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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挺好》引发的思考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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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母亲女儿或妻子，但更应活得像自己
《都挺好》用女性形象交织出“当代女子图鉴”中动人一隅，也触及了女性自我认知的变化

一部剧的成功离不开合理、 生动的人

物塑造，《都挺好》的热播便是最佳佐证。除

了已经成为“网红”的奇葩父亲苏大强外，

剧中几位重要女性角色也是各个有戏，耐

人寻味。

从小遭受不公待遇的苏明玉， 脱离原

生家庭后，实现从“樊胜美”到“安迪”的奋

斗转型，却也用坚硬的“武装”自绝于亲情

的温暖； 重男轻女的苏母用强势的手腕维

持着家庭的秩序， 却成了家庭成员间情感

分崩离析的罪魁祸首； 大嫂吴非是典型的

贤内助，帮丈夫周旋家庭事务，力图弥补大

家庭的关系， 但内心深处时刻打着小家小

我的算盘； 娇滴滴的二嫂朱丽在苏家家庭

变故之际第一个站出来扛起照顾公公的责

任，却因为处事不周惹来一地鸡毛。

这些来自不同家庭，生活理念、遭遇困

境各不相同的女性角色，组成了“当代女子

图鉴”中动人一隅。 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

一些影视剧中定义前置的女性角色， 对于

她们，观众很难用“苦情女”“恶婆婆”等简

单人物设定来概括。 这种对女性生存境遇

的描摹， 很自然地牵动起观众对当代女性

内心世界与成长体验的思索。

只是，社会学者同时提醒，女性题材文

艺作品在用真实打动人心的同时， 也需要

提供帮助个体走出困境的方案与鼓舞，不

可止于困惑与问题的展现， 放弃破题可能

的探讨。 “这或许是对编剧的更高要求，但

是我们对展现女性多元可能的作品充满期

待”，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奕

斐说。

不再一味依顺家庭，现代女
性更想活出自我

因为种种重男轻女的行为，《都挺好》

中的苏母始终是一个站在观众情绪对立面

上的角色。给儿子的早餐是火腿加鸡蛋，给

女儿准备的永远是泡饭；鸡腿、鸡翅全夹给

儿子，也不让丈夫给女儿夹鸡腿。最可恨的

还要数她对子女考学大事的区别对待：宁

可卖房凑几十万送儿子出国读书， 也不愿

花一分钱让女儿读国内一流院校。 给出的

理由更气人：因为你是女儿，迟早要嫁人，

不指望你给我们养老。言下之意，对女儿投

资不划算。

苏母身上的传统性别观念或许有夸张

的一面， 却照亮了在时代观念更替中生长

起来的苏明玉们心中的意难平。 这对母女

的不同，又展现出递进式的女性成长体悟。

原著对苏母的重男轻女有过一定的说明，

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家庭观念的延续———

她本人也成长于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就

连当年嫁给苏大强也是为弟弟创造条件的

筹码。只是，本为受害者的她却循着祖辈的

道路“熬”成了施害者。此时，拥有现代观念

的苏明玉用控诉、抗争与出走，完成了与传

统家庭秩序的告别，不再理睬冷漠的家人，

反而将提拔自己的伯乐视为恩师， 反倒让

观众拍手叫好。

“在注重个人选择的当下，人不再只是

家庭的附属品。对于女性，青年一代更愿意

接受的认知是：女性可以是母亲、女儿或者

妻子，但更应活得像自己。 ”青年文化学者

周红丰的博士论文探讨的恰是女性话题，

在她看来，《都挺好》 中传统家庭秩序受到

冲击引发巨大关注， 是因为触及了新时代

女性自我认知的变化。

苏明玉的“出走”也点出了社会发展的

趋势。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

晓文分析， 在与性别相关的体力优势不再凸

显， 生活资料获得途径不再拘泥于家庭的情

况下， 女性作为个体的选择面正在变得多元

起来，这也让不满于家庭捆绑的女性有了“出

走”的底气。

展示真实疼痛之外， 更要为
女性发展提供有益方案

《都挺好》跳出了不少都市剧对女性境遇

的“粉红”想象，而是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陈

述女性成长之痛， 这样的展示颇为真实 、犀

利。 但在学者看来，通过提取、提纯生活中的

“残酷感”打动人心的同时，文艺作品更需要

提供帮助个体走出困境的方案与鼓舞。

“苏明玉做得很好，但是在很多问题的处

理上她并不聪明，注重家庭的大嫂、二嫂也始

终没能改变各自不成熟的丈夫。 电视剧提出

问题，却没能站在更高的社会学角度上，给出

合理的建议与解决方案，这是十分可惜的。 ”

