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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布女也有春天》二轮开播

制作方回应吐槽：
海清“二”过了头
但不失可爱

从 前 晚 起 ，由 海
清、张译、芦芳生等主演

的《抹布女也有春天》（以下简
称《抹布女》）在河北卫视、山东
卫视、东南卫视进行第二轮播
出。该剧此前在江苏卫视独播，
引发网友广泛争议。日前，该
剧制作方接受采访，回应观

众吐槽的热点话题。

吐槽一：海清扮嫩
从国民媳妇转型女汉子不适应

自《媳妇的美好时代》开始，海清就被贴上了“国
民好媳妇”的标签。近年来，海清一直在试图转型，在
《抹布女》中，她颠覆既往形象，出演一名生活粗糙、心
思细密、爽朗大气的“女汉子”。但海清的这种转型有
相当部分网友不认可，认为 30多岁的海清在装扮上
不协调，一再强调自己“只有 28岁”，扮嫩不成功、一
点也不可爱。

回应：剧本没要求扮嫩 海清表演接地气

对于海清转型与扮嫩的质疑，《抹布女》的制片人
杨利表示，最早剧本中罗小葱的年龄设定并没有强调
她是28岁，而是一名“大龄剩女”，年龄与海清真实年
龄相当。“28岁这个台词是海清自己添加的，实际上
与海清的真实年龄差距并不大”。

对于海清在剧中“扮糙”、不拘小节、表现像男人
等吐槽，杨利表示，“罗小葱最初的设定就是一“抹布
女”，有些爷们的特征，不太讲究外表，是生活中一常
人，但她与这个时代不合拍的是她的简单、内心纯净、
为他人考虑，因此她在失去的时候我们赋予了她的成
长和收获。”她表示，海清表演时偶尔强化了这种外在
特质，造成了许多喜欢她媳妇形象的观众不适。

吐槽二：张译无气场
从硬汉到贱男不讨喜

2013年，对张译来说是撞大运的一年。他连续
与海清、孙俪两大女星合作，出演都市剧。然而，在这
两部剧中，张译都成为吐槽的重灾区。在《抹布女》
中，以往演过不少硬汉角色的张译戴着厚厚的玻璃瓶
底眼镜出场，动辄把手放在肚皮上的造型被网友直呼

“没有男主气场”、“太屌丝”，认为这种贱男不讨喜。

回应：张译角色有改动 不油滑但有点“二”

制片人杨利表示，《抹布女》最初的设定，画面、表

演、风格接近漫画式，有点像电影《非常完美》。但在
拍摄的过程中，却完全走了生活化的路子。“最初是希
望充满浪漫、时尚的都市气质，吴桐的职业设计为有
艺术气质的漫画家，但是后来造型师、导演坚持为吴
桐选择了厚厚的眼镜、外表似老夫子，有些屌丝，这样
整部剧从浪漫都市剧直接变成了接地气的生活剧。

而对于张译所出演的角色，被网友称“贱男”，杨
利则认为不够客观。在她看来，张译按照生活体验表
演，与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男性类似，“不油滑也不取
巧，顶多是有点“二”、有点贫，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很
多真实原型”。

吐槽三：海清“二”过了头
镜头和剧情穿帮

在《抹布女》中，海清扮演的罗小葱是个外表大大
咧咧、内心羞怯敏感、表现有些“二”的“抹布女”，但不
少网友反映，剧中部分情节，罗小葱“二”过了头，感觉
不符合生活常识。其中争议最大的，当属罗小葱穿得
闪闪发亮、化着浓妆、不合时宜地出现在舞会上。

除此之外，剧情和镜头的穿帮也成为吐槽的热
点。开篇第一集中，吴桐拆掉了罗小葱的车门，下一
个镜头却是罗小葱开着有门的车呼啸而去，这样的穿
帮镜头也成为观众争议的要点。

