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碎金般的阳光里，平凡的中国家庭记事录起笔了
《乔家的儿女》开播，烟火人生里的跌跌撞撞与希望满怀，都是观众熟悉的风景

乔家一家子很不起眼。 母亲生完第

五个孩子后撒手人寰， 父亲担了个养家

的名却成天过着自己悠闲的浑噩日子。

“长兄如父” 模式下成长的兄弟姐妹们，

算不上多么出类拔萃、卓尔不群，每一个

都是你我生活里似曾相识的人。

这家人的日子也没什么轰轰烈烈、

跌宕起伏。哭过痛过后，男人和孩子们的

人生还要继续。年复一年的长大，化成了

若干个细琐又平凡的365天，许多个瞬间

都是人们记忆里真实的点点滴滴。

不够刺激，没有强情节，甚至前几集

里撑起表演的除了刘琳和刘钧两位实力

派外， 都是一群与角色年龄相仿的小演

员，《乔家的儿女》就这样淡淡开播了。可

一旦打开乔家的故事， 许多观众便会不

自觉陷入他们的生活。昨天，豆瓣平台开

分，该剧以8.7分暂列今年国产家庭剧之

首。 微博上有条网友评论极具代表性，

“谁说国产剧拍不出普通人”。

普通的人、平凡的中国家庭，烟火人

生里的跌跌撞撞或希望满怀， 无一不是

观众熟悉的风景。 当一群踏踏实实的创

作者把生活本来的样子还原出来， 把坚

韧又美好的生命力展现出来，荧屏上，一

部中国家庭记事录在碎金般的阳光里温

情起笔，拨动了人心。

无数细节里倒映出生
活与时代的全貌

少年乔一成躺在竹床上， 望着塑料

顶棚上的积水兀自放空， 还没享受多久

独处的时光， 几颗小脑袋就凑了过来，

“哥，我饿了”。阳光底下的少年梦暂告段

落， 他带着弟弟妹妹穿过窄小细长的巷

子， 从忙于拆除简易防震棚的人群里侧

过身，来到破旧老屋———他们的家，故事

发生的地方。

《乔家的儿女》改编自同名小说，以

30年的社会发展变迁为背景， 讲述了乔

家孩子在艰苦岁月中彼此扶持着成长的

故事。编剧即原著作者未夕，文本的原汁

原味有了保障。剧本之后，影视化的关键

交付给了张开宙导演，白宇、宋祖儿、毛

晓彤、张晚意等一众演员，交付给了取景

框里所有的服化道。 怎样用细节“浸透”

