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生活剧是指以家庭为主要生

活场景 ， 以展现男女青年在恋爱和婚

姻中的磨合过程以及两个及以上家庭

间复杂人际关系的处理 （主要为婆媳

姑嫂关系 ） 为主要内容的一种电视剧

类 型 。 自 20 世 纪 90 年 代 的 电 视 剧

《渴望 》 开始 ， 家庭生活剧拉开大幕 ，
涌 现 出 《 贫 嘴 张 大 民 的 幸 福 生 活 》
《结婚十年 》 《金婚 》 《中国式离婚 》
《幸福在哪里》 《王贵与安娜》 《媳妇

的美好时代 》 《麻辣婆媳 》 等一大批

制作精良的经典佳作和充满真情实感、
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看看点点：：
对对现现实实生生活活的的审审美美化化处处理理

� � � � 家庭生活剧久盛不衰 ， 在传 统 和

新型媒体热播的本质原因 ， 在于对现

实主义生活的审美化处理 。 家庭生活

剧以现实生活为内容 ， 对其进行艺术

加工和创作 ， 变成电视剧这种大众文

化产品。 《新结婚时代》《双面胶》《结婚

十年 》 讲述的都是小人物在家庭婚姻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 如果没有经过艺

术化的处理 ， 这种琐屑和平凡是让人

乏 味 的 ，而 经 过 剧 本 创 作 、演 员 表 演 、
后 期 制 作 等 一 系 列 复 杂 流 程 之 后 ，这

种日常生活不再平淡 ， 人物情感复杂

丰 富 ，故 事 情 节 环 环 相 扣 ，引 人 入 胜 。
当电视剧播放时 ， 观众又被家庭 剧 中

出现的真实生活 、 接地气的桥段和小

人物的代入感所感动 ， 艺术作品再次

融入到观众的日常生活中 。 在这个过

程中 ， 艺术作品传播正面积极的生活

态度 ， 而其中的男女主人公也以 “偶

像 ”的高颜值 、美 好 善 良 的 品 德 、独 特

的 性 格 特 征 感 染 和 影 响 着 观 众 。 电 视

剧 用 寓 教 于 乐 的 形 式 完 成 人 生 观 、价

值 观 的 输 出 ，最 终 实 现 艺 术 作 品 源 于

生 活 又 高 于 生 活 的 审 美 理 想 。 在 家 庭

生 活 剧 中 出 现 的 诸 如 闪 婚 、 房子 、户

口 、第三者等社会话题触碰到观众 ，在

娱乐的同时引发观众思考。
此外，优秀的家庭生活剧在完成日

常审美化的同时，还对现实生活产生指

导和借鉴作用，《媳妇的美好时代》中对

婆媳关系的处理方式、《老大的幸福》中

老大甘于奉献的人格魅力、《金婚》中文

丽和佟志矢志不渝的对爱情的理想和

信念，都深深地打动并影响着观众的思

想和行为。

警警惕惕：：
与与““青青春春化化””伴伴生生的的青青春春期期综综合合征征

� � � � 近年来 ，随着时代的发展 ，家庭生

活剧在关注家长里短的同时，加入了青

春偶像元素 ，出现了 《裸婚时代 》《当婆

婆遇见妈》《婚姻保卫战》， 以及最近热

播的 《国民大生活 》等紧跟时代潮流和

社会发展的新型家庭生活剧，被业界称

为“青春家庭剧”。贴近生活的真实感、时
尚感、幽默感，使得“青春家庭剧”获得大

批年轻观众拥趸。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

临 ， 家庭生活剧这一类型发展潜力巨

大， 虽然我国的家庭生活剧佳作频出，
热度高涨，但我们也应看到家庭生活剧

在“青春化 ”的过程中 ，出现了多种 “青

春期综合征”。
青 春 家 庭 剧 的 主 要 问 题 在 于 人

物 设 置 雷 同 、 剧 情 夸 张 且 逻 辑 不 严

谨 、演员演技弱等多方面的问题 。就近

期 热 播 的 《国 民 大 生 活 》为 例 ，剧 中 的

男女主人公王舒望和陆露 ，延续了 《裸

婚时代 》《金太郎的幸福生活 》 等同类

剧中大都市里敢爱敢恨 ， 为了爱情不

惜与全世界为敌的年轻人形象。剧中陆

露的妈妈 ，也 是 《裸 婚 时 代 》中 童 佳 倩

