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三个 ‘李云龙 ’ 式的人
物， 它是三叉戟， 不是红缨枪”， 编
剧沈嵘这么形容这三个老警察。

他们是各自警种里的精英 ， 却
也有着现实中的种种不堪 ， 退休前
他们准备再在一起搏一把……由陈
建斌、 董勇和郝平主演的 42 集公安
刑侦剧 《三叉戟》， 在渐次走高的口
碑中收官， 豆瓣 8.1 的评分———近
期已收官的国产剧中数一数二 。 如
果说剧中的案情是船 ， 三位行将退
休的 “老炮儿 ” 就是桨 ， 扎实的人
物塑造 ， 让这部前期不被人看好的
剧， 划向了成功的对岸。

弹幕很能说明问题。 最初几集，

观众关心的重点在幕后大佬究竟是
谁； 到了后来 ， 讨论则集中到了三
位老警察身上 ， 他们的个性和命运
遭际， 以及现实的喜剧化塑造成了
该剧的两大亮点。

三位主角年龄加起来超过 150

岁， 确实是国产剧难得一见的风景。

上一个成功的案例要追溯到 20 年
前。 在内地影视界有一个坚不可摧的
“铁三角”，在播出时间跨度长达九年
的《铁齿铜牙纪晓岚》里， 张国立、王
刚、 张铁林这个当年的 “铁三角”组
合，因演绎精湛、诙谐风趣而大受观
众喜爱。 此后，荧屏上会演戏的中年
男演员不少，但似乎再无这样的黄金
组合。 据说《三叉戟》最初曾饱受资方
质疑，因为他们吃不准 ，这仨老警察

的故事会不会让年轻观众买账 。 但
《三叉戟》确实让我们看到了荧屏“新
铁三角”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他们从
历史虚构中走进现实里，邻居大叔般
的老哥仨， 离老百姓的生活更近、更
接地气，也就更能引起大部分观众的
共鸣。 最近一次收视率调查显示，追
看《三叉戟》的年轻观众占比 78%，在
近期悬疑剧扎堆的混战中，它脱颖而
出。

有观众表示，《三叉戟》很容易让人
看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经典刑侦
剧的影子。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
雨搏激流。 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当
三个老警察 ， 穿着便衣坐在那辆经
过整修的破面包车里 ， 唱起他们的
峥嵘岁月时，不少人眼眶泛红了。 从
当年的 《便衣警察 》到如今的 《三叉
戟 》，一曲 《少年壮志不言愁 》跨越
33 年 ，理想主义始终是照向初心的
那一缕光。

编剧沈嵘说起自己有一年参加
大学同学聚会 ， 大家都在抱怨各自
的不如意。 当时他说 ，“人得根据自
己的理想做事”，就是这一句 “理想 ”

却遭到了群嘲 。 《三叉戟 》里有场戏
是潘江海在自家阳台上 ， 面对继续
干警察还是跳槽时的内心独白 ：“我
为什么最初干警察 ， 因为那是我的
理想啊”，这句台词是带着编剧的思
想说出来的。 在沈嵘看来，《三叉戟》

讲的是什么？ 两个字：理想。 为什么
这三个大叔退休前还要用命去搏一
把？ “因为‘理想’如果给掰开了揉碎
了，其实就是热爱 ，到最后你会发现
只有热爱 ， 才能让一个人在一条路
上走这么久。 ”

说起来 ， 这是沈嵘第二次接触

IP 改编剧，他第一次操刀的 IP 改编剧
是《余罪》。 而《三叉戟》的另一位编剧吕
铮，既是原著小说的作者，又有着多年
干公安的经历，他很容易让人想起另一
位作家海岩。 警察这样专业性特强的行
当，不在行业内打转十几二十年 ，是很
难仅凭想象去构建一个世界的。 冯小刚
曾说自己非常喜欢吕铮的小说，有北京
味儿、接地气。 而演员张嘉译也是吕铮
的粉丝，在他看来，吕铮是个非常会讲
故事的人，他深厚的公安实战经验造就
了他构架故事的超常能力。