沈奕斐认为，《都挺好》 是一部积极触碰女性

话题的国剧佳作， 但没能给予女性更多的想

象空间。

事实上， 受到广泛关注的优秀女性题材

作品，往往不止展现问题，更会用令人惊喜的

破题方式给予观众鼓舞与启示。

美剧 《傲骨贤妻 》 讲述了一位家庭妇

女， 如何在遭遇生活重创后回归律界， 在和

后辈的竞争中， 不断自我成长的故事。 一个

不完美的成年女性， 如何通过自己的能力与

努力， 在充满各类规则的社会中， 一次次践

行着法律正义， 这份勇敢与坚持鼓舞人心 。

韩剧 《汉谟拉比小姐》 中的主人公则凭借一

腔热情与专业知识， 一次次用机智的方法 ，

扭转人们对一些性别议题的错误认知。 该剧

对错误性别观念不止于揭露、 批判， 更着力

于打破其中看似自洽的逻辑体系， 让观众耳

目一新。

在影评人看来， 对于女性生存困境的展

现，文艺作品不应止于怼家庭、怼亲人、怼观

念式的情感宣泄， 更要通过人物的成长与破

题，积极探索进步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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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德等国原汁原味音乐剧将在沪同台
文化广场发布2019演出季计划，《巴黎圣母院》《天鹅湖》《玛蒂尔达》等到访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日前发布了 2019

年演出季计划。 今年， 文化广场将推出一

批世界知名剧作。 法语原版音乐剧 《巴黎

圣母院》， 马修·伯恩舞蹈剧场 《天鹅湖》，

《德语音乐剧明星音乐会》， 英语原版音乐

剧 《玛蒂尔达》 等集纳全球的优质演出样

态之丰富令不少观众感到惊艳。

“我一直以为， 语言对观看音乐剧来

说是一种障碍。 几乎没有法国人或德国人

会关注对方国家上演的音乐剧。” 德语音

乐剧明星、 “莫扎特” 扮演者乌多·凯帕

什表示， 上海演出市场海纳百川的包容性

令人惊叹 。 “上海观众却能同时接纳英

国、 法国、 德国等不同国家原汁原味的音

乐剧演出。”

大戏连台， 演出市场包容
性世界罕见

文化广场的新演出季发布以多元的文

化审美， 围绕春生、 盛夏、 丰秋、 冬藏，

四季流转展开。 7 人的阿卡贝拉合唱团用

歌声串联起了春季 6 部原创华语音乐剧展

演季作品 《寻找声音的耳朵》 《赛貂蝉》

《梁祝的继承者们》 《聊斋》 《秋裤和擀

面杖》 和 《我 AI 你》， 汇聚了周华健、 张

大春、 林奕华、 陈建骐等知名主创， 展现

了原创华语音乐剧新高度。

《三体 II： 黑暗森林》 《演员实验教

室》 《白夜行》 《叶甫盖尼·奥涅金》 等

时尚 IP 剧目， 则将在夏季轮番登场。 阔

别上海 17 年的法语原版音乐剧 《巴黎圣

母院》 和马修·伯恩的成名作男版 《天鹅

湖》 也在千呼万唤中经典重现 。 继 2014

年德语音乐剧 《伊丽莎白 》 和 2016 年

《莫扎特！》 在上海大获成功之后， 今年文

化广场将在金秋奉上自制的 《德语音乐剧

明星音乐会》。 法语原版音乐剧 《摇滚红

与黑》、 英国经典音乐剧 《贝隆夫人》、 饱

含东方审美的优人神鼓 《墨具五色》、 伦

敦西区原版音乐剧 《玛蒂尔达》 等演出也

备受期待。

“来上海之前， 我不知道这里会演出

这么多不同文化审美的音乐剧。 因为在韩

国、 加拿大等国家， 德语音乐剧都几乎绝

迹。” 《巴黎圣母院》 中游吟诗人葛林果

的扮演者 、 资深法语音乐剧演员里查斯

特·沙赫斯特表示， 除了伦敦西区和纽约

百老汇， 想象不出世界别的地方， 还能汇集

如此多语种丰富多彩的演出。

市场扩容， 剧场文化品牌影
响力提升

自综艺节目 《声入人心》 播出后， 多位

音乐剧演员的走红， 为演出市场引流了不少

新的观众。 文化广场在八年对音乐剧精耕细

作后， 形成的文化品牌效应， 更使本次演出

季发布备受关注。 在预热期间， 剧场微信微

博就获得了 37 万次阅读、 1200 次 “好看 ”

