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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不惊”的言情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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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瑶身上的标签
或许是时候撕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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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改编自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滕肖

澜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心居》正在播

出。该剧以“买房”为切入点，从四世同

堂的上海人家，引出丰富的线索和众多

的人物，衍生至社会多层面，为观众展开

了具有时代温度和人间烟火的上海生活

画卷。《心居》从市民的小日子，品出城

市生活的大味道，从心心念念的买房，

推动剧情发展，探索人性和世情变化：

融入上海、婚姻维护、情感追求、职场发

展、个人成长、吾心安居……引发着观

众追剧时的思索。

通过作家和评论家的对话，让观众

更了解作家从小说到剧本，创作家庭情

感大剧《心居》的过程和观剧体验。作家

对上海的深厚感情成为她的创作动力，

讲述每个人都在艰难而又孜孜不倦地活

着的故事中，反映出上海人的“坚韧”和

“通达”。

王雪瑛：看到自己虚构的小说，变成
具象可感的电视剧，看到自己笔下的顾

家一家人活跃在屏幕上，内心是怎样的

感受？“他们”是你心目中的“他们”吗？

《心居》让观众看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上

海人；折腾半辈子好不容易才回来的老

上海人；为了留在这片土地而不断努力

播洒汗水的新上海人。不同的“上海人”

共同酿出了今天的“上海味道”。目前

上海正处于全力抗疫进行时，《心居》的

热播，让我感受到了上海有力的心跳，想

起了你在创作谈中的话：“上海，作为我

笔下常驻的城市，对她始终怀有无比深

厚的感情。”观看《心居》中鲜活的上海生

活大戏，你对上海，上海人，上海的日子

有着很多感慨吗？

滕肖澜：《心居》是我写的第一部剧
本。新奇也忐忑。看着屏幕上熙熙攘攘

的上海早晨，我确实挺激动，心怦怦直

跳。之前没有看过成片，我也处在普通

观众的位置，但又不全是观众，毕竟内容

我是知道的，这感觉很奇妙。

《心居》拍得很有生活质感，这是滕

华涛导演所擅长的。开始便把一大家

子形形色色的人物展现在观众面前。

一些朋友给我发消息，“挺有上海味

道”，这让我很开心。我对上海始终怀有

深厚的感情，刻画上海，刻画上海人，是

我写这部作品的初衷。我希望《心居》，

能让读者和观众看到上海人是怎么过日

子的。上海人不会是完美的，会有这样

那样的问题，会闹矛盾。过日子不可能

一帆风顺，尤其是在文艺作品里，会把这

些矛盾冲突放大。但我希望，矛盾都不

是故意为之，而是从人物各自的角度，自

然生发出来的。必须在戏剧冲突和人物

真实性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让大家觉得

好看，又能感受到作品是可信的，人物是

现实中可以想见的，说的是“人”话，做的

是“人”事，这点很重要。人生不易，或许

是看《心居》后，给人的直观印象。我更

希望大家在感慨“人生不易”时，更珍惜

当下，珍惜眼前人。即使身处逆境，依然

对人生抱有希望。一如我们此刻全民抗

疫的城市，虽然很不容易，但终有春暖花

开的时候。

王雪瑛：《心居》剧本创作与小说创
作相比，有什么新鲜的创作体验？让你

感到棘手的是什么，最有成就感的是什

么？何时有了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滕肖澜：《心居》小说完成于2019年
7月。剧本创作是从2019年年底开始，