画面， 让仅仅发生在乔家的家长里短

事抵达无数人的共情地带， 考验着叙

事者的功力。

比如开篇的一分钟， 没有多余台

词， 几名小演员的开场戏已在不经意

间提示了年代。那是1970年代末，人们

对地震仍心有余悸， 而社会生活的一

切百废待兴。 孩子们到家与火急火燎

的二姨撞个满怀， 随后两个场景进一

步在故事的流淌中将时间、地点、主要

人物、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甚至是人物

性格和盘托出。一场发生在麻将桌边，

乔祖望躲在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屋里

赌钱， 小姨子来报信姐姐已在医院待

产，男人惦记着多打几圈，吧唧着嘴嘟

囔“哪个女人不生小孩”。 转场到了产

房外，焦心的小姨子、送产的邻居、第

五次当父亲的男人，三人你来我往间，一

个因生于1977年而被父亲取名“七七”的

新生儿降临，一成、二强、三丽、四美乔家

的四兄妹没了母亲。

细节的描摹远不止于此。 妻子的意

外离世并未让乔祖望改变几分，打牌、喝

酒依然是他的日常。 12岁的乔一成被迫

一夜长大，照顾弟弟妹妹的起居，给弟弟

开家长会，带妹妹看病，喂养襁褓里的七

七，都压在了少年肩头。孩子们对丁点猪

油的渴望、 对婴儿喝完米汤后碗底的向

往、 对私养的鸡被宰后撕心裂肺又难抵

鸡汤香气的挣扎， 一点一滴都汇成了物

质匮乏的年代里一个普通家庭拮据又真

实的生活处境。 而后，时光随剧情流转，

家里的第一台电视机、街边的时装店、少

年人心动过的滑冰场、唱过的歌、中年人

忧心的工厂改制等等， 都严丝合缝地为

时代变迁留下注脚。

有网友评价：“从第一个带着潮气的

镜头开始， 从第一声带着南京味的台词

起， 就让人再也走不出历经岁月的南京

老街了。 ”倒不是所有观众都是南京人，

而是无数个细节倒映出生活与时代的全

貌，那些细琐的痕迹让人相信，乔家如同

荧屏前的千家万户一样， 都曾真切地生

活在那时那地。

层次绵密的人心里搭
出“家”的结构

从 1977 年开始的 30 年， 社会各领

域都在酝酿着剧变。其间，普通百姓作为

社会变迁的重要参与者， 他们的生活状

态和精神面貌该如何呈现， 是摆在创作

者面前的又一道课题。 对于这道题，《乔

家的儿女》用一群鲜活而立体的“人”来

作答。

乔祖望无疑是个自私的父亲， 今天

的观众称其为“渣爹”。 但诚如演员刘钧

所说，“那时候子女多，完全是放养状态，

家里有点好东西也往往先紧着老人，不

会优先孩子”，回到故事里的年代，那样

的小人物有着一定代表性。

乔一成无疑是个有担当、重情义、善

良又隐忍的大哥。 可观众对他的心疼还

没抒发完， 人物被生活逼出的狭隘与偶

尔因自卑牵出的冷漠，展现得透彻淋漓。

典型的一场戏， 一对衣着体面的教师夫

妇选择领养四美， 少年一成背着家人独

自寻到他们。 就在观众满心以为他会央

求对方别带走妹妹、不忍分离时，乔一成

掏出一沓奖状，恳求夫妇改为收养自己。

被拒后，少年人在回家路上抛光了奖状，

独享了蛋糕。原来，这个为弟弟妹妹付出

了一切的大哥， 内心也藏着想为自己而

活的强烈念头。更典型的，剧中还为他设

置了对照组人物、表哥齐唯民。从知书达

理的父亲到白净的帆布鞋， 从七七对表

哥胜似亲哥的依赖到南京高考文科状元

的荣誉，齐唯民拥有的，恰是乔一成向往

的。 得失之间，骨子里的倔强与挣扎，从

年少到成年，导向了人物的复杂内心。

最大的“反派”有可理解之处，最大

的“好人”有着不完美的人格，《乔家的儿

女》里，所有人物都是丰富的多面体。 热

心帮忙照顾孩子的二姨， 会在七七可能

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状况前忙不迭甩手；

敦厚善良的乔二强， 会在车间师父遭遇

丈夫家暴后对她生出保护欲； 向来温和

稳重让人放心的乔三丽， 因为少女时代

的阴影而抗拒正常的两性交往； 咋咋呼

呼长大的乔四美， 成了家里阳光般灿烂

的一员……

正是每个人物都有这样的可爱、 那

样的缺点， 平凡的乔家得以成为千万家

的缩影、 折射人情百态。 也正是因为每

个剧中人都是生活中人的真实写照， 他

们在直面生活艰难时流露出对彼此的真

情， 格外触动人心。 比如小时候孩子们

守着烟熏火燎小披屋， 你一口我一口；

比如四美因想家一个人混上火车偷跑回

南京； 比如一成到二姨家送七七的生活

费， 眼见齐家为表哥摆酒请客的热闹景

象心里五味杂陈， 却在转身离去时， 接

到了齐唯民抛来的食物， 包装上稚嫩的

笔迹写着 “祝贺大哥”， 落款 “77”； 又

比如一成去电视台上班第一天， 弟弟妹

妹们送西服、 送领带、 送皮鞋， 连父亲

也送来一块手表……

中国人的处世哲学里， 家人间或许

吵吵闹闹， 市井生活亦有诸多不如意，

但家永远是每个人温暖的港湾， 家人间

永远有血浓于水的脉脉温情。 就像乔家

的儿女们， 随剧情推进， 他们的事业、

婚姻、 家庭都会行进到各自轨道上。 如

同五条伸向不同方向的枝丫， 经历雨打

风吹， 也感受阳光滋养， 但无论何时，

他们扎在泥土里的根始终紧紧相连， 这

就是 “家” 的结构。

■本报记者 卫中

■本报记者 童薇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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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雷雨》 问世， 如一道闪电耀眼动

人；80年后，曹禺先生的女儿———作家、编剧万

方接力经典，深情写下《雷雨·后》。这是一场跨

越半个多世纪的父女对话， 也是两代剧作家在

舞台上的“隔空相约”。

“我的创作，是寻找《雷雨》的过程，我找到

了，也理解了父亲。”昨天，来到上海的万方，接

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2020年是曹禺先生诞辰

110周年，曹禺的《雷雨》和万方的《雷雨·后》被

央华打造成“连台戏”推向舞台，特邀法国名导

埃里克·拉卡斯卡德执导，何赛飞、佟瑞敏、刘恺

威、孔维等联合出演，再次掀起“雷雨热”。今年

10月22日至24日，这部“连台戏”佳作将首度登

陆申城，在上海大剧院连演三天。

新作是对命运的一声“叹息”
亦是“救赎”

