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别再伪造她们的婚恋焦虑
张祯希

近来， 民谣歌手赵雷一直是话题

不断 ， 包括一首 《30 岁的女人 》 惹

怒了不少女性。 “她是个 30 岁至今

还没有结婚的女人， 她笑脸中眼旁已

有几道波纹 ， 30 岁了光芒和激情已

被岁月打磨……” 30 岁就没有了光

芒和激情？ 没结婚就很惨？ 这样一首

充满 “怜悯之情” 的歌， 让不少女听

众 “听不下去”。
《30 岁的女人 》 歌词中充斥了

一种对女性外貌与年龄的 “成 见 ”：
“她是个 30 岁 身 材 还 没 有 走 形 的 女

人， 这样的女人可否留有当年的一丝

清纯， 可是这个世界有时候外表决定

一切 ， 可再灿 烂 的 容 貌 都 扛 不 住 衰

老 ” ———听 ， 不 管 你 多 聪 明 、 多 能

干 、 多优秀 ， 作 为 一 个 女 性 ， 一 个

“老” 字就能彻底将你打倒， 因为这

意味着你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迅速贬

值。 这真是让人大跌眼镜的三观： 难

道在 21 世纪女性的最佳自我实现途

径依旧是靠外 貌 取 悦 男 性 与 生 育 后

代？ 难道能不能把自己嫁出去， 仍然

是当代女性的头等焦虑？
与之相似还有近期一首名为 《还

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 的歌曲。 歌

曲中， “长得好看” 成为女生在情感

市场上的 “通关密钥”， 而男生拒绝

你的原因， 被简单粗暴地归纳为 “还
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 极端的歌

词 ， 如果不是 出 于 对 “颜 值 至 上 主

义” 的嘲讽， 就是对正常恋爱的男女

构成心智上的双重冒犯。 尽管人们已

经习惯一些歌曲在 “骂声” 中走红，
但歌词所表现出的低眼界、 窄格局还

是让人咋舌 。 拜托 ， 30 岁未婚的女

人真的如歌中所唱的那般焦虑、 需要

赵雷们的同情吗？！ 真实情况是， 结

婚抑或保持单身现在已成为都市女子

的自主选择， 即便是单身， 也有自己

的工作， 有自己充实的生活， 在进步

平等开放的社会环境中， 女性完全可

以活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快乐。
同样是聚焦单身女性的生活， 李

宗盛在 《给所有单身女子》 中写到：
“除了爱情还有许多， 能填满你的寂

寞……爱 的 习 题 ， 你 自 己 会 做 ， 你

不必别人在旁边啰嗦， 等你高兴了，
再说。” 两者相较， 高下立判。 女性

真正需要的 ， 不 是 一 种 被 伪 造 的 焦

虑， 更不是同情与怜悯， 而是平等与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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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屏呼唤现实题材，
更呼唤现实主义的观照

中国电视剧导演上海论坛上，郑晓龙直言：不是穿着现代服装就叫现实主义

“什么是现实主义电视剧”“现实题

材的片子未必有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

魅力能否兑换成观众口碑” …… 昨天，
2017 中国电视剧导演———上海论坛在

沪举办， 与会的 14 位中国导演中有 11
人轮番发言。 包括郑晓龙、康洪雷、阎建

钢等，共有 8 位导演提到了“现实主义”
这个话题。类似的话说八遍，一方面这确

实折射出中国电视剧创作的大势所趋；
而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 精品的现实主

义电视剧依旧是稀缺品。
正如郑晓龙提出的，“不是所有穿着

现代服装的剧就叫现实主义”，荧屏呼唤

现实题材， 更呼唤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

内涵观照。

不以服装论现实

论坛一开始， 郑晓龙就抛出了一道

设问———什么是现实主义？ 是穿着西装

过悬浮的生活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
为“悬浮的剧情里没有人性的光彩”。

然而， 如今的电视荧屏， 仍有部分

“伪现实主义”以次充好。 有些是霸道总

裁与傻白甜换着时装玩失忆的 偶 像 闹

剧， 有些是特定身份下爱得死去活来的

都市情感剧。这些一度热播的剧集，虽穿

着与你我并无二致，但服饰之外，无论是

反映社会进步，还是挖掘人性光芒，都被

“洒狗血”的爱恋稀释至极。
相对地， 那些主角不穿当代服饰的

电视剧， 却未必不能打通当下观众的心

灵。 都晓导演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数

据：“不久前在玄幻剧 《三生三世十里桃

花》和古装剧《大唐荣耀》的双重夹击下，
有一部电视剧连续 15 天收视第一，它就

是央视八套播出的 《青年霍元甲之冲出

江湖》。”都晓认为，一部讲述“精武精神”
的剧集之所以能吸引今天的观众， 只因

霍元甲这位民族英雄身上所彰显的向上

精神，符合当代人对于理想、信仰和竞争

精神的内在需求。
可见，现实题材固然可贵，但我们还

应该善于在剧情中挖掘现实主 义 的 光

芒，在人物身上找到今天可仿效、弘扬的

美德，这才是赢得观众缘的根本。阎建钢

说：“我们需要的现实主义， 不凭服装来

判断， 而应该思考怎样挖掘出当下的昂

扬与艰辛。 ”

