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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影视

很多文化理论都曾试图证明，无论

电影还是电视，大银幕还是小荧屏，其中

的女性都是被凝视的对象。近几年屡屡

成为爆款的悬疑类型网剧也遵循了这一

理论，女性角色渐成此类剧集的剧作焦

点和主要人物。

近日收官的悬疑剧《江照黎明》，尽

管后半段的解密乏力、剧情拖沓造成评

分高开低走，但这个讲述女性如何在婚

姻中自救的故事，对于女性角色的塑造，

仍然为观众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视角，去

更好地了解女性的处境。女人是一个

谜，“谜”一样的女性是非常有魅力的，但

在一部影视作品中，一个女性角色在解

“谜”之后展露出来的真实的生命力，对

观众的吸引才是更强烈的。

因角色被重新评
价的马思纯

《江照黎明》开播时正值循环烧脑剧

《开端》热播，其能突围而出收获关注，最

重要的原因就是马思纯饰演的李晓楠一

角。此前马思纯曾因体态圆润而在其它

影视作品中引致了很多负面评价，但是

在《江照黎明》中，这样的身材反而成了

加分项。主人公李晓楠是一位努力工作

只求安稳的普通女性，若不是发现了丈

夫的背叛与恶意伤害而奋起自救，可能

会永远过着白天在房产中介工作，晚上

在夜市摆摊炒菜做饭的日子。这是需要

一定的体力和精力才能承受的生活重

担，对于塑造这样的人物，身材发福的马

思纯与角色的贴合度非常高，再加上发

型简单，衣着朴实，大多以格子衬衫、针

织开衫搭配中裙或阔腿裤，以浅紫色为

主调，没有让观众感觉到有修饰身材的

努力，整体观感以温柔亲和为主。如此

种种，使李晓楠这个角色一出场就被观

众相信并接受了：她的形象就像是我们

身边常见的女性，平添了很多日常生活

的真实质感。

演员外在形象与角色贴合度的高低

固然决定了观众对于角色的“第一印

象”，但一个角色的呈现主要还是依赖于

演员的专业性表演。视觉上的“胖”，是

应对生活、反抗伤害的一种外在力量的

展现，马思纯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身材

特点进行表演，在李晓楠夜市摆摊的戏

份中，通过颠勺、炒菜、刷锅等动作将这

个角色非常生活化的状态真实再现出

来，在学习游泳、深潜以及最终被推下江

水自救的场景里，通过一系列体态和动

作，把李晓楠浓浓的求生欲带到观众眼

前，并让观众能够接受李晓楠成功上岸

的剧情设定。与此同时，马思纯并没有

把外在的“孔武有力”带到对角色内心和

情感的表现中来，而是将女性“刚”与

“柔”的两面协调统一在了一个角色上，

再进行准确地展现。比如马思纯对于李

晓楠说话的方式和语气的表演方式是整

体偏“柔”的，无棱角的，在台词处理上以

发气声为主，眼神中流露出的情绪始终

十分克制，以善良、温柔、不忍为主调。

马思纯在剧中表演的统一性和稳定性维

护了李晓楠这个角色性格内外的一致

性，特别是在面对于红的多番挑衅时也

依然宽容、柔软。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这避免了观众对李晓楠这个人物的

观感从内心强大滑落至腹黑复仇的危

险，事实上也确实避免了引发观众对这

部悬疑罪案剧中女主角刺激丈夫实施谋

杀的行为是否完全正义正当的讨论。

正是由于对角色精准的理解和表演

上的处理，马思纯成功塑造了李晓楠这

个角色，并将这个角色身上隐忍、坚强、

宽容、救赎的女性力量和女性特质精准

地传递出来。所以，剧中多次呈现的那

一幕，即李晓楠收摊后拖着沉重的板车，

像西西弗那样每一步都似乎在用尽力气

向上攀登，才会如此令观众动容。

从女明星到女演员，关于身材的话

题一直围绕着马思纯。在当下的大众流

行文化里对于女性的身材有着过于苛刻

的要求，角色李晓楠与演员马思纯之间

也还存在着更丰富多义的关联性读解。

观众喜欢马思纯塑造的李晓楠一角，

“胖”可能只是其中一个显性因子而已，

背后其实潜藏着广大观众对于影视剧创

作摒弃“白幼瘦”单一刻板审美的诉求，

