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多少都市女性剧放大了爱情的“局部胜利”
一种关注

荨1998 年出品的

美剧《欲望都市》，以纽

约现代职业女性的生

活故事为题材， 一般被

认为是都市女性剧的起

点和标杆。 图为《欲望都

市》剧照。
（本版图片均为资

料图片）

荩 《欢乐

颂 2》里 ，五美

的戏份比例明

显失调， 安迪

与小包总的戏

份多到把 “欢
乐颂” 变成了

“包安颂”。 图

为 《欢乐颂 2》
剧照。

尽管遭受了不少批评和质疑，收官后

的《欢乐颂 2》还是让观众觉得意犹未尽。
因为这样的本土都市女性电视剧

太少了。
在有限的电视剧历史中，专门反映

都市女性题材的电视剧一直较为稀缺。
而说到此类电视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就是美国 HBO 电视 台 在 1998 年 出 品

的《欲望都市》。 这部以纽约现代职业女

性的生活故事为题材的电视剧，一般被

认为是都市女性剧的起点和标杆。 在那

之后，《绝望主妇》《绯闻女孩 》《破产女

孩》等，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诞生一

部女性群像为主体的美剧，吸引大家的

目光。 日本也紧跟其后，拍摄了《东京爱

情故事》《女王的教室》《四谎记》等反映

女性在都市中生存成长经历的电视剧，
去年的《东京女子图鉴 》更是获得了丰

厚的收视率。
都市女性剧的产生， 跟大型城市的

兴起、现代技术的日益发达、女性受教育

程度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关系。 而世界范

围内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 也不断给身

在都市的现代女性以各种思想启蒙和启

迪，她们开始渴望人格的独立，灵魂的完

整， 异乡人在陌生环境中打拼的孤独与

寂寞又迫使她们有交流和抱团的需要。
一系列都市女子群像在此类电视剧中站

立起来，熠熠生辉。
《东京女子图鉴》的编剧黑泽久子在

访谈中曾经说，“我就是想写一位充满欲

望而坚韧的浪漫女孩”。这句话可以为所

有的现代都市女性剧做一个注解。 在此

类的电视剧里， 女性不是作为男性社会

里的附庸者而存在，她们是独立的主体，
为了个人的理想、 希望和幸福感去不断

追逐，碰壁也好、收获也罢，她们在迷茫

而艰难的大都市中经历着自己的人生。
所谓的社会问题， 是被包裹在女性自身

成长的柔软和坚韧里的， 一般电视剧中

常见的情节和桥段在这样的电视剧中没

有，或者是仅仅作为背景而存在，这样的

电视剧注重的是女性作为世界上的 “另
一半“的精神内核。男女情爱、家庭矛盾，
都成为浮云一样的存在， 女主角们更看

重自己的自由、自立、自省，看重自身的

精神追求和灵魂满足。
顺应这样一股潮流， 国内也陆续涌

现出了一批此类电视剧。 比如 《粉红女

郎》和《好想好想谈恋爱》。 在《欢乐颂》中
扮演”樊胜美“的蒋欣，在 2013 年就已经

和张歆艺、童瑶组过《新闺蜜时代》，只不

过那次的打拼都市是北京。
这些剧集有的曾红极一时， 有的被

时间埋没了，但核心是相同的，就是坚定

地做好女人， 做好在光怪陆离的大都市

中奋斗的女人，活得潇洒、活得漂亮，活

成生活的主人。 《欢乐颂》系列就是集大

成者，话题性、观赏性都不缺，所以能够

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引起重视、 吸引眼

球， 在第一部之后又以最快速度地推出

了第二部。
作为女性题材剧，《欢乐颂 2》 的焦

点，是在时间的累积里，以“五美”为代表

的都市女性如何迅速自我成长， 完成自

己价值定位。 这是一个文化现象，也是女

性成长的一个值得研究的范本， 该剧因

此有其可圈可点之处。
我们看到了都市女性自我成长成

熟的过程，看到了她们的独立主体意识

逐渐觉醒。
五个女性在第二部里都“浴血”在自

己的情爱世界中，通过和异性的相处，意