不以市场作标尺

应该说， 是郑晓龙在昨天的论坛上

拉开了探讨现实主义创作的大幕。 但值

得玩味的是，他近些年的作品《甄嬛传》
《红高粱》《芈月传》没有一部能算现实题

材。虽说他的古装剧或年代剧里，依然能

找到与今天观众对话的思想， 但一位曾

以 《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

约》等剧扎根现实主义创作的导演，如今

调转方向，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对此，曾拍摄过《宰相刘罗锅》《咱爸

咱妈》 等热播剧的韩刚导演有番话或可

视为注解。 他透露，当年在拍摄《咱爸咱

妈》时，他敢冲着前来签约购剧的电视台

工作人员说“保证能得奖，而且是金鹰奖

或飞天奖”， 结果剧集播出后承诺兑现。
“因为精品意识贯穿创作的始终，从剧本

到演员、后期，几乎每一道工序都在做加

法。 ”但今天的韩刚，再也不敢对任何买

家许诺。 在他看来，“当市场成为衡量电

视剧优劣的一道标尺， 也许每个环节都

有可能为了赚钱而做出妥协”。
拍摄过 《激情燃烧的岁月》《士兵突

击》的导演康洪雷提问自己身处的行业：
“我们能不能拒绝被商业掠夺？ ”他不无

惋惜地提到，“早些年中国电视剧的水准

局限于机械、设备，而现在，束缚我们的

是资本冲击。 再优秀的导演、编剧，也有

面对商业掠夺而无可奈何的时候”。康洪

雷以一位知名编剧举例，“所有人都知道

这位编剧老师出手不凡， 于是几百家影

视企业踏破了门槛求剧本。 可编剧一双

手、一次人生，他有多少储备、多少精力，
能应付批量化的剧本生产？终于，我们非

常‘善良’地把一位优秀编剧给抹杀了。”
如此多导演焦虑， 或许印证了中国

电视剧的一块重要缺失———现实主义题

材，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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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不难懂，只要你肯走进来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2017年演出季剧目揭晓

2017 年初春 ， 乍暖还寒 ， 申城

文化新地标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全新演

出季已经蓄势待发。 记者昨天获悉，
演出季上半年排定的 10 部剧目中有

7 部已经开票 。 自去年 10 月正式建

成启用后， 舞蹈中心这座 “水晶宫”
已经累计为观众呈现了 52 场风格各

异的演出， 举办教学公益活动 11 场，
接待观众 47000 余人次。

舞蹈中心剧场总经理张博文告诉

记者： “剧场是半成品， 有了作品的

剧场依然是半成品， 只有当观众走进

来， 才是成品。” 张博文说， 依托舞

蹈中心这个平台， 剧场在策划新的演

出季时， 脑袋里蹦出的第一个想法就

是 “如何让观众走进来”。
“选择好质感的演出项目， 关注

有戏剧性的作品， 回应那些尝试表达

的艺术家， 给无法归类的艺术品一个

舞台……” 张博文说 ， 2017 年整年

的演出季， 都致力于改变普通观众对

舞蹈 “很难懂” 的刻板印象， 致力于

把舞蹈中心打造成市民走进剧场欣赏

舞蹈的始发站。

经典舞蹈、原创舞剧依
然叫好叫座

从目前公布的演出季目录上， 不

难看出 2017 年上半年， 舞蹈中心的

演 出 集 中 在 一 些 经 典 舞 蹈 作 品 的 呈

现———除 了 颂 扬 环 保 母 题 的 《朱 鹮 》
《野斑马》， 常演不衰的经典 《天鹅湖》
《吉赛尔》， 历史题材的新型舞剧 《春江

花月夜： 赛珍珠》 《天边的红云》， 曾

在去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亮相的来

自云南的原创民族舞剧 《诺玛阿美》 尤

其受到瞩目。
“《诺玛阿美》 吸引人的地方在于

不复述历史 ， 不寻求模式化的 英 雄 人

物。 而是立足迁徙史诗的角度， 关注身

处其中的人物命运， 凝炼出勤劳坚韧、
永不止步的哈尼人形象。” 总导演王舸

说， “很多人以为我们会编风情舞蹈轻

歌曼舞， 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做的是一个

非常壮烈的民族迁徙史， 通过这个迁徙

看到中华民族对生存的追求———《诺玛

阿美》就是他们的心灵家园。 ”为了表现

出“史诗感”，舞剧最后设计的舞蹈语言，
融合了歌、舞、礼、乐、诗等表现形式，内

容涵盖哈尼原始的祭祀仪式 、 四 季 生

产、 风情独特的节日活动歌舞。
去年， 《诺玛阿美》 在美琪大戏院

连演两场， 其丰沛的艺术语言和舞台呈

现， 在当时就惊艳了许多观众。 今年 4
月 21 日-22 日这部舞剧将在上海国际

舞蹈中心剧场再度上演。

“节目质感一定要放在首位”

