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本报记者 吴 钰

ｗww．whb．ｃｎ

２０20 年 8 ? 27 ?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杨 燕 编辑/杨翼然 9

?拉出走后怎么办，“她剧集”向生活找答案

女性群像、女性悬疑、女性视角……当代都市女性题材已成电视剧创作显流

《三十而已》 关于顾佳的命运探

讨仍有余温 ， 《他其实没有那么爱

你 》 接过 “都市女性群像剧 ” 的大

旗， 继续把 30 岁都市丽人的情感与

职场放在上海这座绚烂又浪漫的城市

里仔细端详 。 与此同时 ， 《白色月

光》 《摩天大楼》 不约而同从悬疑类

型切入， 核心依然和 “女性” 相关。

如果说前些年的 《欢乐颂》 《女

不强大天不容》 《我的前半生》 等以

每年一部热剧的节奏为女性生活姿态

画像， 那么今年， 当代都市的 “她故

事” 已是创作的显流。 前有 《不完美

的她》 《谁说我结不了婚》 《三十而

已》 《二十不惑》 在话题榜单上高位

接力， 之后还有 《流金岁月》 《南辕

北辙》 等剧排队在待播列表中。

前不久， 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

视剧司、 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创作研

评会上，专家学者从《二十不惑》《三十

而已》出发，解开当代女性题材在荧屏

乘风破浪的秘辛。 新时代的女性故事

怎么拍， 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她故

事”正在向生活讨要答案。

“姐姐 ”的真谛 ，是
具有一定人生阅历后的
自我舒展

《他其实没有那么爱你》 的编剧

是秦雯， 她上一次走进大众视野是因

改编剧本 《我的前半生》。 时隔三年，

新作里也有一名离婚女性 、 单身母

亲。 不同于罗子君被迫独立却又始终

无法用真正的独立赢得认可， 新上线

的凯伦一亮相就圈粉不少。 无论是她

健身房合伙人的职场身份抑或其与前

夫云淡风轻的相处模式， 都被网友赞

许 “姐姐够飒”。

从被质疑的罗子君到被欣赏的凯

伦， 人们对剧中人的评价不一， 本质

是一场女性社会化审美的变革。 中国传

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戴清认为， 越

来越多女性在社会和家庭环境中扮演重

要角色， 她们的独立人格、 自我内心需

求等话题频频引发社会关注 。 在她看

来， 《三十而已》 《二十不惑》 之所以

掀起高热度，与作品关注了“当代女性意

识”强烈相关。“比如‘柜姐’王漫妮身上，

追求更理想生活的进取心和时刻拉紧红

线的道德感，双重力量拧在一起”，这个

人物能引发共鸣， 因为 “她对社会与家

庭、 面包与爱情的态度， 折射出社会上

不少女性的观念”。

学者说， 契合时代价值的女性故事

不再是温柔谦卑地成功， 而是倾向于对

独立人格和多样人生选择的追求； 不再

以婚姻美满、 事业有成当作人生赢家的

简单标杆， 而是认同奋斗的过程本身已

是人生的珍贵修行； 不再用财富增长来

衡量角色得失， 而是能看到精神财富、

心智财富乃至感知幸福能力的提升， 都

是收获。

于是， 从《三十而已》的顾佳、《怪你

过分美丽》的莫向晚、《都挺好》的苏明玉

等热播剧的角色， 到现实中对恋爱、生

育、身材管理、事业追求等问题持有开放

式理念的中年女演员，大众审美里的“姐

姐”形象逐渐清晰：那是具有了一定人生

阅历后的自我舒展。真正的“姐姐”，既恪

守自尊自爱， 又敢用一点点超乎自我的

“出格”来坦然地涂鸦人生画卷。

故事的魅力 ，藏在 “表
达而不定义”的开阔地带

