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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缺口处照进一束光，比“话题”更具意义
《女心理师》丰富了都市剧职业叙事版图，在戳中人心同时兼顾社会情绪

上线近10天， 《女心理师》 始终吸引
着众人目光 。 评论称它 “播出即胜利 ”，

因为心理相关题材在国产剧里尚属稀缺，

它的出现丰富了都市剧职业叙事版图。 数
据显示， 它高居同期全网热度前排， 每次
更新都会伴随新话题登上热搜。

《女心理师》 能成爆款， 算是意料中
事 。 该剧改编自毕淑敏同名小说 ， 由杨
紫、 井柏然、 王嘉、 菅纫姿等主演， 讲述
心理咨询师贺顿为来访者们分析心理困扰
并给予疏导的故事。 在社交媒体深度参与
影视作品传播的今天， 这部新剧的登场可
谓自带题材红利与话题优势。 难得的是，

创作者并不全然仰仗这些， 而是在专业与
艺术、 直面痛点与呵护社会情绪之间， 作
出了有效平衡。

借用剧中电台主播的话， 人生难免有
缺口， 但关注心理健康、 及时疗愈， 就宛
如在人生缺口处照进一束光， “阳光进来
了， 爱你的人也进来了”。 如今剧情近半，

越来越多人从不寻常的题材里感受到启示
乃至安慰， 一部现实题材剧的社会价值正
在逐渐显现。

让源于生活的心理话
题，能归于对生活的启迪

心理话题， 一头通向人心私隐处， 一
头时常牵涉到社会性事件的诱因。 神秘、

敏感、 灼痛， 鉴于社会伦理与大众感受的
考量 ， 心理题材影像化注定难关重重 。

《女心理师》 的改编路便可见一斑： 原著
小说早在2007年出版， 电视剧虽在14年后
姗姗来迟， 却依然是国产剧里以心理咨询
师为主角的极少数派。 在此之前， 以 “心
理” 命名的国产影视作品， 或借刑侦剧的
框架探究犯罪心理学， 或是在支线剧情浅
尝辄止。

《女心理师 》 能在2021年从窄众突
围， 如何科学地看待心理健康， 显得至关
重要。

打开故事， 固然有极端的自杀干预、

犯罪心理等段落， 可更多时候， 走进贺顿
心理工作室、 在钱开逸主持的电台 《心扉
夜话》 找到共鸣的人， 绝非狭义的 “心理
创伤者”。 婚礼在即， 新人关系却逼近崩
溃边缘； 检查无大碍， 老人偏感觉隐疾在
身； 同事将自己的分内工作频频相托， 纵
有不快， 但最终没说出一个 “不” 字……

莎莎、 荀国宝、 莫宇， 他们是剧中受困于
心理围城的人， 而婚前焦虑的新娘、 渴望
精神寄托的空巢老人、 在人情社会里不懂
得拒绝的人以及后续剧情中被产后抑郁、

社交恐惧等等困扰的人， 何尝不是寻常日
子里的你我他。 这些表面平和的案例其实
缝合进了主创的理念， 心理关怀、 心理干
预， 在如今的快节奏生活里实在具有普遍
意义。

更值得玩味的是 ， 若笼统地以 “症
状” 来论， 让极端案例 “软着陆”， 而把
“轻症” 戏剧性地展开， 不失为剧中策略
之一。 打开高中生尤娜的心灵困境， 贺顿
找到了握在尤娜父母手里的 “钥匙”， 并
成功化解危机。 反倒是看似无伤大雅的职
场 “顺手帮忙 ”， 在日积月累的量变中 ，

在别有用心之人的外力作用下， 把莫宇推
到了爆发口。

叙事烈度上的鲜明对比，恰是剧作用心
之处。 它向观众发出信号：正视心理问题、

科学寻求情绪疏导之道，即便人生至暗时也
会有柳暗花明的契机；若一味讳疾忌医甚至
误钻牛角尖， 一闪而过的沮丧也有可能弥
漫人生———让源于生活的心理话题能归于
对生活的启迪，有此创作初衷，值得鼓掌。

在尊重专业知识的基础
上，以多元画风抵达温暖疗愈

知乎上，有位专业人士留言：在心理咨
询师行业内部， 一直不看好电视剧能拍好
心理咨询行业。 因为有太多隐私和伦理限
制，不适合暴露给观众；也因为心理学的高
度专业性，让艺术表现力难有施展空间。