识到自己是自己的主宰， 自我才是一个

独立的主体，才是所谓幸福的来源。 应该

说， 都市女性面对爱情时最关键的一环

就是自信独立，不妄自菲薄。 这里很想说

说里面的邱莹莹， 人物的转折让观者欢

欣鼓舞。 《欢乐颂 2》开播起初，引起大量

讨伐争论的竟是一个沉年旧梗： 处女情

结。 这样的桥段，不免让人感叹。 邱莹莹

因为分手之后还和前男友黏黏糊糊，被

打断了一条腿后倒是生出一股独立思考

的勇气来。 伤的是身体，也是心，她重新

厘清自己的心灵需要， 果敢地面对应勤

之母：“你欠我一个道歉， 我没有做错任

何事情。 ” 思维的可能性决定行动的可

能性， 那个因为爱情而愿意牺牲一切的

愚蠢的邱莹莹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认

清自己的爱情之源， 把自己当作爱情的

主体努力理性争取的独立女性。
同时，《欢乐颂 2》展开的，是都市女

性在高楼林立的 “男性社会 ”认清自己

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担当，在爱情、友情、
亲情的包围中前进的画卷。 身处繁华都

市，面临过度的能量冲击 ，人们需要调

动自己的全副神经来应对刺激和压迫

感。 “五美”要争得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当然心理上会出现各种变化，甚至这种

变化就是扭曲的。 她们不是真空鲜花，
她们要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成长，她们

面对亲情 、爱情的处理方式 ，恰恰折射

出她们自身的前进轨迹。 第二部里，编

剧把五个点铺排辐射开来，五个女性的

家庭和社会关系等等，不再作为她们的

背景而存在，而是彻底进入了她们的生

活，一点点交代，一点点揭底，告诉观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角色气质，她们的各

种外在气质也都是她们所处位置的外

化。 第一部里泯然众人的“乖乖女”关雎

尔， 在第二部中性格有了极大的颠覆，
借由摇滚歌手这样的契机，实现了叛逆

和对抗，开始有了自己对自己事情负责

的担当。 也是在这样的自我担当中，发

掘出潜在价值，取得自我认同。
女性改变命运的方式是自我，而不

是依靠依赖他者———这也是 22 楼五美

在第二部里实现的成长。 在第一部里，
除了海归的安迪，其他四位女性都不同

程度地依靠他者 ， 或者企图想依靠他

者。 “钓个金龟婿”曾经是以樊胜美为代

表的女性的期待，她们渴望由男性来带

领自己改变生活的困境。然而，在第二部

中， 樊胜美终于实现了自己和家人的剥

离、 和 “救命稻草” 王柏川的分离， 她

领悟到只有自己欣赏自己、 自己依靠自

己， 才能真正面对人生。 她们， 不是已

经跨过了 30 岁门槛的 “熟女”， 就是正

在往 30 走的轻熟女， “爬楼” 的过程

不仅仅是年龄的增长， 也是自我的逐步

觉醒和修正。 这时候的她们， 在面对命

运选择和困境的时候， 意识到逃避问题

已经不是办法， 只有面对和解决才是有

荆棘的坦途。
当然，从各方评论来看，《欢乐颂 2》

的口碑与剧组想打造的中国版《欲望都

市》的目标尚有距离。 其根本的原因，我
想在于编剧对真正都市女性的了解还

不够深刻。 现代女性的价值观和成就感

不是靠爱情的征服来垒就的，或者说爱

情只是局部的胜利罢了。 但这些不足并

没有影响到该剧的热播，这也从某种程

度说明了观众对于此类剧集的渴求。 当

今社会， 都市职业女性已经成为一个力

量不容小觑的群体。 这呼唤着我们创造

出更好的本土优秀都市女性题材剧，来

描绘她们的生活，塑造她们的形象，反映

她们的诉求， 特别是对于心灵丰富的期

待。 欢乐颂，颂在哪？ 颂在坚定自我的召

唤，独立灵魂的滋养。 近年来，国产影视

作品中反映农村女孩闯世界、 小镇女孩

迷惘青春的很多， 也分别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比如《青红》《少女哪吒》《七月与安