《二十不惑》 在抖音上的主话题播放

量超过 75 亿， 《三十而已》 在视频平台

的覆盖用户数达到 1.3 亿。 数据证明， 两

部 “她故事” 都是 “爆款”。 回顾它们出

圈火爆的关键，“表达而不定义” 至关

重要，这也给同类型创作带来启示。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

会副会长李京盛以国画艺术的留白类

比 《三十而已》的结尾。 对于王漫妮，

“它写出了当代都市生活在物质和精

神层面对女性的压力与动力、 给予与

剥夺、失败与希望、机会与陷阱；它让

人在坚持和放弃之间选择着、挣扎着、

转变着，并且这种选择、挣扎和转变，

直到作品结束时依然未完待续”。剧作

尾声巨大的留白， 是出给观众的人生

思考，“表达而不定义” 不失为 “她故

事”的高明之处。

既然复杂的社会生活从不会指向

单一的答案， 作为现实的投影， 电视

剧创作又何必 “硬给” 一个完美却可

能失真的结局。 就像遍体鳞伤依旧孤

独的王漫妮， 暂别繁华都市、 进取人

生， 可小镇的庸常琐碎亦非她所愿。

因此， 给角色留白、 给人性以开阔空

间， 是讨巧的结局。

随着大众对 “姐姐 ” 的认同加

剧， 过往热播剧中一些能帮角色降低

“生存” 难度的辅助手段， 正被观众

抛弃。 罗子君的故事走向之所以让观

众不满 ， 除了 “献祭 ” 了闺蜜的爱

情， 更在于作者把为人在世的复杂难

题， 给予了一个看似简单明确的解决

路径。 “爽感” 有余， 却离地三尺。

类似剧情在 《恋爱先生 》 里似曾相

识， 女主角的人生转折总与拥有更高

社会地位男性的出现休戚相关。 再早

些年， 《杜拉拉升职记》 的核心也是

“上司爱上我后一路扶摇直上”。

“故事的魅力， 应该在于人性明

暗交错处的丰富性，在于增量的空间。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态度：女性一独立，

就能自然而然获得一切馈赠， 包括尊

严、财富与真爱。 ”戴清说，优秀的“她

故事”和现实中乘风破浪的“姐姐”一

样， 不能让人物落入单一路径的成功

窠臼。而是得遵从人性复杂，并尽力通

过点拨、启示，让观众看见生活的光泽

感后，自行寻找到心灵上的开阔地带。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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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 国产悬疑剧开始风生水

起， 自 《隐秘的角落》 后， 又一部

网络悬疑剧 《摩天大楼》 成功占据

话题热度， 豆瓣评分 8.2。 剧中的钟

美宝， 是一个在开篇就死去的美丽

女孩， 随着刑侦调查的介入， 嫌疑

人带着与她有关的真相与谎言， 最

终拼凑出钟美宝的故事。

《摩天大楼》 创新采用了单元

人物的叙事结构， 每个人的秘密环

环相扣。 每个人都会讲述自己的故

事， 也正是在讲述中， 每个嫌疑人

的形象不断地被打破、 重塑、 再打

破、 再重塑， 经历多次反转。 剥开

他们精心的塑造和伪装， 才一点点

看见真实的面目。

在第一集就死去的钟美宝， 有

着美貌的外形。 但从她昂贵的遗物

和落魄的家世来看， 很容易让人觉

得 “这是一个美丽虚荣却不懂得珍

惜自己的女孩”。

对于美宝的死， 经验丰富的警

官推断是情杀。 他的理由是， 美丽

女孩一般遭遇的就是情感纠葛。 然

而女警官杨蕊森当场反驳： “你这

是偏见。” 剧中的沈美琪妒恨美宝，

认为她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周

遭的男人被吸引。 同样使杨蕊森不

平： “女孩子打扮得漂亮一点， 让

男人动了情就是她的错吗？”

