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中国电视剧/网络剧的诸多类型

中，青春剧一度算不上创作的重心。狭义

的青春剧一般是以校园题材为主 ，从

1989年《十六岁的花季》开始，此后虽然

有 《十七岁不哭》《红苹果乐园》《将爱情

进行到底》等作品问世，但校园青春，在

电视剧的画面中曾是相对稀缺的景观。

电影市场的长足发展和青年观众

的消费能力，令电影首先对青春题材另

眼相看，一系列青春片火热起来；随后

视频网站崛起， 面向网生代观众的偏

好，更多的青春剧也应运而生。

很长一段时间里，青春影视剧就约

等于青春爱情影视剧。似乎青少年的任

何特质，都可以放到青春期的心动之中

展现， 爱情是化解一切疼痛的良药，也

是朝向一切开战的武器。而“爱情”的功

能被如此地放大， 就难免会出现出轨、

堕胎、死亡等极端情节。

而近几年，青春剧扩大生产并拓展

类型，已经逐渐走出单纯的校园恋曲风

格，打破了青春剧作为一种类型剧的固

定模式，即恋爱中心主义；关注了青年

观众更广泛的心理诉求和个性表达；为

现实题材的呈现，增加了一些新的角度

和方式。

而这其中，最近播出的《风犬少年

的天空》就是典型一例。

《风犬少年的天空》：

一锅混合友情、

爱情、亲情的汤

《风犬少年的天空》讲述了进入千

禧年后的一群高中生的故事，主角由重

庆本地学生四人涂俊（绰号老狗）、朱玮

娇（绰号大力娇）、丁荣亮（绰号咪咪）和

罗申喜（绰号大嘴）以及外地转学生两

人李安然、马田组成。 虽然主角都是高

三学生，但和《小欢喜》等高考主题的现

实题材剧中的高三学生面对的生活压

抑不同，《风犬少年的天空》刻画了一种

近乎浪漫的十七八岁的个性张扬，并以

多种感情线索加以颂扬。

友情在剧中被赞颂尤多。大兴村青

梅竹马四人自不待言，虽然罗申喜的小

册子骗了丁荣亮许多零花钱，打闹哄吵

的损友模式也是四人常态，但无论是支

持丁荣亮追求陈圆圆，还是呵护朱玮娇

逐梦超级女声，抑或是担心丧父离母的

涂俊，四人的友情成为了故事的基本底

色， 并且随着李安然和马田的到来，拥

有了更丰富的剧情层次和人际互动。好

学生和落后生，本地人和外地人，最终

如四色拼图般，混搭也和谐地构成了故

事的青春版图。

爱情也没有以早恋之名被讨伐，反

而呈现出一种童话气质。虽然李安然、涂

俊、 刘闻钦组成了带有青春疼痛气质的

三角关系， 但却并没有兄弟反目或者因

爱生恨等狗血剧情， 每个人都带着友情

底色，拥有一颗勇敢纯真的爱人之心。而

马田和朱玮娇、 丁荣亮和陈圆圆等的恋

爱故事， 也各有其轻喜剧的轻快和少年

人的坦率，虽然有时傻气或者中二，但都

被赋予了一种赤子之心的童话质地。

亲情篇幅不算太多，但不乏浓墨重

彩。 大兴村四家人，都是市井阶层的普

通家庭，父母一辈有的摆猪肉摊、有的

开小面馆、有的开出租车，但共同的是

亲子之间的浓厚感情以及街坊邻里的

淳朴热情。配合上非常有地域特色的重

庆市井风情，不仅刻画了大兴村家庭间

的温情，还包含了对重庆这座城市的淡

淡的乡愁，从而构成了全篇更宏大的亲

情基调。

在恋爱面前后退一步：

所有感情都有了
细水长流的温情感

《风犬少年的天空》并非个例，今年

的《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如此可爱

的我们》等青春剧也在青春恋爱面前后

退一步：《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虽然

以穿越作为噱头，将亲情和友情一定程

度地混合书写，也不乏恋爱戏份，但其

重点仍是刻画青春的多种美好情感 ；

《如此可爱的我们》 则是更典型的街坊

青春剧，将青春校园故事用青梅竹马极

致化，令友情线、爱情线、亲情线都有细

水长流的温情感。

这些剧还具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

是将青春与怀旧融合。 《风犬少年的天

空 》 发生在 2004 年 、2005 年的重庆 ，

《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 的故事穿越

回了 1999 年的东北 ，《如此可爱的我

们》的地点虽是虚构，但时间点却很明

确：2007 年、2008 年。于是，这些故事结

合着观众记忆热闹展开，为超级女声狂

热、为新世纪激动 、为北

京奥运喝彩，观众本身的

集体记忆被唤起，与故事

中的具体细节共鸣，虽然

书写的青春已逝，但也表

达着青春无悔。