对影视作品塑造出更贴近现实生活、更

真实可感的人物的渴望。

悬疑类型下的女
性角色塑造

悬疑类型网剧近几年有把女性角

色推向观看核心位置的趋势。去年爱

奇艺迷雾剧场主推了《八角亭迷雾》和

《谁是凶手》，郝蕾和赵丽颖分别在两部

剧集中担纲主演，然而播出后的反响不

如预期，可见悬疑类型下的女性题材创

作和女性角色塑造想博得观众的青睐并

不容易。

抛开演员表演风格的差异，仅从女

性角色的塑造出发，将《江照黎明》中李

晓楠与同类型剧集中的女性角色相比

较，显然前者更能牵动观众的心。《八角

亭迷雾》中郝蕾饰演的玄珠，迷离，感性，

带有脆弱感，专为抚平少年创伤与家人

和解而来；《谁是凶手》中赵丽颖饰演的

精神科医生沈雨，执着，理性，一心寻父，

不惜以身试法来弥补父爱缺失的遗憾。

她们或展现女性的细腻情感，或明显携

带着专为悬疑创作而作的人性复杂，尽

管剧集最终大结局都是“和解”式的，“大

团圆”式的，这些服务于剧情悬疑情节打

造，被统摄于特定类型目标之下的女性

角色，却很难获得观众的共鸣。

《江照黎明》中的李晓楠，像是从社

会新闻中走出来的女主角，也像是我们

身边的某个普通女性。这个角色将女性

典型的母性特质，普通女性对幸福家庭

的憧憬，都表现得直接又自然。意识到

自己在婚姻生活中面临危险之后，李晓

楠始终隐忍坚韧，步步为营，最终拯救了

自己，保护了家人，还帮助了身边其他的

女性。这样一个角色，毫无疑问是能够

给人带来启发和力量的。正如编剧曹笑

天所说：“因为在现实的婚姻关系中，受

害的女性们，大多没有像她这样的勇气

和机遇。李晓楠是一个虚构的角色，也

是一种对女性的希冀和祝福。”

围绕着女主角李晓楠，《江照黎明》

中还对李暮楠、于红、念念、母亲等女性

人物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表现，建立起贴

近当代现实生活的女性群像，也与女主

角李晓楠形成了相互映照，她们之间的

互帮互助，使该片流露出温情脉脉的底

色。“当有人伸手要拉你一把的时候，你

尽管抓住那只手……”女主角李晓楠与

男主角王诚之间的彼此几次互相伸手，

也重新建立起了两性之间、个人与社会

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对观众来说也是

十分有力的温暖激励，让我们相信李晓

楠这个虚构的人物和在她身上发生的故

事是有可能真实发生的，还依然能够从

她的身上获得力量，继续对这个世界保

持真诚和热忱。

悬疑类型与社会推理剧之间，向来

只是一墙之隔。悬疑类型的现实主义作

品，离不开对人性、社会性的反映和挖

掘，情节的曲折离奇与人物的典型性固

然重要，但一部文艺作品需要引导积极

正面的人文价值，为人物和故事寻找出

路也绝不能忽视。显然，《江照黎明》通

过对李晓楠这一女性角色的塑造基本实

现了创作者对社会与人文价值的观照，

在该剧播出期间，家暴、私自安装摄像

头、赌债是否是夫妻双方共同债务等都

成为普法热词。也正因为如此，该剧后

半段在叙事上的薄弱和悬念设计的不足

才更加让人感到惋惜。因为一部作品的

社会价值，最终要靠艺术价值来实现。

（作者为上海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女性角色解“谜”之后
展露的真实生命力最是动人

谈洁

——评悬疑剧《江照黎明》

创作出《东京爱情故事》时，编剧坂
元裕二时年 23岁，作品出手即为经
典。他对爱情的演绎细腻、浪漫、真实
感人又不乏哲思，此后创作的《四重奏》
《大豆田永久子与三名前夫》《问题餐
厅》《母亲》《最完美的离婚》等多部剧
作，几乎部部受到好评，并贡献出“爱情
与生活经常发生碰撞，该怎么说呢，这
或许是在我有生之年都无法治愈的顽
疾”“所谓复仇，只有愤怒是不够的，快
乐而精彩地生活也是复仇，请你快乐而
精彩地生活”等被都市男女奉为圭臬的
“情感金句”。

都市感、现实感、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和自我成长是坂元裕二剧作万变不离其
宗的关切，其最新大银幕编剧作品、正在
国内上映的《花束般的恋爱》（简称《花
束》）同样延续了他对于爱情的一贯思考。