的妈妈 ，《当婆婆遇上妈 》 中罗佳妈妈

的缩影。 她 （他 ）们以 “为你们好 ”为出

发点 ， 将经济条件作为子女寻找另一

半的首要条件 ，处处给子女设置障碍 。
雷同的人物和冲突设置 ，使得 《国民大

生 活 》剧 情 流 于 俗 套 ，偷 户 口 本 裸 婚 、
与父母决裂成为核心叙事线索 ， 缺乏

新意。 从剧情设置来看，《国民大生活》
剧情较为夸张 ，逻辑漏洞较多 ，陆露冥

想课上向王舒望示好 、在海边裸奔 ，王

舒 望 英 雄 救 美 等 桥 段 的 设 置 较 为 突

兀 ，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缺乏扎实的现

实基础 ， 导致故事看似热闹却经 不 起

推敲 。演员浮夸的演技也是 《国民大生

活 》屡遭诟病的槽点 。 剧中的陆露被设

定为一位编剧 ，按照职业需求 ，编剧是

一个理性和感性的结合体 ， 既需要浪

漫热情 ，也需要沉吟深思 ，而剧中扮演

陆露的袁姗姗奔放有余 ，收敛不足 ，并

没有将一个才华横溢 ， 从零开始打拼

的编剧形象完美地呈现出来。

破破题题：：
在在不不变变的的类类型型中中开开拓拓新新故故事事

� � � � 无论家庭生活剧如何变化， 故事始

终是第一位的。 如何在家庭生活剧中开

掘一个好故事、 新故事是一个亟待解决

的问题。
从剧本角度讲，要多角度的观察生

活，不断地求新、求变。 只有深入思考生

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才能挖掘出不同

人物的个性，并将其做到极致。 在王丽

萍的经典作品 《媳妇的美好时代》 里，
“新”和“变 ”就体现在主人公毛豆豆与

余味结合后面临的 “两对公婆 ”的剧情

设定中。 剧中余味的父亲成名之后抛弃

妻子 ，给余味找了年轻的后妈 ，与一般

电视剧中生母挑唆 ，从此与父亲 “老死

不相往来”的俗套设置不同，《媳妇的美

好时代》中余味与父亲、后妈，生母和继

父都有来往 ，他乐观阳光 ，善良又有责

任感 ，对人物设定的突破 ，在使余味充

满正能量的同时，也让观众感受到亲情

的恒久稳定。 而毛豆豆也与常规家庭剧

中的“媳妇”不同，如何协调与两个婆婆

的关系，成为该剧的一大看点。
从剧情的合理性来看，家庭生活剧

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 必须要从平凡、
普通的小细节中寻找戏剧性，如果剧情

设置不合理，就会引起观众“跳戏”。 在

《裸婚时代》中，从双方父母讨论婚事开

始 ，房子的问题就成为焦点 ，刘易阳家

有套拆迁房这个小细节的设定，不仅导

致“倒插门”的尴尬，还在无形之中设置

了悬念，产生叙事的钩子，吸引观众。
与此同时，家庭生活剧在有了好故

事之外，还需要演员、导演的多方协作。
演员要提高演技，充分认识并表现出人

物的独特性格。 相较于电影来说，电视

剧导演的“存在感”较低，但是真正高水

平的电视剧 ， 必然有导演的风格和手

法 ，例 如 《琅 琊 榜 》的 导 演 孔 笙 、《甄 嬛

传》 的导演郑晓龙、《媳妇的美好时代》
的导演刘江等。 正如刘江所说：“你可以

用很简单的方法处理一场戏，但我还是

想给大家呈现更理想的作品，这就是我

一直强调的诚意。 而这种诚意观众是可

以感受到的。 ”
（作者为文学博士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讲师）

书边札记

文艺百家责任编辑/邵岭

电视剧《国民大生活》是顶着一系

列闪光点登上荧屏的。有擅长都市情感

题材的编剧王丽萍操刀，有正当红的演

员郑凯、袁姗姗出演男女一号，又是最有

魅力的大都市的双城爱情故事， 所有这

一切都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心理预期值。
诚然，该剧播出之后，有观众提出

巧合太多，故事轻浅，表演过火，结尾处

为了增加戏剧性故意让女主“作”了一

番，有违生活逻辑。这些看法我都认同。
但是，在我看来，该剧最可贵之处是它