其次，这些剧都采用

了较为二次元的故事逻

辑和表演方式。 《风犬少

年的天空 》里 “大兴村四

兄弟” 略带夸张的人设，

《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

呢》里李进步轻易住进李

青桐的家 ，《如此可爱的

我们》里黄橙子和谈宋为

了辩论赛模仿爱情电影

桥段，都是某种动漫式的

设定和情节，令这些故事

看来轻松明快，更符合当

下年轻人的审美口味。

此外，还有一些剧集

将恋爱中心主义去除得

更加彻底 。 今年播出的

《穿越火线》，以年轻人喜

爱的游戏电竞为选题，刻

画了肖枫与路小北两个

少年超越时空的热血励

志的拼搏故事。少年人对

梦想的百折不挠成为了

主线，而电子竞技的竞技

性本身又贡献了故事的

许多悬念和高潮，青春热

血剧成为了一种青春剧

亚类型。

而对应地，非要强行

回归爱情故事的，则容易

引来非议。 《以家人之名》

以互相取暖共同生活的

两个爸爸三个娃的特殊

家庭构成，前半段的父女

父子情、兄妹情赢得观众

大把好感和眼泪，结果故

事行到中叶笔锋一转，将

亲情主线转换为爱情主

线，导致口碑断崖下跌。

重新定义青春剧：

青春表达的文化
转向

青春剧的类型拓展与风格转变， 总

的来说， 跟时代文化和观众变化有莫大

关系。

首先， 青年文化逐渐摆脱了一种亚

文化的属性 。 在传统社会文化秩序里 ，

年长者以社会经验与阅历占据文化主

流 ， 青年文化往往属于亚文化 ， 常带

有更强的叛逆性 。 而随着网络时代的

来临 ， 青年文化通过网络参与获得了

更多的表达甚至是展现的机会 ， 在文

化生产中也逐渐成为了主要的类别之

一 ， 甚至影响着整体影视剧朝向年轻

化转变 。 青年题材一定程度摆脱了亚

文化的边缘性和叛逆性 ， 并拥有了更

丰富的主题和形式。

其次， 青年的文化消费有一种 “轻

文化” 的趋向。 整体来看， 年轻人的故

事消费的大趋势是对悲剧的承受能力下

降 ， 对喜剧的偏好加强 。 所谓 “虐恋 ”

风格也只能放置在不会有切肤之痛的仙

侠玄幻类别展开 ， 而现实题材则 “甜

宠” 风格大行其道。 这一转变不仅出现

在剧集中 ， 网络文学等文化创作也同

样。 青春剧的变化， 只是整体性青少年

审美转变的一种表征。

从用户市场来说， 网络使得分众化

更为可行， 青春剧以网络平台为主， 聚

焦服务于年轻观众， 而不像电视台需要

考虑更大众的公约数。 就如同 《风犬少

年的天空》 一样， 它首播于年轻用户为

主的视频网站哔哩哔哩， 因此可以高度

迎合年轻观众， 将年轻人喜爱的主题表

达得更极致， 形式上也更满足二次元受

众口味。 而许多青春剧也偏爱取材自青

年文化原产地网络文学， 而明星选择也

进一步吸纳了年轻人的偏好和审美， 也

都是类似缘由。

此外， 一些跨文化传播的优秀剧集

可能也为我国青春剧的拓展提供了参

考和样本 。 比如韩国电视剧 《请回答

1988》， 通过双门洞几家人的故事 ， 创

造了一个融亲情 、 友情 、 爱情于一体

的温情脉脉的作品 ， 在我国的网络上

也取得了较高的口碑 ， 也成为了我国

青春剧转型中的他山之石 ， 共同影响

了我国青春剧这一波的 “重新定义 ”

的浪潮。

（作者为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文化产业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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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关注

青春剧为现实题材
增加怎样的新维度

———从《风犬少年的天空》说起

杨慧

什么导致了日剧的转向？
罗薇

不久之前，日剧《半泽直树 2?强势回归，金融业
精英半泽直树率领一众坚守正义的热血青年，向强权
宣战。 酣畅淋漓的职场大战，让观众看得解气、过瘾，

暂时忘却了现实职场中的等级尊卑和丛林法则。

热血、励志向来是日剧的拿手好戏。职场、校园、

爱情等主流类型剧中充斥着为实现梦想， 执着奋斗
的有志青年。 上世纪 80 年代《阿信?中寒门女成长
为企业家的传奇，曾激励了一代日剧观众。 90 年代
日剧黄金期打造了诸多主人公逆境翻盘的经典范
本，比如《101 ?求婚?中草根迎娶白富美的爱情童
话，《龙樱?里学渣逆袭变学霸的考场神话。新世纪以
来,《?女?《半泽直树?《重版出来?《卖房子的女人?

