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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国产剧

感谢机缘 ， 让我作为一个追
随者得以追随叶嘉莹先生的两次
还乡之旅。

叶嘉莹先生在十一岁的时候 ，

她的伯父对她说： 你是蒙古族人 ，

我们的先祖是源自蒙古高原上的土
默特部， 之后往东方迁徙， 来到了
叶赫水， 因此这一部分的部族就用
这条河流的名字———叶赫水———作
为部族的名字 ， 叫作叶赫那拉 。

“叶赫那拉 ” 在蒙文中的意思是
“巨大的太阳”。 之后的几十年里 ，

她一直在想， 叶赫水还在不在？ 是
不是有一天自己可以走到这条河流
的旁边？

几十年了 ， 不只是对于叶先
生， 对每一个人来说， 要去寻找自
己遥远的原乡都不是很容易的。 一
直到了二〇〇二年的三月， 我们第
一次见面时 ， 叶先生说 ： “席慕
蓉， 如果你能够找到叶赫水， 我就
跟你一起回去 。” 听到这个命令 ，

我心里很惶恐 ， 我怎么可能找得
到？ 幸好我的朋友、 住在沈阳的内
蒙古作家鲍尔吉·原野先生伸出了
援手， 他拜托 《沈阳日报》 的记者
关捷先生去寻找这条河流。 几个月
后， 好消息就来了。 我们得知， 叶
赫水就在吉林省梨树县， 而且还在
流动， 还是一条很美的河流。

那年九月， 在吉林大学的帮助
之下 ， 我们跟着叶先生到了叶赫
水。 叶赫水虽在， 但是叶赫那拉部
族的旧城已经消失了。 我们到那个
地方后， 看到的是一大片一望无际
的玉米田。 秋天玉米的叶子有点干
了， 所以风吹过的时候还有声音 。

那天有一轮很大的红太阳， 但是因

为有雾霾 ， 而且到下午了 ， 所以
那个太阳有些模糊的感觉。

据说 ， 叶赫那拉的旧城就在
玉米田中间微微高起来的一个土
坡上。 有人担心叶老师走冤枉路，

就先跑到那个平台上去看 ， 看完
后回头跟叶先生说 ： “您不要上
来了， 这上面什么都没有。” 幸好
叶先生没有听从这善意的劝告 ，

还是自己慢慢地走了上去 。 我们
都觉得不应该跟着叶老师 ， 就站
在平台底下 ， 看着她一个人站在
那儿。

在叶老师的后方 ， 高大又茂
密的玉米已经长到平台上来了 ，

就紧贴着她。 当叶老师转过身来，

这些玉米枝干就像墙一样逼近到
她眼前 。 叶老师静静地看了一会
儿 ， 大概有十秒或者十五秒的时
间 ， 然后就忽然侧过身来 ， 对站
在平台底下的我们说 ： 这不就是
《诗经》 中的那首诗吗———

彼黍离离 ， 彼稷之苗 ， 行迈
靡靡， 中心摇摇……

就在这个看似荒芜的地方 ，

叶先生却遇见了那一首三千年前
的诗 。 这次相遇 ， 又一次照亮了
这首诗。 因为这次原乡中的相遇，

叶先生赋予了三千年前就被写就
的那些文字新的意义 。 原来 ， 诗
可以是这样的 。 那个时候你可以
是一位真真切切受到感动的读者，

你也可以是这一首的作者。

叶先生用她自己的生命 、 用
她一生的坎坷 、 一生的坚持来向
我们证明 ， 你可以在一座一无所
有的平台上遇见一首诗。

（作者为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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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明星退场后，

挑战“演技派”的时候到了

2019年，国产剧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流量明星退场 ，演技
派重获资本认可出演了一批大剧， 如 《神探柯晨》《在远方》

《奔腾年代》《光荣时代》《河山》等。 然而，和之前人们的期待
不同，多部由演技派“挑大梁”的电视剧作品并未形成市场爆
款，还在弹幕视频、社交平台、评分网站上受到观众网友多方
面的质疑，其中原因颇值得探讨。

