿也是门对门。每

天晚上 11 点多拍摄完回宾馆后，

两人还要和摄影指导一起开会，

总结当天拍摄情况，并为第二天

的拍摄做准备，每天凌晨两三点

才睡觉。强涛亦是如此。

“我们就想着，出去了就代表

着宝鸡的形象，不能给宝鸡人丢

脸。”段刚说，除了全程参加拍摄

的三人外，还有许多宝鸡人为了

这部电视剧默默付出。比如宝鸡

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为该剧提

供了不少创作素材，在拍摄过程

中，还为剧组提供了多次技术指

导，使得电视剧的细节更加真实、

更加丰满。同时，段刚的许多宝鸡

亲友也在关注拍摄进度，支持和

鼓励段刚等人的工作。

“作为宝鸡人，我们也有义

务向更多的人宣传宝鸡，让他们

知道‘看中国，来宝鸡’。”段刚说，

这些年，他们不但苦练基本功，向

外展示宝鸡人勤劳努力的精神风

貌，还不断向身边朋友介绍宝鸡，

邀请朋友到宝鸡游玩。下一步，段

刚还准备邀请拍摄团队，在陇县

拍摄电影《西山美人》，讲述陇县

精准扶贫的感人故事。

“我要把宝鸡的好故事，讲给

更多人听。”段刚说。

6 月 12 日晚 9 时，红色
情感励志连续剧 《共和国血
脉》 在央视一套播出，这部真
实展示上世纪中国石油人风

采的电视

剧很快引起热议。其中，三名
宝鸡人作为主创人员，全程参
与了该剧的拍摄过程，这是继

《历史永远铭记》 和 《长征大
会师》 之后，宝鸡人参与的又

一部红色大剧。

这部电视剧究竟有什
么魅力？拍摄过程又是怎
样？电视剧开播当天，该剧
现场副导演、宝鸡籍导演段刚
接受了记者专访，为大家讲述
这部电视剧戏里戏外的故事。

段 刚 告 诉

记 者，《 共 和 国

血脉》在央视一套

播出的版本共有 36

集，故事发生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当时共和国

百废待兴，石油成为共和

国急需的“血液”。正在陕

南剿匪的西北军区原 19 军

第 57 师奉中央命令，在汉中

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踏

上为共和国寻找“血脉”之路。

以石兴国、许茹为代表的石

油人，怀着“拼命也要找到大

油田”的信念，团结原国民党

油田留用人员，战胜一个又

一个艰难险阻，相继开发了

玉门、柴达木、克拉玛依、川

中、大庆等大油田。他们为共

和国的石油事业奉献了热血

和青春。从手握刀枪斗顽敌的

战士到战风沙、握刹把的石油

人，从“石油门外汉”到“石油

模范”“石油骨干”，演绎了新

中国石油发展史上壮怀激烈、

威武雄壮的史诗。

这部电视剧由曾多次获

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

“飞天奖”“金鹰奖”等奖项的

国家一级导演万盛华执导，

他对细节严格把控，精益求

精。由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

奖”和“飞天奖”“金鹰奖”等

奖项的国家一级编剧雷献和

担任编剧。金牌团队强强联

手，为《共和国血脉》的品质

保驾护航。

段刚说，他第一次接触这

个剧本时，就很感兴趣。因为

段刚本人 1984 年起，就从部

队转业到宝鸡石油机械厂工

作，一直到 2000 年才离开。在

段刚的心中，一直有一段石油

情结。段刚说，过去，以石油工

业建设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影

视作品比较稀缺，《共和国血

脉》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

空白。

2017 年 9 月，该剧正式开

拍，先后转战玉门、大庆等地，

完全采用实景拍摄。段刚回忆

说，为了完美实现导演意图，

拍摄中需要的井架、井台、井

台上的钻机、发电机等道具，

都是按照 1:1 的比例做出来

的。同时，演员进组后，都要在

井台上实习，力图完全还原当

时石油人的工作。

段刚说，在 200 多人的演

职团队努力下，该剧在故事讲

述、创作革新、制作方式等方

面，均实现了重大突破，并注

重细节刻画与史诗质感，大大

增强了视觉和光影效果，是一

部既有良好文学水准，又有超

强视听效果的新中国石油发

展史诗剧作。

拍摄团队体现红色精神

这些年，段刚跟随万盛华的

团队，先后制作了《历史永远铭

