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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李若彤李若彤：：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由企鹅影视、新湃传媒联合出品，郑伟文、陈家霖联合执

导，肖战、王一博等主演的大型传奇剧《陈情令》正在热播
中。剧中有一位“老戏骨”——小龙女李若彤，她的出现，引
发了一波回忆狂潮。今年已经52岁的李若彤，在《陈情令》
中出演蓝翼家主，当她一身白衣蓝色抹额出现时，网友惊呼：
记忆中的小龙女又回来了！

《陈情令》热播，小龙女李若彤掀回忆杀

95 版 《神雕侠侣》 里的小龙女、97
版 《天龙八部》 里的王语嫣、《杨门女
将》中的杨八妹……在众多“80后”“90
后”的记忆里，李若彤就代表着这些角
色。她的人生主题很多出于爱情，也因
为重视感情，有伤痛也有执念。但她说
不后悔，“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的我，一
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高中毕业时，她在报纸上看到招聘
空姐的消息，跑去试试运气，竟成功
了。1990 年，她被星探挖掘，受邀拍摄

广告，“我觉得这个兼职还挺容易的。”
1992 年，徐克看到她拍的广告后邀

请其去试镜，在黎明、李嘉欣主演的电
影 《妖兽都市》 中出演一个角色。拍完
后，李若彤赶紧跑去机场上了飞机，继
续当空姐。直到一次生病，公司却不允
许请假，她递上了辞职信。当然，还有
另一个原因——感情不顺，香港成了她
的伤心地，刚好林岭东执导的电影 《火
烧红莲寺》要到内地拍摄，“我当时失恋
了，就是想逃避，二话不说就辞职了。”

曾把演戏当兼职，空姐才是稳定工作

1995 年筹拍 《神雕侠侣》 时，监制
李添胜为了寻找小龙女的扮演者费了不少
周折，直到他在电影《青春火花》中看到
李若彤。为此他还特意拿着李若彤的照片
去找金庸确认，金庸看过后说：“这就是
我心目中的小龙女。”

拍摄《神雕侠侣》的六个月里，李若
彤把自己彻底活成了角色，她告诉所有朋
友这段时间不要联系，在片场几乎不跟别
人说话，因为晕车每天转场时要吐好几
次，虽然身手矫捷但学动作戏时还是弄得
满身是伤。每天即使是夜里两三点钟收
工，次日六点开拍，她也一定要再看一遍
第二天要拍的戏。

就这样，她的第一个电视剧角色成了
她一生的角色标签。拍完后，她说自己很
长一段时间都陷在剧中无法自拔，几天不
出家门，在阳台上一坐就是一天，有时不
知道为什么就泪水满面。

小龙女的火爆程度远远出乎李若彤所
想。她坦言，能遇上一个经典角色，是一
种至高的幸运。但同时，太过经典，也会
给演员带来“只可到此，不可越过”的魔
障。“小龙女”与李若彤的关系，不止于
角色跟演员，更像是喻体和本体。而那段
时间的她，在感情观上也与小龙女极度相
似，她希望自己成为她，“一心一意对待
爱情。”

金庸：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小龙女

97 版 《天龙八部》 拍摄时她一如既
往地拼命，差点因为被反弹的树枝搞得
右眼失明；她虽然野心不在得奖上，但
拍戏都铆足了劲儿，1997 年出演电影

《十万火急》，亲自拍摄由六楼窗台跳到
地面气垫上的戏，这成了她终生难忘的

“可怕经验”，只记得脑中一片空白……
她的工作机会变得越来越多，2001 年出
演电视剧 《杨门女将》 中的杨八妹，近
40度的高温下穿着重达6斤的盔甲几度昏
倒，但她从没叫过苦。一场戏一场戏地
拍下去，她发现自己越来越爱演戏。

可是，处于巅峰时期的她为了男友
息影。不过，这段经历了10年的感情最
终还是以李若彤“被分手”而告终。一
向感情就是天的她深受打击。隔年爸爸
中风，那成了她人生最黑暗的时期，甚

至站在马路上想过要自我了断：“不知道
现在冲出去会怎样？”