流量明星退场之后，一些电视剧创作中的问题开始浮出
水面。 事实上，一部电视剧优质与否，演员并非唯一的核心，

题材选择、剧本质量、导演水平以及价值取向等都是不可缺
少的重要条件。 只有整体质量提升之后，演技派的春天才不
会遭遇倒春寒，国产剧也才能永葆艺术的春天。

题材与内容割裂：

故事情节背离观众期待

从今年不少电视剧的题材来看 ，

不能不说创作者具有艺术发现和选择

的眼光。 《在远方》讲述了快递业的兴

起；《光荣时代》 对人民公安的斗争故

事进行了刻画；《奔腾年代》 以新中国

电力机车的研发作为贯穿全片的线

索；《河山》 追忆了一段西安事变前后

八路军英勇抗日的历史 ；《神探柯晨 》

试图打捞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的探案

传奇……然而这许多看似令人眼前一

亮的题材却没能让观众满意。

故事无法支撑题材是这些电视剧

存在的通病。 《神探柯晨》以民国时期

天津的 “审讯高手 ”柯晨与 “刑侦悬疑

剧”为卖点，此类电视剧的重点应当在

于“探案”与“破案”、“设密 ”与 “解密 ”

之间的戏剧张力， 而这正是该剧所缺

乏的。 观众在观剧后发现剧中罕有烧

脑的逻辑、 疑点重重的案件以及诡谲

的人物形象， 案件的侦查与勘破很大

程度上是通过人物台词来推动的 ，失

望感不能不油然而生。 这种情况在《河

山》中同样存在。 剧中对战争场面的描

写并非是通过场景刻画， 而是人物的

语言叙述，即使有对战争的直接展现，

也显得非常草率粗疏， 难以支撑观众

对抗日战争场面的基本期待。

如果说前述情况是题材和内容之

间的匹配度不够高的话， 另一种情况

则是故事偏离题材设定的核心要素 ，

形成故事与题材之间的悖反。 通俗地

讲， 就是观众在剧中并没有看到题材

自身所必然指向的故事内容， 而是被

其 它 一 些 东 西 ———主 要 是 情 感 表

达———所劫持。 《在远方》要表现的是

我国快递业的发展和主人公的创业经

历， 但剧中的核心情节构架则是几位

主要人物之间的爱恋纠葛， 创业本身

倒成了他们的背景。 在《奔腾年代》中，

男主人公常汉卿的身份被设定为新中

国电力机车制造专家， 整部剧的基调

也奠定在了我国电力机车的制造与发

展之上。 但是从开篇到结尾，对于电力

机车事业发展的呈现十分有限， 大量剧

情篇幅用在了常汉卿与金灿烂的感情戏

上。直到结局，观众对火车究竟是怎样制

造， 中间又经历了哪些艰苦的探索依然

一头雾水。 在男女主人公庞杂的感情戏

之中， 淹没掉的是题材本身具有的质感

和对大众的吸引力。

故事背离题材还有一种表现， 即细

节呈现与题材设定的历史语境不相符，

不仅没有还原典型环境， 而且与该剧想

表现的历史年代相差过远， 从而使得真

实性大打折扣， 令观众难以进入戏剧情

境。在《光荣时代》的弹幕评论中，许多网

友就质疑人物的服装过于干净整齐，潘

之琳饰演的白玲也因为时刻化着精致的

妆容而被网友评价为 “像是从2019年穿

越过去的。 ”