聚焦年轻人的爱情和成长这个永远也

不会枯竭的话题，为荧屏贡献了又一个

生动独特的爱情故事。从该剧的爱情叙

事里，我们仿佛和剧中人一起，上了一

堂生动的爱情课，并且在最终获得了爱

情证书。
该剧讲述的核心话题是如何在爱

情中成长。 爱情，原本就是一种神奇的

相遇，然而爱情最终要落到实处、走向

婚姻， 王舒望和陆露也就从云端落到

了地面。 围绕这一点，剧中细腻传神地

表现了王舒望和陆露从最开始的强烈

吸引到逐渐了解、包容、接受双方的差

异 （饮食上 、南北地域上 、生活习惯等

等）的过程，生动展示了两个人的爱情

是如何从动心走向贴心， 即从强烈的

吸引到心心相印。 爱情是最个人化的，
也是独特的， 这一份爱情里没有荧屏

泛滥已久的霸道总裁和灰姑娘， 只有

两个普通却又个性十足的都市年轻人

的真情实感。
其次，作品的爱情叙事还生动地表

现了这两个年轻人如何在爱情中经受

考验、克服阻碍与困难，最终走向精神

情感的高度契合。 从爱情走向婚姻，不
只是两个人的结合，还是两个家庭的联

结， 婚姻一向是公私领域的交叉地带，
婚恋故事总是或多或少地折射一个时

代的社会、家庭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在

剧中， 这些阻碍来自于两边的家庭成

员，一边是讲究多、爱挑剔的母亲大人，
一边是异父异母的长姐；还有来自两人

的工作、生活圈子的强烈干扰。 在这方

面， 作品中的很多段落处理得比较火

爆，有明星男演员的热烈追求，也有闺

蜜的横刀夺爱。编剧为两人的爱情设置

了如此高的阻碍，目的是表现超越阻碍

的可贵努力，以及两人的挚爱深情。 爱

情是一种心甘情愿的选择， 选择的同

时，也暗含着另一种放弃，而放弃总是

伴随着漠视甚至歧视———尽管从经济

学的原理来看， 这种歧视其实是中性

的。但爱情的选择总是给人以信心和甜

蜜，放弃、拒绝则带来的总是不可避免

的伤害甚至是因爱而恨，就像剧中马丝

丝表现的那样。这也是爱情叙事的魅力

所在，它自带戏剧张力，也是表现情感

浓度力度的需要。
再次，爱情不仅要克服困难，同时还

是一个大课堂、是年轻人成长的催化剂。
剧中，王舒望和陆露在爱情中不断成长、
成熟， 两人既不断体会着爱情的甘美甜

蜜，也肆无忌惮地吵闹，这或许也是年轻

人爱情的一种特权吧。和另一半的结合，
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人生面貌、 格局和

命运，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决定着年

轻人的三观，《两性哲学》是一本书，但同

时更是一本生活的大书。 该剧细腻地表

现了两个年轻人不断地分手、 又不断地

和好，如此逐渐磨合、学会相处、共同成

长。 如第 28 集里，两人感情再次出现危

机，王舒望在门外倾诉心声“……无论怎

样，我还是要感谢你，让我的生活像烟花

一样，喷射出无数的火球，在空中炸裂、
散开，留下五彩斑烂的光芒。尽管一切最

终都会消散，但烟花留下的滚烫的烙印，
却留在了我的心里， 让我知道我的血是

热的，证明我来过、爱过。 ”
最后，恰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对待

爱情的态度上能够体现一个人的全部

道德风貌。如何对待爱人是能够见一个

人的性格性情、 风度修养和人品人性

的。 剧中王舒望对爱情专一执着、为人

慷慨大气，这是他们能够最终修成正果

的重要因素。 陆露虽然有些任性，会有

所谓的“作”，毛病不少，但心地善良，闺

蜜马丝丝处心积虑抢她的男朋友，死缠

烂打，极为过分。 但当她获知丝丝生病

后，还是义务反顾地和舒望一起去照顾

丝丝，这份善良和心胸是难能可贵的，也
是两个年轻人彼此吸引、 走到一起的人

格人品基础。 丝丝的作、病态，在恋爱中

的疯狂行为，看似非理性、很出格，但其

实正是当下年轻人中某些极端人格的表

现，这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作品定名为《国民大生活》。 “大”