写了一年半。第一次写剧本，确实有挑

战。网上有人调侃，原著作者是“亲娘”，

编剧是“后妈”。我既是“亲娘”又是“后

妈”，有时候舍不得，有时候又不得不下

狠手。因为小说和剧本毕竟是两种不同

的艺术形式。亲娘不怕别人背后骂，自

己生的孩子怎么着都行，后妈则相对谨

慎，瞻前顾后。小说可以娓娓道来，比较

任性随意，而剧本则要在短时间内抓住

观众，考虑得会更多。

我是一个愿意尝试新事物的人，写

惯了小说，也想试试剧本的创作。剧本

创作过程总体还比较顺利。导演、制片

和策划等整个主创团队都非常专业，效

率也很高，每次稿子交过去，很快就有反

馈，给的都是很具体的意见，即便是需要

修改，也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会帮我一

起想细节和桥段，重新架构。给了我这

个“新人”很多帮助。我很感激他们，尤

其是滕华涛导演，他是能快速引导编剧

进入状态、找到感觉的导演。万事开头

难，剧本前五集的改动次数最多。前后

差不多写了六七稿吧，到后面就慢慢顺

畅了，改得也相对少了。

王雪瑛：《心居》从房子的“面子”，探
入上海市民生活的“里子”，实打实地拍

出家庭生活的镜像。四世同堂的顾家老

少都重视周末的家庭聚会。各家生活近

况与各类消息的发布，大家庭内大事小

事的商量与解决，出场的人物都有自己

的“小心思”，但“家”还是有着包容和向

心力的，真实地透出上海人居家过日子

的苦乐兼具的味道。电视剧中这些活色

生香的生活场景演绎着你对“家”、“心

居”与“房子”之间关系与内涵的理解？

滕肖澜：《心居》是以房子为切入点，
写形形色色的人物，反映当下上海各阶

层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以及背后折射出

的价值观的变化。“居”是面子，“心”是里

子。“心”放在“居”前，更多的是写人们心

灵的居所，而不仅仅是肉身上的安置。

房子是上海人绕不过去的话题。但

《心居》更关注的是人性和世情的变化。

书写的是当下，也包括对逝去时光的回

顾和梳理，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展望。

城市里的人们，不管是老上海人还是新

上海人，都在艰难但又津津有味地生活

着、努力着。家是小家，日子也是小日

子，但只要用“心”，就能过出大情怀。

王雪瑛：《心居》采用双女主设定，剧
集以交叉蒙太奇的手法，对比展现了姑

嫂一天的生活节奏；顾清俞是上海土生

土长，事业有成的女强人；冯晓琴是新上

海人，是上海人家的外来媳妇，她们是80

后同代人，她们的关系是小说叙述的重

点，也是剧情发展的动力。从小说到电

视剧的创作中，你更强化了她们之间的

戏剧性张力？你认为两位演员演出了人

物丰富的层次吗？

滕肖澜：《心居》讲述了两位女性的
成长。剧集以“姑嫂斗法”展开，你来我

往、见招拆招。眉里眼里，或明或暗。这

是两位充满生命力的女性。虽然身份、

境遇大相径庭，但她们都是思路清楚、行

动力十足，上海话叫“夹人头”（厉害角

色）。所以剧集开始就有点“钉头碰铁

头”“火星撞地球”的感觉。随着故事展

开，脉络拉长，人物自然而然会变得更立

体、更复杂。她们绝非一般意义上那种

市井的“姑嫂大战”，她们的矛盾不仅是

出于地域门户的偏见，更多的是两人在

价值观和关注点上的不同。她们随后各

自所经历的一系列事情，是“人”在自我

认知和成长中必须经历的过程。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复杂的综合体，

不是非黑即白。最终姑嫂俩达成了“和

解”，其实也是理解，“我不能完全原谅

你，但我却慢慢懂你了。”与对方和解，也

是与自己和解。这也是城市中人与人相

处最终能达成和谐的一个密码：保持友

好的距离，“将心比心”。

姑嫂身份性格完全不同，冯晓琴比

较接地气，而顾清俞十分高冷；冯晓琴可

以放得很开，而顾清俞必须“端着”。两

位演员在诠释角色的时候，方式风格也

不同，她们都演得很好，分寸拿捏准确，

把握住了角色。

王雪瑛：文艺作品所展示的生活情
境与观众所经历的生活形成呼应，作品

里的人物就如同我们的身边人，抬头不

见低头见，如《装台》中的顺子，《山海情》

中的得宝、得福，《人世间》中的周家兄妹

等，这些作品很接地气，引发观众的内心

共鸣。从《城中之城》到《心居》，你钟情

于叙写上海的故事，城市的日常生活，从

人物在时代中的境遇，自我成长的情节

形成小说丰富的社会信息与活跃的生活

肌理。《心居》以“买房”直面上海人的生

活，叩问现代人的心灵，电视剧开播以

来，形成话题冲上热搜，从自己的创作实

践中，你是如何理解“接地气”，如何锤炼

写实的能力，如何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呈

现时代情绪和百姓生活？要讲好现实题

材故事不易，又的确是讲好中国故事的

“必修课”。

滕肖澜：“接地气”在文艺作品里，其
实挺难把握分寸。作品里的生活再怎么

接地气，其实也与真实的生活不一样。

我们现在说“现实主义”，不是照搬“现

实”，而是作者经过自己的诠释，让作品

中呈现的“生活”，被绝大多数受众认可，

觉得这是真实可信的。如“裸妆”是化妆

的最高境界，化了像没化一样，但“裸妆”