演员与角色割裂：

人设乖张限制演员发挥

演员与角色的割裂， 表现在没有出

现更多如“苏大强”“林耀东”那样为大众

津津乐道的人物， 甚至观众明知演员们

在 “飙” 演技， 但是却又不知道他们在

“飙”什么。 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剧本故事

对角色设定导致的演员创作欲望不强，

发挥空间受限，演技无处安放。正所谓对

的演员也需要遇到对的角色。

对于在意眼缘的观众而言， 演员和

角色是否能在某种程度上合二为一，形

成“就是他（她）”的审美体验，是电视剧

成功吸引观众的第一步。否则，演员和角

色之间不但不能相互成就， 甚至会相互

伤害。《在远方》中，刘烨、曾黎、马伊琍饰

演的角色一出场就引发了观众的争议，

四十多岁的他们要扮演二十出头的模

样，无论如何化妆造型减龄，岁月的沧桑

感已经难以掩饰， 直到随着时间的推进

和剧情的展开， 几个人因年龄让观众产

生的不适感才逐渐消退。 该剧导演陈昆

晖提到不用年轻的流量演员，是因为“流

量演员演不出剧中人物之间的那种情

感”。但年龄较大的演员饰演年龄跨度较

大的人物角色，虽然保障了表演质量，大

部分却需要牺牲角色应该有的状态。 当

然，这并不是绝对的，殷桃在《鸡毛飞上

天》，孙俪在《甄嬛传》中的表演，就不但

克服了年龄的局限， 而且实现了角色塑

造上的跨越，迎来了表演上的大突破。

同时，演员演技的发挥空间，是需要

角色的人设来提供的， 这其实就是一个

典型形象的问题。在《人民的名义》中，吴

刚饰演的 “达康书记” 之所以能深入人

心，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所扮演人物

具有的独特性与典型性。 但在 《神探柯

晨》中，吴刚饰演的孙满堂不仅缺乏典型

性， 并且人物前后的行为举止也缺乏逻

辑。 在一开始的出场中，孙满堂身披红色

的斗篷，做出超人的动作朝着镜头奔来，

站定之后以一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

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开始进入故事，让人

感到莫名其妙。 在后续的剧情中，孙满堂

这种符号化的表现比比皆是。 同时其性

格和身份转化也同样缺乏铺垫， 仿佛突

然之间就黑化了， 无法让该人物与观众

之间建立情感联系。 其人设与性格逻辑

的这种单向性， 难以让演员的演技有深

入表现的可能。

相比之下， 一些角色虽然具备发挥

空间，但是人物设定却不受欢迎。 《奔腾

年代》中佟大为饰演的常汉卿，刚出场时

的一系列举动便难为观众所喜。 他以蛮

横的态度拒绝了金灿烂的一系列请求，

并讽刺金灿烂为 “没有进化完的猴子”，

时刻彰显着知识分子身份的优越。同样，

以战斗英雄身份出场的金灿烂也没有获

得观众的好感， 她并没有用实际行动来

证明自己的过人之处，反而给人浮夸、粗

莽、空喊口号的印象。两个非正常角色虽

然很特别，但一点儿也不典型。

艺术创造与价值诉求割裂：

脱离现实违背艺术规律

电视剧是一种大众通俗艺术， 其艺

术规律要求创作者要在艺术创造与大众

表达、 视听娱乐与价值伦理诉求之间取

得平衡。 而今年部分电视剧作品导演、编

剧的个人风格过分彰显， 将视听娱乐的

感官追求置于伦理价值表达之前， 使得

作品无法承担其艺术野心之重， 结果呈

现出一种怪异或者扭曲的样貌。

《神探柯晨》的一开始，伴随主角面

对镜头与观众对话这样一种“陌生化”的

艺术表达方式， 是长长的运动镜头与精

致的画面， 形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电视

剧风格，给观众以极大的期待。但当戏剧

化的艺术倾向在剧中继续以大量风格化

台词，如“我们究竟做什么样的美梦，这

不得不使我们踌躇满志 ”“与其撇得干

净， 倒不如大大方方地悔恨” 得到表现

时， 这种带有莎士比亚戏剧画风的台词

与悬疑破案剧的类型设定之间就产生了

巨大的美学鸿沟， 导致观众对剧中人物

难以产生认同感，更无法形成共情效应。

这种情况，当年在《我的团长我的团》身

上也发生过。而《在远方》中，对于路晓欧

和霍梅心理学专业研究生身份的设定也

颇为牵强， 除了开头以此连接诸位主角

之外，对后续剧情的推动力十分微弱。在

“心理学”光环的护佑下，路晓欧帮姚远

摆平了人生和创业中的各种难事， 成为

玛丽苏角色的另一种翻版， 却唯独无法

解决自己面对爱情时的心理困惑。另外，

剧情中段开始就基本上进入商战模式，

虽然嵌入了非典 、网商 、App、大数据等

有时代感的情节， 但这些内容与创业精

神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距离， 导致剧情编

织感明显，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错位。

另外，电视剧在剧情设定上需要与社

会主流伦理价值形成呼应共振，才可能引

发观众的精神共鸣。 如前所述，从题材选

择的角度而言，这些电视剧显然具有明显