“负责剧场节目策划的项目组有两

个共识： 改变舞蹈在观众记忆中的刻板

印象； 哪怕不赚钱也要选择好质感的

作品”，张博文说，今年下半年的演出

季策划将是近 一 年 厚 积 薄 发 的 发 力

点， 也是高品质节目的集中呈现。 同

时，依托舞蹈中心这个平台，让更多中

国的青年舞蹈家、作品得以发声。
7-8 月亲子演出季里， 童心童趣

贯穿始终 。 来 自 海 外 的 多 部 演 出 将

为不同年龄段 的 孩 子 度 身 定 制 ， 观

演 人 群 甚 至 细 分 为 2-5 岁 、 6-11
岁。 来自意大利 T.P.O 剧团的 《魔毯

梦花园》， 让每个孩子都可以坐在第

一 排 “浸 没 式 ” 观 剧 ， 并加入了高

科技传感装置， 让孩子们通过所见所

感一起描绘一个独特的舞台。 立陶宛

艺术家带来的 《白色摇篮曲》， 用精

致优美的舞台， 为孩子们讲述一个梦

幻故事， 节目海报萌得让大人也童心

满溢。
9 月古风演出季， 会带来国内 4

位青年优秀舞蹈艺术家的作品。 包括

周莉亚 《yao》、 王亚彬 《青衣 》、 第

十八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青计划

邀 约 作 品 赵 小 刚 的 《西 游 》 、 赵 梁

《幻茶谜经》。
另外， 舞蹈中心剧场也在努力引

入一些国外的时尚作品， 同步世界最

新潮的 舞 蹈 艺 术 ， 如 11-12 月 即 将

上演的来自意 大 利 的 《歌 剧 蹦 碰 跳

（HOPERA）》 和来自英国的 《Rising》
（暂定名） 就将以前所未见的全新表

现形式带给观众惊喜。

表达现代舞语境下的生命力和创造性
蒙特利尔爵士芭蕾舞团今晚申城首秀

本报讯 （记 者周敏娴 ） 今 晚 ，
加拿大蒙特利尔爵士芭蕾舞团首度造

访上海， 在上海大剧院为观众呈现一

场爵士芭蕾， 同时也开启舞团在中国

内地长达一个月的巡演。 借着 《爱乐

之城》 的 “爵士歌舞风”， 演出大受

欢迎连加座票也全部售罄。
蒙特利尔有加拿大舞蹈之都的美

誉， 这里最受欢迎的舞团之一蒙特利

尔爵士芭蕾舞团曾在 66 个国家和地

区为 200 多万名观众带去 2000 多场演

出。 舞团将古典芭蕾式的审美与多种舞

蹈形式相结合， 使舞团在现代舞的语境

下有了更强的生命力和创造性。 蒙特利

尔爵士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路易·罗比塔

耶透露，今晚 14 位舞蹈家为上海观众特

别准备了 4 个舞蹈片段———《蒙娜丽莎》
《大都会》《偷心》《爱的阳台》。 其中，《偷
心》由担纲奥斯卡获奖影片《黑天鹅》编

舞、法国舞蹈家本杰明·米勒皮耶，为蒙

特利尔爵士芭 蕾 舞 团 首 席 明 星 赛 琳

娜·佳索妮度身打造， 作品长达 18 分

钟， 在当代舞中实属少见； 而另一部

作品 《大都会》 展现的则是大城市所

蕴藏的能量， 也映射出舞团对上海这

座城市的感受。 已是第二次来到上海

的罗比塔耶说： “关于现代舞， 观众

们只需要有一颗开放的心， 时刻保持

好奇并积极感受， 感受舞蹈带来的愉

悦、 能量和启迪。”

中乌儿童作画
致敬艺术大师

本报讯 （记者范昕 ）3
月同为乌克兰诗人、作家、艺
术家塔拉斯·舍普琴科与中

国艺术大师刘海粟的诞辰月

份。一场名为“色粉画中的诗

与艺术” 的艺术体验日前在

刘海粟美术馆举办。 30 位来

自乌克兰与中国的儿童席地

而坐，铺开画纸，以浪漫柔美

的色粉画分别临摹舍普琴科

与刘海粟的经典名作 《卡特

琳娜》与《披狐皮的女孩》，描
绘故乡家国的情致， 也近距

离感受大师的艺术魅力。
右图为小朋友在 “色粉

画中的诗与艺术” 的艺术体

验活动现场作画。 (馆方供图）

加拿大蒙特利尔爵士芭蕾舞团曾在 66 个国家和地区为 200 多万名观众带去 2000 多场演出。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