和素面朝天绝对不同。我觉得，作者笔

下接地气的生活，理想状态应类似于“裸

妆”，不着痕迹地，略去人人皆知的那部

分，而把人与人相处的一些微妙的、真实

存在却又容易被忽略的东西凸显出来。

王雪瑛：《心居》呈现在变化发展的
的都市里，人物在追梦路上的艰辛，寻找

吾心安处的过程，没有刻意营造温暖，没

有美化主人公，也没有用滤镜来提纯亲

情，不是以浪漫和唯美来包装人生真相，

而是敢于触摸生活中的意外，人生中的缺

憾，你写下的“每个人都在艰难而又孜孜

不倦地活着”的故事中，是不是蕴含着上

海人的“坚韧”与“通达”？有观众评价《心

居》引人入胜的是“精明却不失温热的沪

上烟火”，你如何理解文学的力量在于直

面真实，文学的魅力又在于抚慰人心？

滕肖澜：《心居》不是一部传统意义
上的大团圆结局的作品。你说得很对，

我确实想从这个故事里，反映出上海人

的“坚韧”和“通达”。活着不易，所以必

须“坚韧”，一番风雨，才能直至“通达”。

文艺作品肯定会写到苦难、矛盾、冲

突，如果把作者创作时的表情画成表情

包，他（她）应该是蹙着眉头，一声叹息，

怀着深深的悲悯，即便是笑也是带着泪，

而不是眉飞色舞、津津乐道。同时还要

憋着劲，笔头松一松，紧一紧，出来的效

果就完全不同。狗血与动人，有时候只

是一步之遥，比如写一场动人的爱情，之

前要有无数个细节的铺垫，读者或观众

感受到的浪漫气息，都是作者作了无数

理性的工夫和准备：含而不露，你进我

退，欲说还休，百转千回……每一步都卡

在那个点上。没有硬噱头，每一句话都

是恋人间可以想见的对话，场景也是生

活中的场景，看似日常和平淡，拼在一

起，就是说不出的贴切。狗血可能只需

要一个动作，而动人则是一个过程。作

者有义务写出这个过程，哪怕再难也要

写。把这世界的美和爱展现给世人，让

人们始终对生活心存善念，怀有慈悲，抱

有希望。

盘点近期，几部原本被看好的都市
剧都出现了收视热度与口碑的“倒
悬”。中年情感剧《今生有你》除荧屏情
侣时隔多年再合作外少了亮点；打着
“悬疑”标签聚焦女性生活困境的《江照
黎明》高开低走；紧接着围绕全职育儿
的《我们的婚姻》尽管集结优质演员、踩
中现实“痛点”，却刚摸着“及格线”；《相
逢时节》更是因高密度的“狗血”情节，
直接被网友吐槽为“正午阳光的失
手”。究其根本，会发现这些剧似乎都
陷入了收视热度KPI压力下的“热搜
（网络话题）焦虑症”。

诚然，主创、平台惯于把话题当作
炮制宣传热点、收视率爆点，而将其直
接转化为戏剧冲突、台词进行粗暴拼贴
和滥用，则过犹不及。这样一来，不仅

没能实现社会议题的深度讨论，更折损
了文艺作品的美感与观赏性，徒留给观
众“为爆而爆”、空洞喊话的糟糕印象。

网 络 有 一 个 流 行 说 法 叫 做“ 叠
buff”。这个词从游戏术语衍生而
来。“buff”即增强自身能力的“魔法”
或“效果”，“叠buff”即通过叠加特技
来实现对对手的伤害加成。在当下现
实题材的创作语境里，“话题”似乎成为
了主创眼中那个事半功倍的“buff”。
相比于围绕一个主题、一个事件的不断
深挖和细腻勾画，更看重汇集当下所有
热点话题的拼盘式故事汇——也就是
通过叠加话题的“buff”，来给观众带
来持续而密集的观赏刺激，使得观众欲
罢不能，并通过话题设置，进而始终能
够停留在社交平台的热搜之上。