在剧中一是有大都市、大风尚之意，作

品表现的是当下都市年轻人的时尚生

活———去泰国 冥 想 、禅 修 ，烧 陶 瓷 、编

剧一族、经营时尚服装店、做动漫公司

等 等 ，这 些 “80 后 ” “90 后 ”年 轻 人 的

生活对同龄观众会更具吸引力。当然，
他们是比较幸运的一群人， 家里有老

房子， 不愁钱， 可以出国旅行， 打着

“飞的 ”追心上人 。 同时 ，创作者借陆

露之口， 融入了自己对生活的多种感

悟 ，无疑增加了这种小中见 “大 ”的韵

味。 对于在当下大都市年青一代中局

部流行的实用主义婚恋观， 该剧虽然

只是一笔带过， 但也表明了自己鲜明

的态度。
另外，这个“大”也暗含着创作者努

力拓展生活辐射面的意味。作品的重心

虽然是表现年轻人的爱情生活，但剧作

家有意识地融入了当下演艺圈的一些

情形，包括不良现象，这样就使得作品

的表现内容相对一般纯粹家长里短、柴
米油盐的同类电视剧，具有了较多的社

会信息量，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也正

是在如此丰富的背景衬托之下，该剧对

于年轻人爱情生活的展现，有了更实在

的生活质感。
� � � �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民大生活》中的爱情叙事

近期， 家庭生活剧 《国民大生活》 凭借其社会接受度较高
的题材 、 自带话题的演员 、 浪漫唯美的爱情和曲折离奇的剧
情， 在电视和网络上掀起热播和热议。 家庭生活剧向来是一种
观众喜闻乐见的电视剧类型， 在电视剧产业飞速发展的当下，
这一类型的电视剧如何利用好自身优势， 赢得播放量和口碑的
双丰收？ 《国民大生活》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样本。

———编者

戴清

家庭生活剧
怎样让人感到真实的幸福？

高媛媛

石黑一雄在今年大热，似乎并不出
人意料。尽管在一个“你是否读过石黑一
雄”的调查中，回答“是”的只占了 33%。

石黑的文学创作开端是真诚的，这
种真诚不但体现在所谓的 “强大的情绪
力量”， 而且在于他的国际题材和日本
性，它们与他的文化身份完全契合。 《远
山淡影》（1982）和《浮世画家》（1986）
都是在跨文化背景中检讨日本人的生存
方式（隐忍与放诞）。 六岁即移民英国的
石黑，其家内家外的文化环境是分裂的，
石黑一心通过自己的文字安全地逗惹、
触摸、玩味、重塑、驯服那股常年影响他
的名曰日本文化的力量。 他的尝试于他
而言是成功的， 所以才会有后来的 “放
下”和华丽转身。他的最初这两部长篇取
得了比较好的反响， 他让出版商看到了
希望， 但此时的他尚未征服读者大众的
心，因为他的英国、他的欧洲已经从当年
的扩张性外向型自我沦为自恋、 自怜的
独白的自我， 他们并不耐烦窗外那个自
在啼啭的夜莺， 他们需要的是充满同情
心的哀曲。

于是两部来自外族人的安魂曲应运
而 生 ， 一 是 奈 保 尔 的 《抵 达 之 谜 》
（1987）， 一 是 石 黑 的 《长 日 留 痕 》
（1989），两者都是对旧帝国、老欧洲的
深度精神按摩。 《抵达之谜》的功力尤其
不凡，指力绵密，情深款款，表情媚而不
俗。 《抵达之谜》描摹了英帝国落寞忧郁
的背影，暗示了曾经壮怀激烈、叱诧风云
的过去， 尤其谄媚的， 是将旧帝国的没
落，升华为一种境界，一种没有回头路、
不足为外人道、不屑与外人道的“抵达”
（不客气一点说， 其实就是欧洲式的傲
慢）。石黑的《长日留痕》同样暗示了旧帝
国当年的如日中天与今日的月夜徘徊之
间的巨大反差，侧写了那个历史性时刻：
英国人落入德国的陷阱，一味绥靖纵容，
从而眼睁睁看着希特勒的黑魔法大行其
道，导致整个欧洲元气大伤，日不落帝国
日落西山。 小说从未明言却反复出现的
潜台词是，英国与整个欧洲的困局，非为
别的，只因为他们“高贵”的心：他们是如
此“高贵”，一直举头望明月，不屑于顾忌
脚下肮脏的沟渠。这个“沟渠”，就是被广
为称道的 “揭示了我们与这个世界榫接
卯合的融合感幻觉所遮蔽的无底深渊”
中的那个“深渊”。 我反复琢磨了石黑的
全部长篇小说，不得不说，真正契合这一
句评语的似乎只是《长日留痕》，只有这
部小说将表象与实在的强烈反差作为小
说的中心主题来处理， 只有这部小说将
这种反讽贯彻始终。