回应：后期无法修补穿帮

制作人杨利表示，《抹布女》中的不少情节是导演
和主演在现场临时发挥的，其中不乏新鲜有意思的创
意和表现，但也有一些“失当”的创作，其中被大众一
再诟病的罗小葱打扮成小丑模样出现在舞会上，是导
演和演员临时发挥的，确实“二得过了头”，“但整体看
来，罗小葱的“二”还是可爱的，能够接受”。

对于部分镜头穿帮，杨利坦言，当初拍摄时已提
醒导演注意相关问题，但导演认为后期可以修补，实
际上后期的技术无法处理这些穿帮镜头，颇为遗憾。

（凤凰）

10月8日，天安爱乐乐团在枣庄市
第十五中学西校的礼堂举行了一场主题
为“天人合一，共享中国梦”的公益通俗
管弦乐音乐会。

当晚，音乐会在名曲《草原啊草原
啊》的乐曲声中拉开序幕，演出大厅内座
无虚席。著名指挥张冰冰担任本场音乐
会指挥，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乐
团独唱演员陈娜到场，为现场观众献上
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音乐盛宴。家住薛
城区的王女士一家特地驱车前来聆听这
场音乐会，“以前从来没在枣庄听过管弦
交响乐的音乐会，这次感觉很不错，希望
以后枣庄能够多办几次这样的音乐会。”
王女士说。

（记者 苏羽 刘一单 摄）

管弦音乐会枣庄奏响

在今年 7月底辽宁省葫芦岛
市举办的“中国鼓手打破世界记
录”活动中，滕州市张旋鼓教室的
同学们在老师张旋的带领下，代表
山东省鼓手参加了这次活动，并打
破了英国保持的 800多人同时打
鼓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29岁的张璇，黝黑的皮肤，刚
毅的嘴角透着一丝坚韧，不善言辞
的他只有在提起架子鼓和学生的
时候才显得格外健谈。张旋14岁
初中毕业时，不愿意墨守成规的他
萌生了组建乐队的想法。乐队组
建初期缺少鼓手，张璇决定自己当
鼓手，便买来一大堆磁带听摇滚歌
曲，反反复复地听乐曲里面的鼓

点，一遍遍地揣摩研究，后来在北
京乐人音乐教室里学习，住在阴冷
的地下室里，张旋说：“那时候，每
天基本上都是凌晨 2点以后才能
休息，一点也不觉得苦。”

就这样坚持了两年多，2005
年初的时候，张旋满怀信心和抱
负回到了家乡滕州，创办了属于
自己的乐队——超低空乐队。现
实总是残酷的，一年多以后，乐
队里的 6名成员由于理想和年龄
层次不同而解散。“为了坚持继续
打架子鼓，我奋斗了，不后悔，
毕竟收获很多。”09年张旋结婚
了，担当和责任使张旋陷入了两
难的抉择——是要稳定工作还是

继续敲架子鼓。最终，张旋没有
放弃自己心爱的架子鼓和自己最
初的理想，2010的时候，张璇成
立了自己工作室，但一度经营惨
淡，为了打破僵局，他决定打口
碑效应，全心教好学生。

2011年 8月，张旋前往北京
参加了“全国第一届Funk鼓手代
言人大赛”，并获得 Funk授权，
成为枣庄形象代言人。同年被评
为北京金字塔教学模式特级爵士
鼓讲师。把教学理论运用到实践
中去无疑是一个好办法，2013年
7月，他带领教室的学生参加了
在徐州举办的“第二届全国Funk
鼓手大赛”，其中两名学生分别获

得了少儿组一等奖和幼儿组三等
奖。2013年 8月底，他带领学生
参加在宁波举办的“第二届全国
Funk鼓手大赛总决赛”并分别获
得少年组和幼儿组的一等奖和二
等奖。有了这些实践经验和参赛
荣誉，张旋鼓教室的名气渐渐提
高，既是老师又是鼓手的张旋
说：“教学生的过程是枯燥的，但
是看到他们能自己敲打出一首完
整曲子的时候，那种自豪与成就
是幸福的。我现在的成绩源于对
理想的坚持，也希望我的学生和
喜爱架子鼓的孩子们能够坚持自
己的梦想。”