记》《长征大会师》等多部红色历

史题材大剧。他说，随着一部部红

色作品的拍摄，他明显感觉到，拍

摄团队也被红色精神所感染，凝

出了独属于他们的气质。在红色

精神指引下，他们凝聚人心，刻苦

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拍摄

出令观众满意的作品。

段刚回忆说，拍摄团队由老

中青三代人组成。导演组成员大

多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演

员则以七〇后和八〇后居多，而跟

组演员以及服装、化妆、道具等工

作人员，大多数都是九〇后甚至〇

〇后。电视剧开拍一个多月后，拍

摄团队转场玉门。当时玉门的气温

非常低，最低温度在零下 20 多摄

氏度，最高温度也在零下七八摄氏

度。在如此低温下，摄制团队每天

工作时间都在十二三个小时，每天

清晨 7 点之前就得出发。对这种情

况，起初许多九〇后和〇〇后不适

应、不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

“孩子们都是可爱的，不是说

教不好，不能靠讲大道理，而是要

言传身教。”段刚说，当时，他们对

这些年轻人说，这个剧组不一定教

会他们其他的，但可以告诉他们，

什么是红色精神。电视剧开拍后，

以导演为首，所有剧组成员每天

早上六点半准时起床，没有人耍大

牌，也没有人闹脾气，准时出发，认

真拍戏。前辈都以身作则了，再加

上日常的关心和鼓励，不到十天，

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就转变过来。每

天清早，段刚起床开门后，年轻人

已经洗漱完毕，整装待发。

段刚说，这部电视剧并不是商

业项目，投资也不高。但他和拍摄

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不是冲着钱

去的，而是被故事中体现出的红色

精神所感染，想认真拍出一部艺术

精品，致敬时代楷模，弘扬民族精

神。所以，即使拍摄条件再艰苦，大

家也都非常努力，力求完美。

段刚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在玉

门。当天气温零下 23摄氏度，拍摄

的剧情是井场出了问题，大家必须

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男主演

王聪和其他几名主要角色率先跳

进池里。画面中还需要四到五名跟

组演员，一般情况下，如此恶劣的天

气，没有人想下水。但那时，几个九

〇后演员却争先恐后，主动要求下

水。拍摄中，水溅到演员头上，很快

结成冰碴，但没有一个人喊苦喊

累。王聪身高在 1米 85以上，剧组

挖出的水泥浆池有 1米深，为了表

现当时泥浆在人胸口的情景，王聪

半蹲着拍完了整场戏，整整45分钟

没有停。段刚当时坐在监视器后，被

这一幕深深感动，不禁流下了泪水。

可是眼泪才流到嘴上，就结成了冰，

让段刚半天说不出话来。

当天，玉门市委宣传部的同

志恰好来探班，看到这一幕，他们

也被深深触动。一位同志对段刚

说：“以前我们认为拍戏都是假

的，但你们是真的把当年石油人

的精神表现出来了。”

段刚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

一名跟组演员，这个年轻人 1993

年出生，因为家庭条件优越，过去

在家除了玩，几乎什么都不干。刚

进剧组时，年轻人受不了苦，每天

都给家里打电话，要回家。十多天

后，年轻人慢慢转变过来了，起得

早，睡得晚，什么脏活累活都愿意

干。剧组杀青时，年轻人对摄制组

成员说：“从你们身上，我学到了

真正的红色精神。”据其父亲说，现

在，孩子每天清早起床买菜做饭，

上午自学文化课，下午健身，就像

变了一个人。

还有更多的团队成员有了转

变。化妆的小姑娘，手都冻肿了还

在坚持为演员补妆；负责提前整

理拍摄场地的小伙子，没时间吃

早饭，就拿一个馒头、一杯豆浆，

有空了才啃一口……在全体演职

人员的努力下，本来需要 100 天

以上才能完成的拍摄工作，只用

了 86 天就杀青了。

—— 访央视热播剧 《共和国血脉》 现场副导演段刚
本报记者 张家旗

谱写石油工业建设史诗

宝鸡力量贯穿拍摄全程

导演万盛华为演员讲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