《女心理师》在男主角钱开逸身上投射
了“观众视角”。他与贺顿相识相知的过程，

伴随着他对心理学从一知半解到建立严谨
态度的认知转变。 钱开逸坐镇的电台直播
间，则犹如剧中“小贴士”时间，借深夜节目
自然输出心理学的大众科普。由此，剧里的
听众、网友，现实里的观众都会明晰，心理
咨询绝非一蹴而就的“神话”，而是一条长
期战线。 兼具硬核的专业知识与春风拂面
的主播心灵鸡汤，一张一弛间，心理咨询找
到了电视剧的最佳落点。

贡献惊喜的还在于影像风格。 剧集大
胆探索“文戏武拍”，将现实中相对静止的
心理咨询过程， 转变成极具张力的运动画
面。 带有悬疑色彩的运镜、凌厉的调色，都

直指来访者内心的挣扎， 以视觉冲击营造
出沉浸观感。 而独具巧思的“异空间美学”

借用了类型片“回到现场”的手法，让心理
话题在剖玄解析间弥合了学理的壁垒。

除了悬疑气息， 温暖与诙谐的画风也
构筑了剧中的复调叙事。 贺顿与汤莉莉的
闺蜜关系，不是如今网上讨伐的“塑料姐妹
情”，而是真心换真心。好姐妹被恶意揣测，

贺顿巧用专业知识替莉莉挽回声誉。 医者
难自医，心上有伤的贺顿，也总能在脆弱与
不堪时得到好闺蜜无私的援手。 转到贺顿
与钱开逸的相处日常，常有喜感扑面而来。

男主角追爱路上的丝丝笨拙与质朴， 调和
了紧张气氛， 亦为此后女心理师的治愈与
被治愈埋下伏笔。

多元画风带来的不是剧情割裂。 相反，

它为严肃的心理话题留出呼吸的“气口”，让
剧作真正有望实现疏导情绪、引导着观众抵
达温暖疗愈的彼岸。 这也是为什么，《女心
理师》在主线的心理咨询场外，细腻地推进
亲情、友情、爱情关系，人物相互的情愫能凝
结出爱的力量，而“万物都有裂痕，那是光
照进来的地方，也是爱的入口”———就像主
创期许的，影视剧不是教科书，《女心理师》

的小目标是不误导，大目标是可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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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共享艺术“溢出效应”，上海成为世界重要艺术中心

为期一个月的第三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圆满收官，而艺术给予城市
以及城市中人们的“惊喜盒子”才刚刚被打开

刚刚过去的 11 月， 时值第三届上
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艺术在这座城市
同时迸发出两种令人欣喜的“引力波”：

一种之于业内巨头———佳士得、苏
富比、 富艺斯等世界重要拍卖行不约而
同首次挺进进博会 ； 国际设计风向标
“设计迈阿密”亚洲首展落“沪”；东一美
术馆官宣将于未来五年内迎来意大利
乌菲齐美术馆馆藏真迹“组团”而至的十
场大展……一种之于普通观众———很多
人用“跑断腿 ”来形容在上海的艺术之
行 ， 全城总计两百余场艺术展销活动
中，“想看”以及“值得看”的实在太多 ，

哪怕不少场馆需要提供 48 小时核酸证
明，人们依旧乐赴这场“艺术马拉松”。

上海文化艺术品研究院院长孔达
达留意到，以“三个联动 ”实现 “三个首
次”的本届艺术品交易月 ，意义远在艺
术之外 ， 也远在一个月的举办时间之
外。 “它逐渐成为一场具有强大经济带
动效应的活动，带动展览周边产业包括
旅游、餐饮、物流、广告、印刷等，也将艺
术渗透至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去，营造全
城联动、全民共享的艺术氛围。 ”事实强
而有力地证明，艺术日益成为这座城市
生活中的“刚需”，上海日益成为亚洲乃
至世界重要的艺术中心。

上海在全球经济坐标
中的分量，在艺术交易的
蓬勃缩影里得到印证

全球重要的经济中心与艺术中心
往往是重合的 。 回看本届艺术品交易
月 ， 上海在全球经济坐标中的独特地
位，这段时间全城热力四射的艺术交易
给出了一个鲜活的注解。

比如，第四届进博会已然成为国际
文物艺术品“入海口”，其首设的文物艺
术品板块成为引人注目的新亮点和增
长点。 首次参加进博会的佳士得、苏富

比、富艺斯、大田秀则、合旎等九家境外
展商的 41 件文物艺术品达成购买意
向，总货值达 7.6 亿元人民币，远超上届

5 件展品 220 万元的成交额。 其中不乏
中西方艺术家精品之作 ，如张大千 《惊
才绝艳 》、齐白石 《红线盗盒 》、夏加尔
《马戏演员与马戏团 》、贾科梅蒂 《戴亚
高的半身像》。