《东京大饭店?等一批元气满满的优质励志剧，带给
观众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有“努力一定会成功”的信
念加持，无论现实多么残酷，经历多么曲折，片尾总
能迎来主人公们的人生巅峰。

然而在日本的现实社会中， 很多人往往因为没
有才华和运气的眷顾而挣扎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
中。 拿什么来拯救那些为主角们陪跑、伴读的“失败
者”？ 被贴上“平庸”和“废柴”标签的普通人，生存意
义和人生价值又为何？

在形态多样的日剧中有一类偏冷门的“反励志”

题材，以现实主义的视角，展现普通人的生存困境，

直击日本社会痛点。 以网络为播出平台的《火花?和
《东京女子图鉴?是这一类型剧的代表作。 《火花?根
据芥川奖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性格懦弱的青年德
永在漫才（类似对口相声的站台喜剧）界打拼，立志
出人头地，最终铩羽而归的故事。 《东京女子图鉴?展
现了乡村女孩绫到东京追寻美好生活， 逐渐迷失在
各种诱惑和选择中。这类作品真实、细腻地展现了主
人公追逐梦想的过程，写实的风格贴近日常生活，人
物塑造具有可信度。

向往成名的德永在竞争残酷的舞台上拼命逗
笑，却在生活中饱尝冷眼和心酸。野心勃勃的绫在物
欲横流中蜕变为职业精英， 却无力打破婚恋中的阶
级壁垒和性别歧视。 主人公们有理想、有付出，依然
被现实吊打， 这样的剧情设置是日本很多都市打拼
者的真实写照。再加上人物和环境具有典型性，观众
很容易对故事产生情感投射。

《火花?中德永和前辈神谷的逐梦，就像是奋力
照亮夜空、却转瞬即逝的烟花，悲壮得使人心疼，却
也感动得让人泪目。 《东京女子图鉴?里绫和各色的
职场女孩对幸福人生的追求， 折射出当代都市女性
在事业和婚姻抉择中的虚荣和无奈。 前赴后继的都
市寻梦者或许最后会像德永一样理性地向生存低

头，也可能如绫一般挺胸朝欲望前行。难得的是两部
网剧均采取客观叙事的姿态， 主人公的功过是非交
由观众去判断和反思。对于有梦想和欲望的人来说，

生活还要继续，认识自己的平凡、接受自己的失败，

与自己和解，带着心灵伤痛继续成长，或许无奈，但
却是一种务实的自我救赎。 曾经挥洒过的青春和热
血，待人生回头看时，至少不会徒留遗憾。

如果说，以上两部网剧所传达的“努力了，不一
定会成功 ”是对励志剧套路一种反抗 ，那么近年来
不少电视剧触及的“无欲无求 ，逃避现实 ”议题 ，是
否可以看成是对传统日剧价值的颠覆呢 ？ 日本
1980 年代 “宽松教育”改革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

即所谓的“宽松世代”已步入成熟期。 日剧《宽松世
代又如何?对缺乏竞争意识、没有责任担当、以自我
为中心的“平成废物”典型有过生动的刻画，不是窝
囊得让人郁闷，就是叛逆得让人头痛。

后泡沫经济时代，日本陷入低欲望社会，文学影
视作品中的主人公们也随之“丧”起来，昔日遭人鄙夷
的“废柴”角色和令人不齿的“逃避主义”在日剧中大
行其道。 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是有用?引发了对“逃离
职场、重启人生”生存方式的思考。 该剧女主人公森山
实栗心理学硕士毕业，踏实肯干却无法在职场中获得
认同，于是选择逃离职场，在家政中找到了自己的位
置，并试图通过契约婚姻，兑现家庭主妇的劳动价值。

该剧本质上还是主人公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励志剧
套路，但借助女性高学历难就职、职场性别歧视、家庭
主妇贡献被低估等社会性议题，挑战日本大众对于婚
姻契约本质和女性价值实现的固有观念。