《摩天大楼》以死亡的代价，追述

了一个女性成长中面对的种种可能

的压力、不公、危险、风暴……这是一

个没有 “爽感” 的女性故事， 却足

以触动人心。 遇人不淑的婚姻、 家

庭暴力的阴影、 父权压迫下的轻视

乃至性侵， 种种痛苦变成伤疤， 在

女性身上隐隐作痛。

美宝的情人林大森， 不仅婚内

出轨， 还剽窃了妻子李茉莉的设计

图和人生。 才华横溢的李茉莉， 在

自己的父亲眼里， 只有回归家庭的

价值。 李父甚至默许女婿林大森偷

走李茉莉的建筑设计作品， 他们理

所应当地认为， 男性比女性更容易

成功。 钟美宝的母亲钟洁， 屡次被

男性玩弄欺骗， 直到遇到了魔鬼颜

永原， 恶梦再也没有尽头。 颜永原

家暴妻子、 毁了很多人的一生……

但在剧中， 这样的恶魔得到了太多

庇佑， 并未对女性和孩子的伤害付

出真正的法律代价。 导演以他的视角叙述的那两集， 将罪犯

的虚伪展现得一览无遗。

悬疑是戏剧的一座桥梁， 生长在陡峭的悬崖边， 危险而

刺激， 让观众在惊心动魄中走向真相的彼岸。 通过一个个人

生轨迹的还原， 《摩天大楼》 展现了女性的苦难与救赎， 将

她们在家庭、 社会、 事业上遇见的不平等刻画得很深刻。

但在嫌疑人精心编织的谎言下， 不是只有黑暗， 还有几

个女性互相之间的理解、 包容， 以及镌刻在心底的纯真美

好。 比如美宝牺牲了自己， 守护了亲弟弟的人生， 比如李茉

莉对 “小三” 美宝的宽容， 比如作家吴明月用一个童话包装

起美宝的噩梦， 比如保洁工叶美丽帮助钟洁脱困的义举， 女

性与女性之间的守候， 也可以如此深沉。

“她故事” 层出不穷， 本质是一场女性社会化审美的变革。 越来越多女性在社会和家庭环

境中扮演重要角色， 她们的独立人格、 自我内心需求等话题频频引发社会关注。

上图： 《他其实没有那么爱你》 剧照。 右图： 《三十而已》 剧照。

音乐剧 《西厢》 剧照。 （均主办方供图）音乐剧 《空中花园谋杀案》 剧照。

“买了三次票，终于看到《西厢》！”