是聚焦热点话题错了吗？当然不
是。紧扣热点原本是现实题材的本
分。集聚众多话题元素令每个角色都
摆脱了“工具人”属性，其个性与形象都
更加丰满；但如果是不顾主题、不顾社
会现实、不顾文艺作品美感地一味添
加，那么不但每一个话题无法得到深入
探讨，更是影响观众欣赏。正如偶像恋
爱剧撒糖多了齁得慌，负面、狗血情节
浓度过高同样会起反作用。

比如《江照黎明》的编剧自言该剧
是“写给女性们的告白信”，可这封“告
白信”却只见悲情绝望，不见温暖告
白。剧中，女性配角余虹不仅是主线中
歇斯底里的“第三者”，同时还负责展现
“重男轻女”原生家庭对女性造成的创
伤；女主角母亲既是丈夫早亡、女儿惨

死反被污名化的“受害者”，又是诱导
女儿接受不幸福婚姻的间接“加害
者”。最离谱的还是女主角。其丈夫集
家暴、出轨、赌博，乃至杀妻骗保等问题
于一身，杀妻手段更是汇集近两年社会
案件中的各种要素。“热搜焦虑症”影响
下，主创似乎只顾着渲染压抑窒息的氛
围，全然没有给出有力的反思与温情的
关怀。

再比如《我们的婚姻》，其底色倒是
转化为轻喜剧，使得观剧体验轻松不
少。可主创的“热搜焦虑症”则再一次
阻碍了“倡导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育儿责
任”这一主题的传递。相比于《江照黎
明》将话题作为戏剧冲突的高浓度调
配，《我们的婚姻》更加偷懒，其直接将
网络热点话题讨论作为台词粗暴呈

现。观众看到的，不再是生活中夫妻友
人间的日常对话，而是围绕男女家庭分
工的辩论拉力赛。主创自以为能够引
爆舆论的“女性自强宣言”，不过是照搬
热搜话题下的“高赞评论”，是众多网友
智慧的结晶。置于电视剧语境下，或许
能换得弹幕一句“干得漂亮”的即时爽
感。可稍微仔细回味，就会发现编剧
“热搜焦虑症”下的偷懒和狡猾——剧
本创作沦为网络热评的拼贴展览。
“话题焦虑症”归根结底是“收视率

焦虑症”，是“流量焦虑症”。这份“焦
虑”并非关切社会现实的责任感与紧迫
感，反而处处透露着猛戳大众“痛点”换
取经济收益的投机与算计。可面对当
下国产剧现实题材比例、品质大幅提
升，接连出现《对手》《开端》《人世间》众

多“优等生”的这一趋势，主创与制播平
台就应清醒认识到，在好剧的滋养下，
国内观众审美水平逐步提升，因而对瑕
疵短板更为敏感。

单凭小聪明“叠话题buff”即便短
时奏效，也极度透支观众好感信任，迟
早会被淘汰。要知道，深入生活、紧贴
现实，绝不是趴在电脑桌前搜刮热搜话
题。要知道，要实现对话题深刻体察与
价值引领，绝不是靠那些抽象成戏剧符
号的随性拼贴，以及角色站在道德文明
制高点的发泄式宣言就能完成的。那
些长不过十几字的热搜话题背后，不是
流量的狂欢，其凝结着的，是万千家庭
的酸甜苦辣；那些高赞热评的字里行
间，不是狗血奇情，其郑重记录的，是每
一个个体努力生活的鲜活印记。

国产剧为何频频陷入“热搜焦虑症”？
黄启哲

有时代温度和人间烟火的上海生活画卷
——关于电视剧《心居》的对话

对话嘉宾 滕肖澜（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小说《心居》作者）王雪瑛（本报记者）

在戏剧冲突和人物
真实性中找到平衡点

市民小日子如何
用“心”过出大情怀

狗血只需一个动作
而动人是一个过程

▲改编自滕肖澜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心居》为观众展开了具有时代温度和人间烟火的上海生活画卷 图为《心居》书影和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