“以轻博重”突破
类型常规设置

《花束》曾在受疫情影响的影院低
迷时期，蝉联六周日本电影票房冠军，
获得人气、口碑双高。长达两个多小时
的影片，依照男女主角山音麦和八谷绢
一见钟情、相见甚欢到渐生厌倦、分手
告别的爱情电影常见套路，以“编年体”
的模式，通过不断出现的内心独白，讲
述了两人从大学到步入社会看似“平平
无奇”的五年情感生活。

某种程度而言，类型电影的价值正
取决于影片平衡类型元素、叙述惯例与
突破创新的能力。美国电影学者托马
斯 ·沙茨认为类型电影的特征，“不仅在
于构建想象世界的拍摄技巧，还在于这
个世界是预先设定且完整的”，观众需
要在重温类型惯例的过程中，“唤起此
前的观影体验和对现实生活的经验感
知。”纵观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大多数
爱情影片，都遵循了典型的爱情电影模
式，即陷入爱情忘乎所以的两人，突然
遭遇来自现实阶层、年龄、性格、种族、
伦理、政治制度等等差异带来的困境，
百折不回地经历考验，影片最终，或战
胜困难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为
世俗生活增添理想光辉，或以死亡、分

别的悲剧搁置矛盾。
以“类型”考量，《花束》无疑具有鲜

明的爱情类型片元素，故事架构大体符
合爱情电影基本故事走向，独特之处在
于通过对“困境”的展开和表现，非常巧
妙地突破了爱情类型电影的常规叙
述。影片中二人所遇到的爱情考验，既
是社会性的，即青年学子步入社会必须
面对的心理、角色转化，同时更是“存
在”意义上的：两人拥有难得一遇的灵
魂契合度和高度贴合的文艺趣味，情感
增温水到渠成，而分手的原因就是简简
单单的不爱了。于是，这部不依靠狗血
事件，没有家族世仇、生死攸关、小三插
足等戏码，看似没有重要情节的影片，
举重若轻地回归并展现了爱情本然的
样子。

影片进而在剥离世俗功利算计的

前提下，讨论了爱情对于身处其中的人
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两个都市青
年男女，同样孤独、略带“丧”感、游离人
群，不经意间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爱
情。随着剧情缓缓推进，当小绢诧异小
麦家的书架简直是她家的翻版，当两人
不约而同穿了情侣款见面，又多次从押
井守、《宝石之国》聊到《黄金神威》、今
村夏子……彼此都好像在对方身上看
到了另一个人“自己”。影片通过大学、
KTV、快餐店等场所营造出喧闹而疏离
的都市感，作为原子化个体的小麦和小
绢一旦深陷爱情，更意识到此前自我的
不完整，幸而缺失的部分能够经由对方
的相似和肯定得到补充，于是现代都市
青年普遍性的孤独感得到极大慰藉，爱
情的圆满附加了自我主体感的满足。
借助同一时间两人之间语义衔接的切

换叙述，以及对同一事件两人的分次叙
述，恋爱的升温、恋人的可贵、恋情的动
人展露无疑。然而正如片名“花束”的
寓意，一切美好灿烂终归颓败，见证了
爱情美好的我们也需同剧中人一起感
受爱的丧失，银幕上如此合拍的两个人
最终还是失去了爱情。

“以小见大”提升
影片爱情格局

爱情电影里恋人们分手的原因，大
体有“外在”（外界阻力）和“内在”（情感
变质）两种划分，《花束》无疑更倾向后
者，且因为之前两人爱的纯粹，两相映
照，结束时彼此的怅然若失更教人意难
平。和现实中许多校园恋爱类似，小麦

和小绢的爱情转折也发生在大学毕业
步入社会的迷茫期。两人的分手不仅
是对一段感情的告别，更在美学、社会
意义和主体性的层面具有多重意义。
“物哀”是日本文艺常见且经典的

一种美学思潮，久松潜一博士将其美学
特质分为“感动、调和、优美、情趣、哀
感”五大类，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哀
感”。正如落英缤纷更体现樱花开到盛
处即飘零的物哀之美，影片中的爱情如
同无根花束，情浓过后失落是必然，也
更体现爱情的娇贵和易逝。电影开场
于2020年两人分手一年后的一次偶
遇，随后采用倒叙手法，势力均分地从
两个人的角度分别追忆2015至2019