当代舞台上对《雷雨》的改编不胜枚举，但

它们都不是万方心里的《雷雨》。“万方，我想排

《雷雨》， 我觉得在这个剧里周朴园是一个特别

重要的人物。” 一次和濮存昕的对话触动了她，

点燃了她积累了很久的写作冲动。“每个人都对

《雷雨》有自己的认识，有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我

是个编剧，我为什么不写？”

然而，“父亲”是自己无法逾越的最大挑战。

万方说，自己写过影视剧、小说，最后才敢写话

剧，快50岁了才写了人生第一个戏剧剧本，其实

就是无形中的压力，让自己更成熟了再动笔。

《雷雨》原本就有置于首尾、且遥相呼应的

“序幕”和“尾声”存在，描述的就是发生在故事

十几年之后的事。留下了周朴园、繁漪、侍萍三

位老人，他们的孩子都已去世，而《雷雨·后》的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雷雨》是“强情节”的，充满

了一环扣一环的戏剧性，但《雷雨·后》更多的是

对人生的“叹息”。万方希望，让父亲创造的这些

灵魂， 获得不同方式的救赎和出路。“经过岁月

海浪一层一层的冲刷，《雷雨》 显出了那种埋藏

在底下的真相。其实我的创作，就是寻找《雷雨》

的过程，我找到了，也理解了父亲。”她说。

经典传承应有“守”有“变”

打破认识的局限， 正是经典戏剧的意义。

“不要轻易粗暴地去定义一个男人。”万方说，现在有些观众会用简单

的标签来“定义”一些作品、一些人物。比如，被贴上“渣男”标签的周

萍其实是一个很值得同情的男人，“只想好好活一次”的他渴望被爱、

渴望被救赎。“其实每个人都有想要被救赎的一刻， 一生中都有对不

起的人、悔恨的事。”万方说，那对《雷雨》理解得过于简单化了，往往

把人生也简单化了。“戏剧，是人生的一种再现，这副眼镜是多彩的，

它告诉我们，要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人生。”

经过去年至今年初的首轮巡演，《雷雨》和《雷雨·后》已经在全国

八个城市上演了19套38场演出，观众在共情中产生共鸣，感受到经典

的力量。 剧场观众越来越年轻， 经典戏剧的传承应该是 “守” 还是

“变”？万方认为，应该有“守”有“变”。“守，很有价值，真正的原汁原味

是一种美。变，也很必要，只要是生命，就会长出新的东西，但是根是

在那儿生发出来的，这是经典的特质所在。”万方说，时代在变，戏剧

是自由的，衡量经典就一个标准———时间。看作品是否继续活着，活

在舞台上、活在观众心里。

连中国航天都夸的恋爱剧，
立意越高越需把故事讲好

随着 “搜神号” 深空探测器进入自主

飞行阶段， 这个暑假里大热剧集 《你是我

的荣耀》 日前也播完了最后一集， 于途和

乔晶晶这对 “荣耀夫妇” 的幸福结局也让

观众心满意足 。 不同于以往的甜宠恋爱

剧， 《你是我的荣耀》 里有大量对中国航

天事业和航天人专业细致的描画， 赢得专

业人士的点赞。 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微纳卫

星团队公众号 “紫丁香卫星” 评价这部剧

“十分难得”： “高度还原了航天工作者的

真实状态和生活工作面临的问题， 让普通

观众得以窥见其中一角。”

然而， 这部超过 33 亿次播放的热门

剧集， 观众圈层化状态依然明显———虽然

在小说原著粉、 男女主演粉、 游戏粉和从

事航天工作的人群里有着良好的口碑， 但

在这些圈层之外的观众对这部剧的反应相

对比较平淡。 不少观众看了两三集后觉得

“看不下去”， 甚至还有人表示 “看不懂”