11月中旬正面 “撞档 ”的第八届西
岸艺博会和第九届ART021艺博会 ，均
迎来史上最大规模。 这是全球范围内少
有的在同一城市 、同一时段出现 ，且同
等规模及品质的两个艺博会 ，如 “双子
星”般辉映出上海艺术品交易的 “高光
时刻”。 前者海外参展画廊占比超七成，

与国际最顶尖的巴塞尔艺博会的一线
蓝筹画廊重合率近五成。 这个艺博会被
业内评价为 “无论从概念 、视觉还是体

感上看， 都无愧于全世界最国际化、最
专业、最有秩序的艺博会现场之一”，百
万元级别艺术品纷纷售罄则撑起其同
样令人刮目相看的“买气”。 后者以年轻
态、时尚化形成标识度 ，以艺术之名与
时尚、珠宝、奢侈品等“结盟”，掀起艺术
消费的热潮。 在这个艺博会上，美博空
间等不少参展商都在展期内经历了“补
货”“翻台”， 还有两件作品通过小红书
社区找到买家，颠覆艺术品传统的购买
方式。

此外 ，短短一个月间 ，申城还活跃
着不少垂直细分领域的艺术展会，各自
溅起水花。 例如，来自美国海滨城市的
收藏设计艺博会 “设计迈阿密 ”首次进
入中国市场、 落地上海外滩源壹号，围
绕主题“物感：设计的艺术”带来全球34

家顶尖参展商的收藏级设计品；第三届

FutureLab艺术与设计创新未来教育博
览会正于西岸穹顶艺术中心举办，为全
球各地近30所艺术设计名校搭起脑力
激荡的 “实验场”； 专注于影像艺术的

2021影像上海艺博会吸引海内外50余
家画廊参展， 现场销售额超过千万元；

朵云轩以展拍结合的方式，推出首届上
海青年艺术作品拍卖会 ，来自艺术 “后
浪”们的25件拍品全部成交 ，史琼璐的
一件综合材料作品甚至落槌价是起拍
价的近十倍。

“惊喜盒子”才刚刚被
打开，终将内化为越来越
硬核的城市软实力

过去一个月内 ， 遍布全城的艺术

展览数量之多 、 质量之精 、 多元程度
之广均令人惊叹 ， 甚至转角便能遇见
公共艺术———这些 ， 都让上海尽显艺
术生态的活力与魅力。 而艺术交易联
动大众美育， 尤其使得本届艺术品交
易月能级倍增。

以外滩为圆心 ， 大可随意感受这
座城市的艺术国际范： 东一美术馆里，

“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意大利卡拉
拉学院藏品展 ” 与 “从莫奈 、 博纳尔
到马蒂斯———法国现代艺术大展 ” 同
场闪耀 ； 与其近在咫尺 、 整装重启的
外滩美术馆， 迎来约翰·阿姆莱德中国
首次大型个展 “再 ， 再 ”； 数步之遥 ，

佳士得拍卖行把巴斯奎特巨作大展带
到了半岛酒店； 外滩南侧， 亚历克斯·
伊斯雷尔中国首个美术馆级大展 “自
由公路 ” 登陆复星艺术中心 ； 再往南

至徐汇滨江 ， 蓬皮杜艺术中心将 “万
物的声音 ” 常设展和 “巴黎建筑 ” 特
展带到西岸美术馆 ， 龙美术馆西岸馆
一口气承包了 “乔治·康多 ： 图像殿
堂 ”“比亚翠兹·米拉塞斯 ： 对角线上
的芭蕾 ” “帕特·斯蒂尔 ” 三个大展 ；

顺着苏州河抵达尤伦斯艺术中心上海
分馆， 国内最大的安迪·沃霍尔展正在
举办。

全城范围 ， 本土文化艺术力量同
样铿锵发声 。 顶级唐碑大展 “大唐气
象 ” 在上海图书馆限定展出 14 天期
间 ， 日复一日排起长龙的观展队伍令
人动容 ， 有人把手机镜头贴近展柜玻
璃逐一拍下每个字 。 徐汇艺术馆新开
的 “妙像焕彩 化境入微———西藏日喀
则地区 13-15 世纪壁画专题展”， 不仅
有 1∶1 高清复原的众多壁画， 并且以互
动多媒体以及 “众创 ” 式合画方式带
领观者潜入身心合一的观赏境界。 而
借由中华艺术宫的 “第十一届上海美
术大展 ” 与刘海粟美术馆的 “新·青
年———第十六届上海青年美术大展 ”，