“演艺大世界———2020上海国际音乐剧节”原创华语音乐剧展演季让剧迷激动不已

“买了三次票，终于可以看到《西厢》，去

年开始期待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年初定档

后因疫情几度调整，原创音乐剧《西厢》上周

末亮相上汽·上海文化广场，拉开了“2020 上

汽荣威 MARVEL X 原创华语音乐剧展演

季”的序幕，让剧迷激动不已。

作为 “演艺大世界———2020 上海国际

音乐剧节” 的重要组成部分， 展演季今年

将带来 《西厢 》 《寻找声音的耳朵 》 和

《空中花园谋杀案 》 三部风格各异的音乐

剧， 为原创华语音乐剧提供重要的演出窗

口和审美风向标。 不仅剧迷痴心守候 ， 文

化广场也为此多次调整安排、 为剧目一再

保留档期。 剧场表示， 将在做好疫情防控、

严格遵守剧院开放条件的基础上， 鼓励观

众体会华语原创音乐剧的魅力， 重振中国

音乐剧产业的信心。

创新性表达结合戏曲舞
台形象， 让传统文化在音乐
剧舞台上活色生香

开演剧目 《西厢》 改编自中国四大古

典名剧之一、 元代戏曲大家王实甫所著的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讲述进京赶考的白

衣书生张珙与前朝相国的千金小姐崔莺莺

在普救寺邂逅 ， 一见钟情后的曲折故事 。

作为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爱情传说之一，

《西厢记 》 的故事发端于唐代元稹所著小

说， 历代有过无数艺术改编， 其追求爱情

与自我解放的戏剧内核至今仍不褪色 。 除

了风流才子配佳人的美好情节之外， 此次

上演的音乐剧版本在保持原著文学特点的

同时， 融入现代元素， 着重将张生塑造成

一个敢爱敢恨、 具有现代性的青年， 对崔

莺莺的人物阐释中则突出了女性在传统礼

教与个人欲望之间的矛盾。

“爱情是人类艺术永恒的主题 ， 西方

《罗密欧与朱丽叶》 以各种戏剧表达形式流

传在世界各地， 我们也希望用原创音乐剧

创新性的表达， 和中国古代戏曲的舞台形

象相结合， 让观众了解和喜爱中国传统故

事。” 被问及为什么原创音乐剧要做 《西厢

记》 这样的传统题材时， 制作人李晓菲表

示， “希望引领观众在音乐剧舞台上领略

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让民族艺术的瑰宝不

断焕发魅力、 传承下去。”

《西厢》 全剧 25 首曲目在欧美流行音

乐曲式中， 融合了国粹京剧、 昆曲、 黄梅

戏等戏曲元素， 还保留不少王实甫原剧情

调缠绵的唱词， 并尝试 “曲牌式创作”： 根

据不同的人物角色特点， 为他们量身打造

专属的曲牌 ， “纸扇书生 ” “四步吟 ”

“玲珑决” “才子游” 和 “玉面郎” 五首原

创曲牌将展现汉语优美灵动的魅力。 而舞

美服装也展现美轮美奂的中国韵味， 全剧

174 ?服装参考借鉴了中国传统服饰中的唐

朝服饰元素、 明清时期戏曲京剧服装以及

日本能剧服装的元素， 力求兼具写意化和

象征化的特色； 升降的多媒体纱墙则成为

全剧不断幻化的核心视觉意象， 强化了剧

情的诗意表达。

以中国审美为核心选
戏， 为原创音乐剧提供展演
窗口和审美风向标

“但凡有机会， 我一定会义无反顾地参

加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演出。 ”《西厢》的主演

之一、音乐剧演员刘岩是在综艺节目《声入

人心 2》之后，几乎“无缝链接”地投入到了该

剧的排演中。 面对疫情带来的考验，业内对

原创剧目有了更多的期待，“作为演员，希望

大家能静下心来好好钻研自己的角色，行业

也能静下心来打磨作品”。

原创华语音乐剧展演季作为 “演艺大

世界———2020 上海国际音乐剧节” 的展演

板块， 以原创性和本土化为特点， 以文化

广场的剧场品牌吸引优质资源， 进行从上

游内容孵化、 生产至下游市场培育、 观众

积累的全产业链循环。 过去八年， 共有 36

台原创华语音乐剧在文化广场内上演 ， 演

出场次累计共达 95 场， 2019 年的两部展演

作品 《梁祝的继承者》 和 《赛貂蝉》 荣登

当年上半年音乐剧演出票房前十。

今年展演季除了 《西厢 》 之外 ， 还将

有两部剧目登场： 改编自首部登上柏林国

际电影节国产儿童电影的音乐剧 《寻找声

音的耳朵》 讲述儿童成长、 聚焦自我追寻，

由电影原班主创人马历时三年打磨而成 ，

将于 10 月 7 日、 8 日两晚， 由音乐剧演员

刘令飞携手小演员们呈现。 展演季的闭幕

剧 《空中花园谋杀案》 则由史航编剧 、 孟

京辉导演， 沿袭了孟京辉戏剧一贯的实验

先锋精神， 将为观众带来流行摇滚、 工业

金属等多种音乐元素的碰撞。 该剧自 2009

年首演以来已演出 800 多场 ， 观看人数达

30 万， 是中国演出场次最多、 反响最强烈

的音乐剧之一。

以中国人的审美为核心选戏、 制作戏、

孵化戏， 越来越成为文化广场的追求 。 剧

场表示， 愿能成为贯通音乐剧全产业链的

聚力者， 为原创华语音乐剧提供更广阔的

发声平台， 共同探索市场运营品效合一的

发展路径， 带来中国音乐剧多样性的表达

和高质量的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