生》等，这些都是她们的真实写照，但是

关于现代都市女性生活的题材却比较稀

有。 我们能不能产生《东京女子图鉴》那
样的女性成长剧， 能不能把都市女性的

风景线树立起来？期待着《欢乐颂》以后，
能有更多的反映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成长

的视听文本让我们产生争鸣， 面对女性

的自尊自立产生更多的审美愉悦。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读
博士）

备受瞩目的《欢乐颂 2》刚刚收官，
不论是东方卫视和浙江卫视双台破 1
的收视率，还是上映首日 7.4 亿的网播

量，不论是时不时登上微博热搜榜引发

热议的剧中人物和主要情节，还是刷屏

朋友圈的剧中五美同款唇膏、 包包的榜

单，都在向我们强调这部续集的大火。但

是，相比《欢乐颂》高达 7.3 的豆瓣评分，
《欢乐颂 2》的豆瓣评分却只有 5.2，可见

大部分观众对这部续集并不满意。
记忆深刻的是，《欢乐颂》是在播出

伊始收视惨淡的情况下，凭藉精彩的故

事和演员出色的演技实现了逆袭；《欢

乐颂 2》却高开低走，心安理得地消费着

前剧的余热， 最终没能好好守住前剧打

下的江山。 两相对比，使得该剧成为一个

剖析国产“剧二代”现象的绝佳案例。
“剧 N 代”的生产模式，源自影视

产业高度发达的美国，许多我们熟悉的

美剧都采用了这种模式。 2004 年开播

的《豪斯医生》于 2011 年收官时共播出

了 8 季；2007 年开播的 《生活大爆炸》
在今年 5 月以谢耳朵向艾米求婚结穴，
为第 10 季划上了完满的句号；《实习医

生格蕾》目前已播至 13 季，且其制作方

ABC 电视台已宣布继续制作第 14 季，
该剧也因此成为 ABC 历史上最长寿的

连续剧之一；《权利的游戏》 自 2011 年

开播以来已播出 6 季，每季的豆瓣评分

都在 9 以上，IMDb 综合评分 9.5。
国内影视界从中受到启发， 近年来，

荧屏上的国产“剧 N 代”也越来越多。它们

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由前剧的原班人马

出演，延续前剧故事的“第二部”，比如《欢
乐颂》系列；二是由原来的制作班底打造

的同类型的“姐妹篇”，比如《美人心计》与
《美人天下》。 但如果我们把 2011 年以来

播出的几部影响力相对较大的国产“剧二

代”和各自的前剧在社交网站上的得分一

一对比的话， 就会发现它们的口碑均不

如前剧：《美人心计》7.6 分、《美人天下》
5.7 分，《步步惊心》8.1 分、《步步惊情》4.2
分，《欢乐颂》7.3 分、《欢乐颂 2》5.2 分。

国产“剧二代”得分不及前作，当然

是因为质量原因。但又是什么造成了国