爱跟不同的人聊天、 爱攒故事，成
就了吕铮的跨界。2014 年，他与一位天
津的老警察聊天，听说天津警察 ，特别
是南开刑警，都是大背头，油光锃亮，一
出去跟个老板似的。 这跟吕铮接触到的
京派警察完全不一样，他当时多问了一
句，“你说的那个南开刑警的大背头，现
在什么样了？ ”对方回答：“大背头现在
呀，头发都没了。 ”就是这句话让吕铮心
里“噔”的一下：“当年那么起范儿的警
察，有一天他的头发都没了……”

这成了《三叉戟》的一个种子。

差不多一个多月后，吕铮写出了小
说《三叉戟》的初稿。

“现在好多影视剧强情节 、轻人
物 ， 我觉得实际上观众是审美疲劳
的。 ”吕铮说，“曾有个导演给我看他的
剧本，从整体逻辑来说剧本特好 ，哪儿
该飞起来，哪儿该压下去，哪个时候陷
入谷底，都没问题。 但我觉得没意思 ，

因为他里面没有一个人物是真实的 。

情节设置经不起推敲 ， 是存在于众多
刑侦剧身上的通病 。 太多的人会为造
戏剧冲突而不顾人物逻辑 ， 但我决不
允许自己这么做。 ”

回到三叉戟 。 一些观众不明白这
是种什么兵器？ 它中间长，两边短 ，三
根缺一不可，尖上大多都长着倒刺。 在
剧中， 它和那辆开起来浑身毛病不断
的破面包车一样， 是三位老警察的一
个象征。 剧本从三位落魄中年的生活
切入， 一上来就让我们看蹲在后勤部
混吃等死的 “大背头 ”、行走在街头巷
尾处理各种鸡毛蒜皮事的巡警 “大棍
子 ”、处事精明的赋闲民警 “大喷子 ”，

他们的形象实在很难与曾经威名远播
的 “三叉戟 ”产生联系 。 与以往 “高大
全”的警察形象不同，《三叉戟》里的三
个人身处事业瓶颈、中年危机 ，在破案
中常展露出 “力不从心 ”，从以前的一

打三到现在的三打一。 在老婆口中，哥
仨除了血压高、 血糖高 、 血脂高这三
高， 和现代刑侦需要的高科技技术能
力都不沾边。 但就是这三个常年退居
二线的老警察，因为挚友老夏之死 ，重
燃斗志 ，再度集结 ，最终破获了大案 ，

成就了该剧最大的戏剧性闭环。

看惯了流量小生的脂粉红颜，很多
观众猛然看到几位大叔的沧桑岁月，反
倒表示很“新鲜”！ 一段时间来，流量透
支着表演这门艺术的生命。 所幸的是，

最近我们不断看见越来越多的演技派，

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从《三叉戟》的陈建
斌、董勇、郝平，到最近热播的网剧《隐
秘的角落》里秦昊、王景春、张颂文的高
手过招……让观众过足了眼瘾，也重新
标示了什么样的表演深入人心。

说到底，《三叉戟 》 是个看人物的
剧。 谁说看三个披荆斩棘的叔叔，不比
看乘风破浪的姐姐带劲？

陈建斌，多年的话剧演出经历让他
磨练出沉稳的演技。 在《结婚十年》《乔
家大院》后，他迎来了人生的转机，《甄
嬛传》则成为他演员生涯的里程碑。 之
后，他在荧屏消失了很久，转战大银幕
做起了导演 ，凭借 《一个勺子 》获得第
30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
奖。 和妻子蒋勤勤一起参加真人秀时，

他又让人看到了另一个“憨傻”中透着狡
黠的陈建斌。 《三叉戟》里，他饰演足智多
谋的探案老手“大背头”崔铁军，堪称全组
的“最强大脑”，而他在妻子张华跟前，又
是个装傻充愣怕老婆的小丈夫。