（特约记者 王雪纯）

带“孩子们”用鼓打破吉尼斯世界记录

张旋：坚持梦想不言败

近日，年届70岁的退休干部徐
向东的又一部著作《矿山夕阳》出
版。该书共分“学会论谈”、“春秋回
眸”、“诗词联赋”、“书评序跋”、“徐
游客走遍中国”等章节，收入徐向东
近年来的各类文章一百多篇，其中
关于我市文史发现、事件回忆、票证
收藏研究等方面的文章尤为珍贵。
徐向东曾在煤矿工作多年，对矿山
有着极深的感情，多年来曾出版《矿
山采撷》等个人随笔集多部。

（记者 孔浩）

徐向东新著出版

近日，峄城籍旅京画家詹德祥
的个人画集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新出版的《詹德祥画集》
由著名画家贾又福题写书名，共收
入詹德祥近期创作、写生、临摹的国
画山水、花鸟、人物作品近30幅，其
中以家乡冠世榴园为素材创作的
《五月榴花》、《榴园乡情》等作品，以
娴熟的笔墨，描绘榴园，歌颂家乡，
颇具时代特色。 （记者 孔浩）

《詹德祥画集》发行

被英达称为《我爱我家》姐
妹篇的《我们一家人》，已确定
10月下旬在天津卫视首播。
片方前日在京请来《中国好
声音》那英组的学员姚贝娜
为电视剧录制片尾曲，导
演英达表示小女儿非常
喜欢姚贝娜，听说姚贝
娜被萱萱比下来后大哭
一场，他希望这个版本的
片尾曲能再火20年。

20年前的《我爱我家》
片头曲和片尾曲有几个版

本。《我们一家人》剧组这次是
通过那英找到姚贝娜，据悉，那

英当年演唱的是其中的一支片头
曲《炎热的风》，姚贝娜这次受邀演
唱的是流传最广的毛阿敏版的片尾
曲《为一句无声的诺言》。姚贝娜表
示，自己小时候就看过《我爱我家》，
这是一部影响过好几代人的电视
剧，当年自己的导师录制了片头曲，
如今自己再录姐妹篇《我们一家人》
的片尾曲，虽然有压力，但更多的感
觉是很亲切。

录制现场英达专门请来了著名
的作曲家、《我爱我家》的作曲关峡
老师把关，录制前后只用了 30分
钟。英达直言：“我刚才在现场听姚
贝娜唱歌，旋律一起来，真的好像一
下子就回到20年前了。当年那英、
毛阿敏她们，正像今天的姚贝娜，处
在风华正茂的年龄。”英达采访时表
示：“当年片头歌邀请了那英，这次
片尾曲邀请那英的学员，一方面是
希望有一种延续和传承的感觉，另
一方面也希望有她们这种年轻血液
进来，一下子能够让我们升级换代，
能够跟上这个时代。当年那英、毛
阿敏唱的歌火了20年，这次请姚贝
娜来，我们希望这首片尾曲再火 20
年。” (可可）

《我们一家人》
姚贝娜唱片尾曲

讲述中国百年茶政风云的电视
剧《茶颂》将于 10月 15日登陆央
视电视剧频道黄金档。10月 9日，
该剧在京举行开播发布会，国家民
委、云南省宣传部、以及中央电视
台相关领导出席了活动，总导演王
文杰则携主演王力可、罗钢等亮
相，为剧集宣传造势。据悉，为了
更好地还原历史氛围，剧组不惜重
金搭建实景，逼真地再现了500年
前的傣族“故宫”宣抚司署以及普
洱古茶坊等原始建筑。

主演罗钢表示，茶道文化从古
至今发展到现在，已经经历了非常
多的变化，发展中的每一个阶段都
有不同的呈现形式，“参加完这部
作品的拍摄后让自己对茶道这种非
常深层次的东西又有了新的认识。”

（君君）

《茶颂》剧组还原
傣族故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