产“剧二代”在质量上的滑坡呢？在我看

来，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电视剧播出过

程中缺少淘汰制。 所谓淘汰制，就是制

片方先制作几集试水，电视台也只先购

买几集试播，如观众反响不佳，就直接

砍掉不再拍摄。而那些通过了试播却在

后续播放时口碑欠佳的片子，第二季就

不会再有播出的机会。 比如 NBC 制作

的 《怪怪家庭》 试播集过后即被砍，而
ABC 出品的《再造淑女》第一季播出后

收视不佳便不再续订。这样的淘汰制既

降低了风险又促进了竞争，让制作方不

敢懈怠， 制作水准得到了强有力的保

障。我们的电视剧则大都由制作方一次

性拍摄完成，再卖给各家电视台一次性

播出。如果说“剧一代”一般是一步步靠

口碑赢得观众的，那么含着金汤匙出生

的“剧二代”往往从制作到播出都有知

名演员与团队、影响力巨大的播出平台

保驾护航，心理优越感明显，理所当然

地认为观众不会不买账，制作上就不思

进取甚至不走心。仍以《欢乐颂》系列为

例，在《欢乐颂》中，作为租户的樊胜美

平时从不舍得“打点”物业，故其父母被

势利眼的物业拦在楼外受冻；而在《欢

乐颂 2》中，樊的嫂子竟屡屡顺利上楼，
搅得 22 楼鸡犬不宁， 显然是编剧只图

自己制造剧情冲突方便而健忘地让物

业“弃恶从善”了。 更进一步说，在绞尽

脑汁地满足不同观众群体的观赏需求

上，《实习医生格蕾》以格蕾的实习生涯

为开端，除了女主角格蕾，其他实习生

的工作与爱情也都成为重要的剧情线

索，剧中大大小小的人物众多，但个个

形象丰满， 且各季之间衔接紧密合理，
情节各有侧重，有效规避了观众的审美

疲劳；而《欢乐颂 2》里，五美的戏份比例

明显失调， 安迪与小包总的戏份多到把

“欢乐颂”变成了“包安颂”，关关的戏份则

平均每集不超过五分钟， 难怪网友戏谑

她与谢童的故事基本“活在预告里”。
看到媒体报道，《欢乐颂》系列还将

推出第三部。 假如不认真反思总结《欢
乐颂 2》所存在的问题，依旧靠消费《欢

乐颂》 所积累的人气来维持热度的话，
《欢乐颂 3》的口碑如何可想而知。 推而

广之， 当今国产影视业体量巨大，“IP”
风盛行，很多类似《欢乐颂》的大“IP”如
《琅琊榜》、《后宫·如懿传》 等都有意做

成系列剧。 如何将国产系列剧做大做

强，让观众欣赏到更多与前剧口碑相当

的“剧二代”、“剧三代”，是我们应该认

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文创学院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文创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从电视剧 《欢乐颂 2》 说开去