看过《重案六组 》的人谁不认识警
察专业户董勇呢？ 从电视剧《黑洞》中的
刑警副队长王明到《重案六组 》中的警
察江汉，京剧武生出身的董勇是演警察
的一把好手。 在《三叉戟》中，董勇饰演
“大棍子”徐国柱，暴脾气、善抓捕让徐
国柱成了剧中的“武担当”。

郝平，相对来说知名度稍逊 ，很多
观众对他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 《蜗居》

里海藻的姐夫。 但在话剧界他是响当当
的角儿，得过梅花奖、白玉兰奖。 在《三
叉戟 》中 ，他是擅长审讯之道的 “大喷
子”潘江海，他和徐国柱，可谓是崔铁军
身边的文武二将， 一个主要负责动口，

一个主要负责动手。

这三个“李云龙”式的人物，他们一
身臭毛病， 当三个人拧在一块儿时，就
成了三叉戟。 碰见黑恶势力，他们的目
标是一致的。 这就是“三叉戟”的一个形
态，它不同于红缨枪，三个人物是并列
关系。 “不让任何一个尖儿成为装饰品”

的创作理念，搭出了该剧人物的一个灵
魂。 再由人物带出社会纵深感，剧本的
深度也有了，它之所以比平常破案剧更
有味道，因为它有嚼头。

《三叉戟》 是个看人
物的剧。 谁说看三个披
荆斩棘的叔叔 ， 不比看
乘风破浪的姐姐带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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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看后疫情时期的大众娱乐需求

崔辰

流量时代老炮儿们的一次逆袭
陈熙涵

爆款的秘密

收官剧评

复合式生态娱乐模式：以多元嘉宾激发多元话题

《乘风破浪的姐姐》 首先由 30 个歌

星+明星的女性阵容吸引观众眼球， 30

个 “姐姐们 ” 年龄跨度从 30 到 50+，

多为出道多年， 阅历丰富的歌手和演

员。 节目全程呈现这些参与者按照节

目的规则和流程， 如何逐一走上舞台，

表演唱跳， 并由评委按照四个指数给

出平均分数， 之后分到各个小组， 成

团训练的过程。

这 30 个知名度较高的参与者+几

乎没有圈外知名度的几位评委+场外主

持及协调人 （被称为端碗人） 黄晓明，

构成了一个层次多样的娱乐生态场景。

30 个出道已久， 在圈内圈外皆已

获得较高知名度的女艺人， 她们本身

之间构成了一种复合生态： 有的是资

历较深的职业歌手， 有的是以影视表

演为主业的演员。 她们在同一舞台竞

争唱跳为主的表演形式， 这本身就会

引起话题， 同时评委打分环节上并不

以演唱的专业性为唯一指标， 一些职

业歌手的分数甚至低于演员， 这就有

了更多的争议。 第一期在评委环节的

设定上 ， 是不顾忌引发争议的———甚

至用各种方式催生争议。 这就造成了

节目的话题性， 比如对表演者的各种

评价， 对她们在舞台前后段落呈现出

的个性、 社交风格、 情商的评价。 包

括对评委等人和评价体系的各种评论。

而节目呈现出的 “大女人 ” 形象

也颇利于话题的涌现， 再加上每个艺

人的人生状态不尽相同， 有人是很年

轻的时候即一片成名， 有人默默耕耘

20 年才终于有了名气； 有的歌红人不

红， 或脸熟名不知。 30 岁+的女艺人，

有丰富的人生可以打捞。 她们在节目

之后引发的话题性也如此广泛： 涉及她

们丰富的人生阅历、 唱过的歌、 参加演

出的影视剧、 爱过的人……本身 “大女

人” 丰富的阅历和人生， 有很多可以去

品评的内容。

娱乐节目的关键之一就是营建一种

参与感， 能让观众感兴趣、 关注， 尤其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全球化疫情的情况