直到一日，在飞机上遇到周润发，
问她还有没有在拍戏？李若彤说“没
有”。“人怎么能什么都不做呢？那你有
什么兴趣？”李若彤也在想，演戏以外自
己到底还有什么兴趣。之后，她用整整
五年，修复伤痛。2013 年，在曾志伟的
邀请下，复出接拍了电视剧 《女人俱乐
部》，她说自己很久没拍戏了，回到集体
的感觉真好。

现在的李若彤，比以前成熟了，偶尔
会接拍一些剧集过过戏瘾，无论是《陈情
令》还是《海棠经雨胭脂透》，用这样的方
式和观众保持联系。“我不在意一些表面
的东西，更在乎过程中能不能开心。”她
活得越来越通透了。 据《新京报》

感情遭遇重创，因发哥一句话醒悟

电视剧《天龙八部》剧照。

电视剧《海棠经雨胭脂透》剧照。

电视剧《陈情令》海报。

电视剧《杨门女将》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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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彤在李若彤在9595版版《《神雕侠侣神雕侠侣》》里出演小龙女里出演小龙女。。

近日，《陈情令》在腾讯视频独
家播出，剧中展现的传统文化元素
引发观众热议。

该剧讲述了主人公魏无羡及其
挚友蓝忘机锄奸扶弱、匡扶天下，完
成自我成长的传奇故事。在跌宕起
伏的剧情中，《陈情令》融入不少国
风元素与传统礼仪，兼具娱乐性和
观赏性，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求和
精神需求。

在服化道等细节上，《陈情令》
颇具匠心。剧中五大家族均有其代
表纹饰及特定的服饰妆容，如代表
姑苏蓝氏的卷云纹，代表云梦江氏
的九瓣莲花纹，代表兰陵金氏的牡
丹纹，都是古代传统纹饰。而蓝氏
家族佩戴的抹额，亦是自秦始皇时
期就有的传统，根据《中华古今注》
中记载，“秦始皇巡狩至海滨，亦有
海神来朝，皆戴抹额绯衫大口袴，以
为军容礼，至今不易其制。”以往影
视剧中较为多见，比较典型的是在
87版《红楼梦》中，贾宝玉、王熙凤等
人便时常佩戴抹额。此外，剧中主
要角色的名、字、号使用，也引发了
观众积极的讨论。

剧中重要道具之一是，主人公
蓝湛所使用的七弦琴忘机，又名古
琴，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
界第二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随着《陈情令》的热播，能
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并欣赏古琴
艺术，有助于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播。

以往也不乏植入传统文化的影
视作品，为什么《陈情令》中的国风
元素会收获如此多的好评？因为

《陈情令》不仅呈现了传统文化之
形，更呈现出中华民族之魂。

剧中江氏家训“明知不可为而
为之”，取自孔子《论语·宪问》“知其
不可而为之”；张岱在《四书遇》解
释为“不知不可为而为之，愚人也；
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贤人也；知其不
可为而为之，圣人也。”作为剧中主
人公，魏无羡一生秉承江氏家训，从
中能看出本剧想要表达的态度：无
论结果与否，能与不能，只要有勇气
去挑战自我，突破自我，这也是当代
青少年所需要的精神和担当。

剧中主人公们历经种种危难，
依然不忘初心，成功破获阴谋，不拘
泥于小情小爱，将每个人的成长都
与家国情怀紧紧联系在一起，也向
青少年传递出少年侠气、家国天下
的价值观。

《陈情令》对传统文化的根植是
可贵的，其中彰显的是国人对传统
文化的自信与热爱。文化自信是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文化价值
的充分肯定，优秀的传统文化体现
的是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审美观，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
文化基因，塑造了中华人民的风骨，
这种文化自信更应该在青少年心中
扎根和传承。当青少年对文化充满
自信，文化才能得以不断传承。

这个夏天，《陈情令》通过书写
国风之美，传递文化自信，树立正能
量价值观，为观众们带来了一部有
内核、有深意、有价值的精品剧集。

据人民网

《陈情令》：
书写国风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