王新鑫

“剧二代”
如何才能不打烂一手好牌？

———以 《欢乐颂 2》 与 《欢乐颂》 的口碑悬殊为例

郭 梅 冯 尤

研究古典文学的人， 不时会有一种

担心， 就是随着时代变迁、 历史语境的

变化， 古代作品中写到的内容， 与现代

读者产生了隔膜， 而其蕴含的深意， 也

就难以被现代读者所理解。
比如最近一位著名的古典诗词学者

在编一本给孩子的诗选集时， 没有收入

唐代诗人杜牧的名作 《过华清宫》 （其
一）， 虽然她也坦言很喜欢这篇作品， 但

同时认为，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

是荔枝来”， 这样颇具讽刺意味的描写，
只有在交通不发达、 运输不便捷的古代

社会中， 才能产生特别强烈的效果。 而

到了交通发达的现代语境中， 其中的讽

刺意蕴， 就会被大大弱化， 她甚至担心

这样的作品还能否被孩子所理解。
无独有偶， 几年前， 我参加高考语

文上海卷的命题工作， 关于古诗词赏析

题， 要求学生从生活情趣这一角度来赏

析唐代诗人白居易 《早兴》 诗中 “新脱

冬衣体乍轻” 的描写。 尽管这种以脱下

冬衣暗示春天的到来， 使身体的轻松和

心理的轻快不露痕迹结合在一起的书写

非常巧妙， 且那种突然间才有的短暂感

觉常常是我们生活中较易忽视的， 但恰

恰是要求学生对这种瞬间感觉的细腻把

握， 却也引来不少人的质疑。 在他们看

来， 现代学生过冬时， 早已经用羽绒服

代替了老棉袄， 或者总是呆在暖气间里，
整个冬天都不会有身穿厚重衣服的感觉，
那种冬去春来而换上春装的轻松感， 也

就无从体验， 更谈不上理解诗中描写生

活情趣的精微之处了。
类似的担心或者质疑貌似在理， 其实

还是说明了我们有些人对文学本质的理

解， 产生了偏差。
不论是孩子还是成人， 有限的经验

给他们理解文学带来一定的困难是不可

避免的。 但阅读文学的意义不仅仅是为

了唤醒他们生活的记忆， 不仅仅是为了

加固他们的生活经验。 恰恰是有些文学

作品表现的内容是他们陌生的、 甚至是

难以理解的， 才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他

们的体验， 丰富了他们在生活中没有经

历过的感受。 当他们慢慢沉浸在其中，
让这样的陌生经验内化于他们的心灵世

界时， 他们的视野就变得更为开阔， 他

们的胸怀也就变得更具有包容性了。
这里的问题是， 意识到自己的局限

性， 不是要拒绝一个超越自身经验的更

广阔的文学世界， 也不是以自己的狭隘

经验来遮蔽、 掩盖或者同化掉一个差异

化的文学世界 （现在的穿越剧常常习惯

于把历史作同质化处理， 结果把文学天

地弄得比经验还要狭隘 )， 而是尊重文

学与自己世界的差异， 在寻找两者局部

的可能融合、 或者互相印证中， 保留各

自的差异， 这样的文学阅读， 就有可能

成为一种理想的文学阅读。 因为这样的

阅读， 是文学和生活的相得益彰。
即如那位古典文学研究者所说的

古 代 交 通 不 发 达 而 带 来 的 理 解 难 题 ，
非但不构成文学理解的真正问题 ， 而

恰恰成为理解文学 、 进入文学特定场

域的契机 。 有一位母亲就向自己的孩

子聊到古诗词里有很多关于离别的主

题， 其原因就是因为古代交通不发达，
人们分开之后重聚很难 ， 所以对他们

来说 ， 每一场离别都是大事 ， 都需要

借助文学作品来加以充分渲染 。 她的

孩子很顺利地理解了这一点 。 但它的

意义还不止于此 。 恰恰是这种理解的

达成 ， 把一个立足于当下的孩子带到

历史的氛围中， 从而在现实与历史间，
发现了不同时期人的生活方式的差异

甚至断裂， 一种多元的、 丰富的世界，
才有可能敞开在孩子的面前。

虽然立足于当下 ， 文学经验相对

于生活的陌生性 ， 在古典作品中体现

得最为明显 ， 但除此之外 ， 地域性的

差异 、 生活经历的不同 ， 或者同处现

代而又是不同的时间段落 ， 哪怕是生

活中一些相对陌生的细节 ， 在文学作

品中呈现时 ， 也会给封闭在自身生活

圈子里的人带来理解的困惑。 在当代作

家梅子涵小说 《饭票》 中， 写了经济困

难时期， 一个小孩子半个月里就把一个

月的饭票配额用完而不得不向母亲撒谎

的故事。 梅子涵以叙述者的口吻安慰他

的小读者说， “我知道你们可能不知道

什么是饭票。 不知道没有关系， 多听听

不知道的事情很有趣。 小说有的时候是

告诉你知道的事情， 有的时候是告诉你

不知道的事情。 既有你知道的事情， 又

有你不知道的事情， 小说就可能格外像

小说了。” 这种经验意义上的知道与不

知道的掺杂 （且不论经验与幻想的互为

转换 ）， 其实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 ，
正视这一原则， 理解这一原则， 是全面

而不是片面地认可文学书写意义的应有

态度。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
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杜牧笔下的“妃子笑”与理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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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 《欢乐颂 2》 日前宣告收官， 在获得高收视的同时也引起广泛争议。 今日刊发的两篇
文章， 分别从题材与制作模式的角度展开， 对国产电视剧的制作具有较为普遍的意义。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