下， 影剧院暂停， 大众更为需要一种集

体话题娱乐的参与 ， 30 个人提供了丰

富、 复合的参与感， 这些参与者丰富的

履历也给不同年龄层次的人提供了参与

话题的可能。

30 个女艺人本身的影响力也是有区

别的， 这就构成了复杂的生态体系， 可

以洞见娱乐圈的生态氛围， 窥视平时看

不到的演员互相之间交往的状态大致是

怎样的。 她们在如此众多参与者的场合

表现的个性也差异极大。

与此同时 ， 节目在选拔的标准上 ，

并不特别强调艺人本身的舞台表演的功

力， 有的演员本身唱跳的能力和其他人

相比， 并不一定特别强， 但是她有足够

的知名度， 包括 “人设” 带来的广泛的

受众的接受度， 那她的表演就特别有可

看性， 甚至带来足够的喜剧效果， 如同

电影中的 “喜剧担当”。

由此， 节目播出后激发了多元话题也

就在意料之中， 喜欢节目的有不同的理

由， 不喜欢的人也有多种理由， 比如一种

批评的观点： 主打大女人自信丰富的人生

话题， 但是一些嘉宾却强调自己的心理

年龄少女化， 这是有违节目宗旨的。 批

评也是参与， 在当代的娱乐生态下， 话

题本身激发的参与感变得非常重要。 这

也是当下一种复合式娱乐需求的体现。

根据大数据统计， 《乘风破浪的

姐姐》 节目关注人群中 20-29 岁的观

众占比 46%， 男女观众比例为 52∶47。

节目除了吸引年轻观众， 也吸引了占比

不少的 30+的观众 。 如此广泛的覆盖

面，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样本， 来

观察后疫情时期的娱乐需求都有哪些？

首先， 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模式

和日常生活的方式， 一些人选择搬到郊

区， 一些公司更多地采用在家远程工作

的方式， 人们开始远离闹市和人群， 而

传统的影剧院观影看剧、 观看艺术展览

等娱乐方式也暂时被降需。 在物理空间

上疏离的大众心理上却渴望加入到热

闹、 集中的大众焦点的事件中 ， 观看

30 个 “姐姐们” 的台上台下状态， 并

参与到这样的集体事件中， 犹如在漫步

丰富的 “娱乐集市”， 可以选择自己喜

欢的部分， 也可以评议一二。

其二是经历过灾难性事件之后的

脆弱心理， 需要一种强者模式的娱乐

形态 。 这一点可以从当年超级英雄电

影作为类型电影在美国的崛起来验

证 ， 2012 年之后复仇者联盟的多位超

级英雄在一部电影中呈现的联盟方

式 ， 也是对这种强者模式的加强 。 30

位历经世事 ， 在娱乐圈跌打滚爬多年

的女艺人 ， 她们的复合式舞台表演也

是一种强者模式的呈现 ， 观众目睹她

们在排练状态的冲突 、 协调以及最终

的舞台表现 ， 并从中获得一种心理上

的认同感。

其三是娱乐节目中呈现的迎难而上

的过程。 组团对多数参加的女艺人来说

都是新鲜事情， 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并

非个人技艺的呈现， 而是一种集体化的

合作过程， 她们在个人事业既往的履历

成就并不能在此刻成为加分项， 而是从

零开始， 获得新协作的成功。 这也需要

放下身段， 去调和各个团队中的不均衡

状态。 这对她们本身来说， 也是一种迎

难而上的过程。

一炮而红之后的考验：如何设定娱乐产品的创意品质

对芒果超媒来说， 其本身在内容生产

制作、 优质内容的选择以及采购成本的控

制上的优势， 使得他们能够充分打通产业

链条， 并充分发挥平台与电视台本身的

影响力， 能够快速盈利。 而除了创造爆

款的平台能力和突破产品模式的开拓能

力之外， 如何在创意阶段制造爆款？

硅谷的 “首席创意官” 戴维·穆雷

在 《如何打造你的爆款创意》 一书中讲

到发现和设定创意的一个关键———“创

新的秘密在于如何藏而不露”， 创造性

思维就是在寻找已经存在的想法， 而不