———这对一部恋爱甜宠剧来说是很少见的

评价。

在电竞、职场内容上不
“悬浮”，这部恋爱剧做到了
足够的专业性

“我是一只蔡文姬， 我每天美美滴。

有一天我穿着新皮肤， 去峡谷赶集。 我左

看看右看看， 我心里很得意。 射手死掉一

百次， 我也不着急” ———随着迪丽热巴可

爱欢快的歌声 ， 这个夏天 《你是我的荣

耀》 给许多观众带去了快乐的时光。 据第

三方监控平台猫眼和灯塔提供的数据， 目

前该剧的播放量已经超过 33 亿次。 在腾

讯日前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中， 《你是我

的荣耀》 以每集播放量计已成为腾讯视频

年初至今最热播的剧集。

作为一部恋爱剧， 《你是我的荣耀》

的感情线水准颇高， 由同名小说作者顾漫

亲自操刀担任编剧， 避免了其他 IP 改编

作品中常见的 “魔改” 现象， 也就保证了

原著粉的满意度 。 在这部剧前期占有重

要篇幅的游戏 《王者荣耀 》 是男女主角

之间培养感情的桥梁 ， 为了保证这部剧

经得起挑剔的电竞粉的检验 ， 制作方把

游戏研发团队 、 电竞职业选手 、 电竞解

说等请来当顾问 ， 高度还原了游戏里出

神入化的操作 、 团队协作的智慧甚至是

相互吵架甩锅的场景 ， 让游戏玩家也挑

不出毛病。

不过， 相比游戏来说， 航天戏所需要

的专业程度更为严格， 《你是我的荣耀》

在拍摄时特意邀请了航天专家审核修改剧

本， 保证了剧中航天内容的专业性和准确

性， 得到航天工作者的交口称赞。 比如随

着 《你是我的荣耀》 剧情进展， 已经研制

和发射了 “紫丁香一号” “紫丁香二号”

卫星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微纳卫星团队连续

出了多期航天科普视频； 另一个科普公号

“行星事务所” 也评价这部剧： “职场情

节不悬浮， 航天设定和细节走心。”

近年来， 不少电竞剧、 职场剧由于脱

离生活的 “悬浮”、 匮乏的专业知识、 儿

戏般的制作态度而频频口碑翻车， 但 《你

是我的荣耀》 在几个涉及领域里均获得了

好评， 十分难能可贵， 可以说是一部用心

之作。

好的立意应当通过好
故事来抵达更多观众

“航天工作者的社会价值更大，但收入

比娱乐圈明星低那么多，合理吗？”“跟随于

途老师看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进步 ， 很骄

傲。 ”这些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的讨论，

意味着有更多的人通过《你是我的荣耀》进

一步关注中国航天事业。同时，航天人对这

部剧的普及意义也非常认可， 比如中国航

天科工集团和国家航天局新闻中心与 《你

是我的荣耀》主动进行微博互动，共同宣传

中国航天。 但也正因如此， 才会对这部剧

“破圈”程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无论在一部

剧中融入的立意如何宏大， 都需要有更有

效的表达途径来传递给更多观众。

帅气的李白嘴里念着 “一篇诗， 一斗

酒，一曲长歌，一剑天涯”，飞快追上敌人，

随后用技能“神来之笔”躲过敌人反击，再

开启大招“青莲剑歌”击倒敌人———这种高

质量CG动画让屏幕前的游戏玩家忍不住

惊呼“太帅了”“经费在燃烧”；但那些不玩

游戏的观众却有些发懵，不明白自己为什

么要在一个恋爱剧里被迫看大段的游戏教

学。作为一部32集的剧集，《你是我的荣耀》

前期穿插着大量的游戏教学，一直到第14

集该游戏才“下线”，明显“拖累”了对男女

主角感情线的推进；直到第21集也就是全

剧过了三分之二，男女主角之间感情才明

显“升温”，但无论这时候“撒糖”有多甜，很

多观众已经坚持不到这么后面了。

同样被观众吐槽的还有由杨洋饰演的

男主角抢救故障卫星的部分剧情，本来作

为职场剧来说专业而细致，单独拿出来看

十分出彩；但是在一部恋爱剧里，切割出两

集的长度来讲这个段落不得不说和主线剧

情有些割裂。 实际上，观众在看《你是我的

荣耀》时，经常被迫在游戏、航天、恋爱三条

线索上反复横跳，很容易在遇到自己不感

兴趣的那块内容时被“劝退”。 可以说，在

踏实接地气和专业严谨方面，这部剧做到

了水准之上；但是如何把各个元素掰碎揉

烂融合在一起，如何通过好的故事来呈现

好的立意，这部戏仍有欠缺。

《你是我

的荣耀 》 凭借

大量对中国航

天事业和航天

人专业细致的

描画 ， 赢得专

业 人 士 的 点

赞。 图为剧照。

《乔家

的儿女 》以

30年的社会

发展变迁为

背景，讲述了

乔家孩子在

艰苦岁月中

彼此扶持成

长的故事。

制图：李洁

■本报记者 王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