2019 年的热门日剧 《我的事说来话长 ?和 《风
平浪静的闲暇?都是关于缺乏社会竞争力的主人公
选择逃避现实的故事。 《我的事说来话长? 中年过
30 的岸边满经营咖啡店失败后，常年居家啃老，以
搜刮零钱和打散工维持低欲望的生活。 《风平浪静
的闲暇? 中年近 30 的白领大岛凪在职场和两性关
系中习惯于察言观色，委曲求全，慢慢迷失自己。 然
而与网剧的冷峻 、犀利不同 ，在电视平台播出的日
剧，多走温情、治愈路线。 编剧们用对人生困境出口
的浪漫化想象 ， 淡化观众对主人公逃避现实的质
疑。 《我的事说来话长?本质上属于碎碎念的温馨家
庭伦理剧，无业游民岸边满虽然游手好闲 ，却能凭
借斗嘴和诡辩 ，缓和家庭矛盾 ，最终在亲友的鞭策
下，重新踏上求职之路。 《风平浪静的闲暇?则改编
自少女漫画，缺乏主见的上班族大岛凪在职场遇冷
和感情受挫后 ，与过去做了个 “断舍离 ”，以重拾自
我。 在这类主流商业剧中，逃避困境被包装成一种

自我救赎的有效方法。 在理想化的剧情设置中，人
生如果遇到不如意 ，可随时按下暂停键 ，给自己放
一个悠闲的假期，就能实现破茧成蝶、涅槃重生。 这
样的成人童话看起来很美，却没用。

观赏这样的作品， 似能听到借主人公之名发出
的来自灵魂深处的叩问。 前途受阻非要与命运死磕
吗？ 昭和时代的价值观还有流通性吗？ 如果像森山
实栗那样，回归家庭还能创造经济价值 ；像岸边满
那样，闲赋在家却不对家庭造成经济负担 ；像大岛
凪那样,给自己放个假就能修复心灵……那么逃离
这个按丛林法则运转的现实社会，对于不具备竞争
力的一族来说，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这或许是日本
“宽松世代”普遍的人生疑惑。 人类的上进心背后深
藏着对平庸的恐惧，然而在日本社会畸形发展的作
用下， 本该属于社会奋斗中坚力量的青年一代，却
走向了坦然接纳自己的窝囊和平庸，对人生和未来
缺乏兴趣和理想的方向。 剧里剧外是共享价值观和
人生态度的迷茫一代，也难怪近期的主流日剧会展
现出对这类价值转向的包容和理解态度。

必须承认，当代日剧中对性别歧视、阶层固化、

强权霸凌等日本社会问题进行了足够多的关照，但
却始终提供不了解决途径，只能用亲情、爱情、友情
这些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为主人公的“丧”提供疗伤
治愈。无论是立意深刻的小众网剧，还是基调温馨的
主流电视剧，所有的“失败者”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火花? 中德永和亦师亦友的神谷一路相互鼓励扶
持；《东京女子图鉴?里绫兜转十年，还有男闺蜜携手
相伴；《我的事说来话长? 中的岸边满始终有家人的
支持和鞭策；《风平浪静的闲暇? 里大岛凪避世恋爱
两不误。

由此，形式上的“反励志”剧，其实在主题和立意
上相当治愈，甚至励志。这类剧集往往通过现实主义
的手法，展现当代日本社会中，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和
心理状态， 鲜少对主人公的多元价值观进行是非对
错的评判， 而是以开放和包容姿态对人物的行为动
机和社会心理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细腻的展现， 并力
图为其困境寻找出口。当然，日剧也很擅长将歪理包
装成真理，观众一不留神就会像是《我的事情说来话
长?中配角们一样，被男主人公不着调的碎碎念牵着
鼻子走。 所谓的“反励志”剧，究竟是醒世良药，还是
精神麻醉？ 反转的结局，到底是现实的投射，还是叙
事的策略？ 终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近几年， 青春剧已经逐渐走出单纯的校园恋曲风格， 关

注青年观众更广泛的心理诉求和个性表达， 最近播出的 《风犬

少年的天空》 就是典型一例

▲21 世纪以来， 以《重版出来》为首的一批元气满满的

优质日本励志剧，带给观众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荩后泡沫经济时代，日本陷入低欲望社会，昔日令人不齿

的“逃避主义”在日剧中大行其道，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是有

用》引发了对“逃离职场、重启人生”生存方式的思考

从励志到反励志

域外影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