是等待想法突然进入你的头脑。 穆雷认

为， 所有的创意都是学习的结果， 但要

擅长拓展专业领域， 需要从距离很远的

专业来寻找灵感。

从节目的形式来看， 《乘风破浪的

姐姐》 中 30 个人分成几组竞争+评委+

协调员 ， 本质上是辩论赛队形的变

化———每一组都有几位成员， 有队长，

每一位成员都有自己的长项， 但关键在

于合作组合达成的协调和完善感。

辩论赛本身的模式也和这档娱乐节

目讨论的核心相吻合， 正式的辩论包括

四件事情： 一个命题 （你的想法）； 问

题 （未经证实的主张）； 争论 （有逻辑

支持的主张）； 证据 （用于证据主张的

事实）。 在 《乘风破浪的姐姐》 中， 命

题是将 30 个富有差异性的女艺人集中

在一起， 看组合之后的成效。 问题是她

们有没有可能在短期内成为出色的团队

表演者。 争论集中在生态多元的复合团

队本身创造的可能性上。 证据则是在各

类报道中不断被呈现的姐姐们的事业和

人生履历。

带着质疑和问题去追索的节目是能

够吸引观众的。 设定这样的节目需要一

种创意直觉， 从 “姐姐们” 一亮相就吸

睛的效果来看， 无疑是成功的。 从创意

产品的设定来看， 确定问题远比找到它

的解决方案更重要。 并在创造模式的同

时、 注重新的形态构成的识别， 以及防

止现有的模式优势被破坏。

当下评判娱乐节目的视角已经与传

统趋势发生了改变， 不要统一的呈现，

更多地寻求多样和多元， 大众产品的两

级分化导致要么在大众性上做到极致，

要么在分众上做到极致———《乘风破浪的

姐姐》 在商业上的策划在节目的开始阶

段是满足大众和分众需求的。

当节目持续发展到第二季第三季的

时候， 模式的新鲜感将趋弱， 此时若不

注重节目的改善 ， 进一步细化层次结

构， 变化矩阵中的位置关系， 则很难长

久维持现在的关注度。

一方面， 以唱跳为主业的歌手和并

不一定深谙此道的演员在同一个舞台、

同一个组合里展示技艺， 难以避免的冲

突如何协调， 在第二期的节目中体现得

非常明显。 这种冲突本身是节目组需要

的， 但对演唱本身的定位也会引起观众

的不同反映。

另外目前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是和

艺人相比， 评委们的权威感和存在感不

足， 他们要更加敢于去批评， 甚至达到

一种个性化的权威表现， 不要怕引起争

议， 否则评委存在感降低对于节目的长

期发展非常不利。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
学院电影电视系副教授）

三个 “李云龙” 式的老警察像三把桨， 把 《三叉戟》 这艘船划向了彼岸

《乘风破浪的姐姐》 开播
之后迅速成为今年以来最为
火爆的现象级综艺节目 ， 第
一期点击量高达 4.5 亿 ； 6

月 19 日第二期播出后 ， 尽
管因为更多呈现的是幕后花
絮导致仪式感比第一期有所
降低 ， 但热度不减 ， 三小时
内播放量已超 1800 万。

节目播出之后 ， 芒果超
媒总市值突破千亿 ， 达到
1003.95 亿元， 在一周之内
上涨了 200 多亿。 随即， 芒
果 TV 在上海召开 2020 战略
发布会 ， 宣布推出 《乘风破
浪的姐姐 》 的同款综艺 《披
荆斩棘的哥哥》。

一款综艺节目一出现即
成为爆款 ， 并在短期内迅速
锁定衍生产品， 且争议众多。

其如何在模式上在众多明星
综艺节目中脱颖而出 ， 值得
研究。

后疫情时期的娱乐需求：大众焦点、强者模式、迎难而上

一曲 《少年壮志不
言愁 》 跨越 33 年 ， 理
想主义始终是照向初心
的那一缕光

▲三位主角年龄加起来超过 150 岁，《三叉戟》成为国产剧

难得一见的风景。 图为《三叉戟》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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