上海乃至中国美术创作最新成果和整
体形象得以被看见。

即便没有专赴艺术之约，人们也能
在车站、机场、街头、弄堂、商圈 、广场 、

公园等地共享艺术的“溢出效应”。 这些
天，委拉斯开兹《宫娥》、提香《查理五世
在米尔堡之战中》 等 29 幅世界名画以
原尺幅复制品的方式空降龙华中路地
铁站站厅，行色匆匆的人们抬眼便能感
受西方经典艺术的魅力———这是“世界
四大美术馆”之一普拉多博物馆带来的
“地铁遇见普拉多”展览。 有市民在四川
北路与武进路交界处刚历经城市更新
的“今潮 8 弄 ”偶遇攀爬在玻璃上的熊
猫雕塑 、 飘浮在半空中的宇航员墙
绘———这是邀请公众参与的“城市奇遇
空间艺术展”。

艺术品交易月总有落幕之时 ， 而
艺术给予城市以及城市中人们的 “惊
喜盒子 ” 才刚刚被打开 ， 终将内化为
越来越硬核的城市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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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动画“国货之光”———上海
美术电影制片厂要出新了！在日前举办的bilibili

国创动画作品发布会上，由上海美影厂和B站联
合出品的原创动画短片集《中国奇谭》揭开“神秘
一角”，其概念预告和海报甫一亮相即引起关注。

“剪纸、木偶、水彩、定格还有最后的水墨山水，一
切似乎又找回了上美影曾经一贯的味道”“期待
中国故事的大胆创新”……承包童年回忆的上海
美影厂能否再造一部经典？动画迷翘首以盼。

《中国奇谭》的制作是一次向历史的致敬，也
是面对新一代观众的探索。 “‘不模仿别人，不重
复自己’是上海美影厂的创作理念，我们将继承
老一辈艺术家的精神，打造彰显中华民族精神和
东方美学风格的新作品。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厂长、本片总监制速达说。

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情感，遇
见不一样的“妖”

《中国奇谭》集结了胡睿、陈莲华、周小琳、潘
斌、於水、顾杨、刘旷、杨木、刘毛宁、徐宁十位动
画导演，分别打造八个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
立故事，铺陈开一个极具中式想象力和审美魅力
的“妖怪故事集”。概念海报用简练不失悬念的表
达、水墨风勾勒的玄静幽奇，展现一个全新世界
的“入口”。 只见一人湖上独钓，风平浪静的水面
下暗潮汹涌， 仿佛有什么在潜行游动伺机而上。

将海报倒置则豁然开朗 ，“妖 ” 字赫然立于水
下———海报的神秘意境带来无限遐想。

中国古典文坛中留下诸多志怪录和幻想小
说，都有“妖”的痕迹。 但《中国奇谭》中的“妖怪”

区别于“魑魅魍魉”。创作团队基于本土文化语境
延展出更具想象力的内核：古代书生、庙宇泥像、

胡同里的黄鼠狼都有可能是“妖怪”。这些角色不
单是代表善良或邪恶的化身，更是人类对未知世
界的想象，也是观照自我的一面明镜。“古人有想
象，今人会将这份浪漫延续下去。”总导演陈廖宇
说。 故事时间跨度纵览古今、展望未来，题材多
样，承载文化与哲学的种种命题。

“中国学派”的曾经辉煌，令人
沉吟至今

视频中，八个故事逐一衔接登场，展现出多
样鲜明的艺术风格：《小满》采用手工剪纸定格动
画制作而成，色彩浓郁饱满；定格偶动画《玉兔》

充满科幻与未来叙事的元素……

上海美影厂曾留下动画“中国学派”的光辉
印记， 贡献的诸多经典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观
众 ：1980年代的 《天书奇谭 》《哪吒闹海 》《山水
情》，1950年代的《大闹天宫》《骄傲的将军》等，令人沉吟至今。昔日动
画大师们勇探民族风格之路，形成了水墨、剪纸、木偶、折纸等极具中
国特色的动画制作形式，留下了一个个艺术高光与美学财富。美影厂
原厂长常光希曾介绍，《哪吒闹海》里哪吒自刎的场景，就采用了中国
戏曲的表现方式，展现传统艺术背面敷粉的魅力，为了这一刻的悲壮
情绪达到顶点，画师们做了诸多“铺垫”，要知道，在那个动画技术欠
发达的年代，十分钟的动画就需要 7000 到 10000 张原画。

日前，美影厂经典动画《天书奇谭》4K修复纪念版在全国公映，

引发一波“怀旧杀”；一支汇集孙悟空、哪吒、雪孩子等美影经典IP的
北京冬奥会宣传片，亦刷爆网络。 那么，代表动画“中国学派”发展的
下一个作品到来了吗？ 它能否再度回应时代需要，续写美学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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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进博会首设文物

艺术品板块。

荨 “想象的相遇———《神

曲》对话《山海经》”国际文化艺

术交流展。 制图： 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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