和 400 余条评论。

目前发布的多部大型演出计划， 已经明

示上海音乐剧市场累积的可观容量： 法语原

版音乐剧 《巴黎圣母院 》 将连演 30 场 ，

《玛蒂尔达》 将连演 29 场。 文化广场自制音

乐剧 《我的遗愿清单》 的第四轮演出和 《拉

赫玛尼诺夫》 的第二轮演出都在开票后迅速

售罄， 《清单》 更创下了 10 分钟售罄的纪

录， 让业内人士坚信上海市场的庞大潜力。

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表示， 音乐剧

市场迎来了 “流量时代”， 但与消费所谓流

量明星赚取短期利益相比， 剧场更关注如何

进一步完善行业发展机制、 提升文化品牌影

响力。 “我们将坚守戏剧的质感， 关注三五

年后的沉淀， 把握行业发展的整体节奏。 音

乐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的工程， 呈现的质

量不仅取决于演员， 也考验制作系统的综合

素养。 并非解决了 ‘引流’， 所有难题就能

迎刃而解 。 文化广场未来将 ‘多管齐下 ’：

一方面继续以多元化姿态引进国际大戏， 开

拓音乐剧的审美视野； 另一方面也逐步推进

本土中文版的 ‘小而美’ 制作， 并孵化原创

力量。 期待随着中文音乐剧认知度的提升，

探索完善更适合中国的运作机制， 推动行业

走向成熟。”

据文化广场总经理张洁介绍， 为协助更

多优质剧目在上海顺利落地运营， 文化广场

将以品牌势能反哺行业。 剧院将不再当甩手

掌柜， 以场地附加服务打包， 以及场租、 票

务、 宣传和场地服务打包的双重策略， 构建

强有力的工业化流程和信息技术力量， 引领

演出行业的规范化节奏， 共同耕耘上海演出

市场。

《海派百工》完成首批60部制作
微纪录片展现非遗传人专注匠心

本报讯（记者李婷）如何更好地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 记

者昨天获悉，经过近一年的拍摄，探索非遗影视化传播的《海

派百工》系列微纪录片已完成了第一批 60 部的制作。 该系列

每部五分钟左右、 以 8K 超高清技术呈现手工艺人的生活故

事和精湛技艺，展现其“一生择一事”的专注和匠心，形成一份

独特的传统文化传承日志。

“说到非遗，很多人觉得很遥远，其实它就在我们的日常

生活中。”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龚屹告诉记

者，上海的非遗保护工作自 2005 年启动以来，一直在求新求

变，期待更多地融入市民生活。 14 年来，沪上已建立了国家

级、市级、区级三级名录和相应的传承人体系，并启动了上海

市非遗数字化建设工程。 《海派百工》系列微纪录片是一个全

新的尝试，为的是更好地适应新时期媒体传播的需求，使非遗

文化为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所接受。

据透露，《海派百工》 系列微纪录片的总导演由曲全立担

任。他和团队曾花费两年半的时间走访 20 多个省市 150 余位

当代匠人， 完成了展现中国匠人群像的电影纪录片 《璀璨薪

火》。 “其实，很多人有意愿了解非遗，但传播的方式方法大有

讲究。”曲全立介绍，《海派百工》第一批 60 部微纪录片以江南

文化为切入点展现江南活宝藏，选取的 60 个非遗项目大多数

与人们的衣食住行有关，比如亨生奉帮裁缝缝纫技艺、王宝和

蟹宴烹饪技艺、传统建筑营造和装饰技艺、古船模型制作技艺

等。 “初剪后，我曾拿着片子给外国朋友看，他们都表示很惊

讶，说以前只知道上海是个摩登城市，高楼大厦林立，没想到

还有这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 ”

作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重点项目之一，《海派百工》 系列

微纪录片所有成片将作为资源纳入国家数字网络平台， 在各

级文化机构的新媒体平台进行线上传播。在线下，上海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计划推出 “海派百工 AR 数字艺术巡回

展”，在全市 16 个区巡展，以这样一种极具交互性和体验性的

形式，吸引更多市民来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

《海派百工》系列微纪录片第二批 60 部的拍摄已在筹划

之中，此外还将推出特别版，对海派书法所涉及到的所有非遗

技艺进行集中呈现，比如笔、墨、纸、砚、印泥、篆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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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 、苏州河 、老城 厢 、名 古

镇……你真的了解这些上海本土地

情 、地域 、地理和地标吗 ？

今年内， 从多个角度解读申城前世

今生的“上海地情普及系列丛书”将与读

者见面。 作为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打造

的重要方志文化品牌之一， 这套丛书由

上海通志馆承编，结合权威志书、年鉴、

地情资料等馆藏优势，囊括《上海源》《黄

浦江》《苏州河》《老城厢》《古名镇》五部，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 复旦

大学教授傅林祥、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

究员薛理勇、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

心教授张雪敏、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田兆

元， 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学林出版社

出版。

集智慧资源，推动海派文化研究

“如今，上海本地人、来上海的人都

非常重视上海的历史地理。 但有关海派

文化的渊源和知识被公众所了解的程度

还远远不够。 ”在上海生活了 60 多年的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执笔丛书中的《上