五年间的爱情。当事人以旁观者的立
场平静叙述，没有任何价值批判，却体
现出对爱情由浓而淡哀而不伤的喟叹。

然而，曾经相爱的两个人究竟如何
走到同时下定决心笑着说再见的地
步？影片点到为止的社会问题反思，首
先展现了来自外界的压力。毕业之后，
小绢依旧笃信小麦学生时代的恋爱誓
言“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跟你维持现
状”，闲暇时依然阅读纯文学、看漫画、
打游戏，还会为了自己的喜好辞去更为
稳定的工作。而小麦面对客户的欺辱，
只觉得是工作必须承受的一部分，对曾
经喜欢的漫画无感，阅读书目也换成了
职称励志类读物。小绢对小麦的日渐
麻木感到失望，后者也对小绢职场人的
“学生状态”怒其不争，现实生活中无法
妥善安放的肉身同样无法拥有契合的
灵魂。影片含蓄地指出日本作为高度
资本化的现代社会，社畜青年的三条出
路，要么如小麦公司的货车司机，在不
认为自己是劳动者的价值观中把货物
扔到大海精神崩溃，要么如小麦彻底认
可资本逻辑安心成为大机器中的螺丝
钉，要么如小绢以放弃更好的物质条件
为代价努力保有一方自我空间。大学
时代生活环境的一致，突显了恋人的精
神契合，步入社会的不同境遇，则加剧
了两人的价值分歧，现实压力下两人的
渐行渐远也就在所难免了。

除了“花束”，“耳机”也是本片对二
人关系的一处精妙隐喻。影片最后，没
有经历车祸、重症、出国等狗血波折却

失去真挚爱情的两个人，都痛彻地领悟
到“恋爱是不能分享的，一个人只能拥
有一个”，就好像音乐分为左右声道，如
果两人用同一个耳机，实际听到的是两
首完全不同的歌，就好像两个人分吃炸
猪排盖饭，一个人吃的是炸猪排，另一
个人吃的是盖饭。天涯路人的结局固
然令人扼腕，然而正如英国文艺理论家
特里 ·伊格尔顿在《人生的意义》中认为
的，“在所有艺术形式中，悲剧最彻底、
最坚定地直面了人生的意义问题”，《花
束》对男女主角的人生选择做出了不带
偏见的尊重，分手之际在同一家餐厅两
人看到更年轻的情侣，一如当年的自
己，彼此仍存爱意，然而无论小绢对自
我的苦苦坚持，不愿为爱妥协，还是小
麦的日渐世故，愿意接受爱人变亲人的
婚姻生活，影片对此都不做评价，于是，
我们在爱情的丧失中同样看到了情感
与自我成长这一带有终极意味的深刻
问题。原来，某个阶段爱情中的精神契
合并不会固化个体的自我探索，曾经同
步的恋人依然可以享有不同人生观，一
方面“恋爱中的主体，有潜能冲出‘理
智’的总体性框束，将自身拽出周而复
始的日常状态，而进入一种语言形容不
出、然而极度激烈的存在性向度中”，另
一方面爱情的丧失，又提供了再一次自
我审视的机会，原先饱有孤独感和丧失
感的自我主体，在他人提供的爱情幻觉
破灭之时，主体终于获得实质性的转型
或曰成长，进而更加独立、自足。

影片结尾回到两人偶遇之后，曾经
的恋人表面不动声色，内心依旧彼此牵
挂，并未释怀。恋爱前的小麦，把自己
被谷歌地图无意拍到的街景照片视为
人生的第一次奇迹，结尾处的小麦搜
索曾经的面包店，看到自己和小绢的照
片惊呼遇到第二次奇迹。也许，他们的
故事还有后续，谁知道呢，爱情就是这
样不可理喻、布满现实泥淖又永有明月
高悬。而我们，在好的爱情电影中看到
爱情，看到理想，看到自己，看到现实，
也于时间的流逝和情感的得失中看到
永恒。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副研究员）

在时间流逝和情感得失中看到永恒
——评电影《花束般的恋爱》

刘春

▲ 坂元裕二最新大银幕编剧作品《花束般的恋爱》延续了他对于爱情的一贯思考

悬疑剧《江

照黎明》对于女

性角色的塑造，

为观众提供了很

有价值的视角。

上图为剧中马思

纯饰演的李晓楠

与白客饰演的王

诚之间充满温情

的互相伸手，左

图为李晓楠与赵

淑珍饰演的奶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