石黑的这次华丽转身后， 又有几部
作品很是不同凡响，尤其是《别让我走》
（2005）和《被掩埋的巨人》（2015）。 前
者讲述了一个特殊的学校 （请自助联想
《哈利·波特》中几个克隆人的命运，请自
助联想《美丽新世界》），但是这部作品在
罗琳式和赫胥黎式的狂想之外， 另有其
想象的宽度与理性的深度， 例如生命与
艺术（创造力）之间的关系等等隐含主题
的探讨等等确实让人往复沉吟、玩味。欧
洲人往往特别青睐 《被掩埋的巨人》，这
也许是因为十多年来， 记忆与遗忘一直
是欧美的一对人文学术关键词，所谓“自
我就是记忆”等等说法非常风行，美国学
界也跟着说，不过美国的记忆资源有限，
而欧洲，包括英国，确实是较多地活在记
忆中的。 而这部小说的一个涵盖全书的
象征就是代表遗忘的“迷雾”，书中说，正
是这个由怪兽喷发的遗忘之雾， 让个人
（主角夫妇俩） 活在相亲相爱的幻觉中，
让族群（不列颠人与撒克逊人）之间保持
着相对的和平。但书中又反讽地表示，失
去记忆让爱和和平都呈现得那么虚幻，
那么无法让人满足，全书的故事主线，就
是夫妇俩寻找儿子 （他们已经不记得究
竟是否有这个儿子）、寻找往日记忆的旅
程。 代表这个似真似幻的巨大存在———
记忆———的正是书题中的那个被埋葬的
巨人。全书有寓言的专注，有长篇小说的
丰富（在欧洲文化中，所谓 novel 长篇
小说有它的特殊内涵， 并不只是篇幅比
较长的故事）。 这部作品的风评上乘，不
过我不惧扫兴地给大家提醒一句： 美国
著名戏剧全才山姆·谢泼德 1978 年的
《被埋葬的小孩》 也以记忆与遗忘为主
题，曾经获得美国普利策奖。石黑不避嫌
疑地给自己的小说取名 《被掩埋的巨
人》，是表达一种自信？ 也许。

很多欧洲人之所以忽视 《别让我
走》，也有他们的欧洲无意识在作怪。 小
说中那个特殊学校里的学生———一众克
隆人———的注定命运是成为他们各自
“原体”的器官捐献者，一次次地捐献器
官，然后死亡（书中称为“圆满”），是他们
每一个人的生命轨迹。 小说体现一种残
酷美学，类似于写《莎洛美》的王尔德的
那种残酷的唯美主义， 类似于谷崎润一
郎的残忍美学。 那种犀利真是难得。 不
过，我特别中意于这本书的，是欧洲人未
必意识到， 石黑以外也从未有人构建的
一个隐喻： 克隆人与他们原体的关系似
乎就是人与人之间、 文化与文化之间关
系的一个隐喻。石黑的暗示很明显，日本
文化也这么认为吗？至少曾经如此？不敢
深想。

其实日本性从未远离石黑，《别让我
走》 中那种安于接受悲哀命运的氛围，全
然没有欧洲个人主义的丝毫痕迹，有的只
是日本式的忧郁的淡然，日本式的物哀的
静穆。 《长日留痕》里表面看来没有任何日
本痕迹，其实不然。 主角作为一个贵族大
家的总管，为了职责而牺牲爱情，牺牲家
庭。 其实他这种牺牲几乎无谓，而主角却
沉湎于自我牺牲的快感中，这种做到极致
的一根筋主义，也颇具日本的派头。 有人
会说，作者对主角不无反讽，没错，是有反
讽，但这种反讽是温和的，而那种偏执的
劲头，那种对偏执的迷恋，还是让人欲罢
不能。

说到反讽， 自然要想到简·奥斯丁。
很多人会将奥斯丁、卡夫卡、普鲁斯特与
石黑联系在一起， 认为将前三者轻轻搅
拌一下，调制出来的就是石黑的风格。这
说法有点似是而非。 温和的反讽与节制
隐忍的哀而不伤确实是石黑的特征，但
相比奥斯丁那种英国标志式的温和反
讽， 他少了一点趣味， 少了一点收放自
如。而说到卡夫卡，石黑的幻想比较有英
国特征， 少了卡夫卡那种让人喘不过气
来的梦魇气息，少了卡夫卡的激烈。至于
普鲁斯特， 石黑本人一方面赞美他一往
情深、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追忆篇章，一方
面却嫌弃他展现了太多的欧洲式势利与
张致， 而石黑本人缺少的正是普鲁斯特
的这种纯净与混浊之间的巨大张力。

（本文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
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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