海源》，光是上海源头这一话题，至今仍

争论颇多。他直言，对于上海历史文化资

源的发掘，更需要各方互补。

备受关注的沪上古镇群， 究竟各有

哪些特色？ 1991 年 ，练塘古镇 、七宝老

街、朱家角、豫园、枫泾古镇和新场古镇

被列为首批上海历史文化名镇 ，《古名

镇》一书以上海古镇发展轨迹为切入点，

用生动朴实的语言讲述上海古镇故事。

“回顾上海的历史文化源流，不只是发思

古之幽情，更应汇聚成今天保护上海、建

设上海的智慧资源， 对当下城市建设有

借鉴意义。”撰写《古名镇》的华东师范大

学民俗研究所所长田兆元说， 在今天城

市的高楼大厦里， 古镇并不只是 “标本

式”旅游地，更应是开阔丰富的，具有江

南意蕴的“多面体”。

“我经常问学生，你们对黄浦江什么

印象？ 常见的回答说，那是一条线，这边

是浦西，那边是浦东。 ”城市水文化专家

傅林祥说，黄浦江可以说是上海或长三角的黄金水道。学界对

黄浦江的历史演变、人文价值多有研究，但多数以写论文的形

式推进，没有对大众读者展开有效的普及。希望这套书能准确

生动地反映学术进展，助推海派文化的研究。

“地情也是风情，蕴含着大量人文知识和信息量。 虽几经

变迁，但人们仍可从老城厢的一砖一瓦，寻觅历史演变痕迹。”

多年从事历史文化名城研究的张雪敏说， 上海老城厢文物古

迹众多，名园、名人住宅、会馆、公所集中，除了人们耳熟能详

的豫园、老城隍庙、老城墙大境阁等，还有徐光启故居“九间

楼”、深宅大院内精美的“书隐楼”等一批古迹遗址，有待学界

进一步“深挖”，向公众揭开更多神秘的面纱。

大家写小书，力求兼具可读性与权威性

如何让海派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大家写小书”不失

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说，“上海

地情普及系列丛书”以深刻反映历史巨变、描绘时代的精神

图谱为出发点，回应了大众对于认识家乡、了解上海的广泛

需求。

“比起市面上的同类题材出版物，这套丛书篇幅不大，每

部不超过五万字， 但尽可能以图文并茂方式普及上海历史和

优秀文化，将地方志文献转化为丰富的地情知识，让地方志更

接地气。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洪民荣说。

对此，学者薛理勇感慨：“编写上海历史的大有人在，洋洋

洒洒几千万字都有；也有很多作家写上海，偏重故事性。 这次

不同于纯学院派和作家派的方式，而是力争做成资料性、可靠

性、实用性兼顾的丛书。”他以《苏州河》的撰写为例谈到，纵观

苏州河两岸， 如今这一带已成上海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史的最

好见证。 “无论是功能布置、建筑形态、工程材料、细部装饰的

‘干货’，还是从人文景观、城市文明进展的角度考量，苏州河

无不蕴藏着丰富的经济、科技、社会层面信息密码，是一座好

故事的富矿。 ”

以真实为前提，以知识为目的，以通俗为手段，正是发起

“上海地情普及系列丛书”的初衷。 据悉，“上海地情普及系列

丛书”自 2015 年组织编纂，目前已出版《地情导览》《海上红

韵》《海上潮涌》《申江赤魂》《年味乡愁》等多部作品。 未来，上

海将推出地情开发利用系统性产品，如“海上名家口述访谈”、

《上海六千年》系列读本连环画等。

■本报记者 许旸

茛女主角苏明玉收获了事业上

的成功， 却也用坚硬的 “武装” 自

绝于亲情的温暖。

▲二嫂朱丽第一个站出

来扛起照顾公公的责任， 却

因为处事不周惹来一地鸡毛。

▲大嫂吴非是典型的贤内助，

但内心深处时刻打着小家小我的

算盘。 （均 《都挺好》 剧照）

制图： 冯晓瑜

荨法

语原版音

乐剧《巴黎

圣母院》演

出照。

（ 均 主 办
方供图）

▲马

修·伯 恩

舞蹈剧场

《天鹅湖 》

海报。

今年， 文化广场将推出一批世界知名剧作。 法语
原版音乐剧 《巴黎圣母院》， 马修·伯恩舞蹈剧场 《天鹅
湖》， 《德语音乐剧明星音乐会》， 英语原版音乐剧 《玛
蒂尔达》 等集纳全球的优质演出样态之丰富令不少观众
感到惊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