的社会正面价值，但一些具体情节的设计

却在局部引发观众对此的质疑甚至反感。

《奔腾年代》 中的常汉卿从开场就对金灿

烂冷嘲热讽故意为难，在不喜欢白曼宁的

情况下欣然接受伪装自己与白曼宁订婚

的说辞，其道德底线难以托起知识分子的

角色设定。 《神探柯晨》在第七、八集对于

金金被害一案的处理就引发了网友的热

议。校园暴力的几位施暴者仅仅朝着受害

人金金的遗像哭着道歉， 接着便收获了

台下听众的一片掌声。受害人的养母在施

暴者轻描淡写的道歉声中原谅了她们，并

将她们拥入怀中。而调查此案的警官向羽

在安慰金金亲生母亲时， 所用托词竟然

是受害人“现在内心也经受着煎熬，这对

于她们来说，就已经是惩罚了”。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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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蓉新作 《我给
记忆命名》 近日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 书中
有一篇章 《关于一首叙
事诗的几堂课 》， 记录
了她和叶嘉莹围绕诗歌
写作的几次对话。

席慕蓉视叶嘉莹为
导师。 而从今天本版刊
发的这篇创作谈来看 ，

叶嘉莹给予席慕蓉的最
重要的东西， 不是应该
怎么写诗， 而是如何与
诗相遇。

———编者席
慕
蓉

什么导致了育儿方式的差异？

———评 《爱、 金钱和孩子： 育儿经济学》

陈剑

围绕育儿产生的焦虑， 仅仅是因
为“望子成龙”吗？

新近引进出版的《爱、金钱和孩子：

育儿经济学》一书，在不少白领父母群
中成为新的热点。这本书是由西北大学
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德普克和耶鲁大
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根
据多年的育儿经济学研究总结而成。两
位教授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童年宽松的父母， 为什么纷纷开
始“推娃”？ 是爱，是对未来的恐惧，还
是不甘落后之心？

养育孩子在全世界都正变得越来
越“昂贵”；教育，投入多少才算够？

他们的主要观点是： 育儿的观念

和方法，虽然和文化相关，但归根到底
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 在社会不平等
程度较大、 同时教育有较大的概率改
变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情况下， 父母就
会在育儿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

应该说该书在这方面还是做足了
功课的，从发达国家数十年间育儿观念
的变化， 到各个国家的育儿哲学的差
异，以及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社会阶层
的育儿方法的差异，都给出了详细的案
例和讨论。 除了当代的育儿现状，两位
作者还从更长的历史维度（为什么严苛
的教养方式曾经风靡数个世纪，而现在
的父母却避免在子女做错事时进行严
厉惩罚）以及性别维度（为什么以前的
父母对于女儿的教育要求低， 而现在
儿子女儿都被推）、 养育子女的经济决
策（到底生几个孩子是最优决策）等方
面，考察了欧美不同社会阶层在育儿观
念和教育方法上价值观的形成与传递。

作者发现，父母对于子女教育的态
度取决于两大因素：社会不平等的程度
和通过教育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应该说
这个解释还是比较靠谱的：社会的不平
等给了父母重视教育的动力；而教育的
回报使得这种动力能够转化为结果。如
果社会存在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无法
通过教育、而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才能改

变，那么父母也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去推
娃。 想想《红与黑》的时代，法国社会往
上的阶梯是宗教、 军功和婚姻所决定
的，难怪于连先后青睐黑色的教士服和
红色的军装，并追求贵族小姐。

作者的结论在实证数据中似乎也
得到证实。 如果我们考察西方主要发
达国家的不平等程度，美国是最高的，

北欧国家（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的
不平等程度最低，而法国、德国、日本、

加拿大等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则居中。

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性也是与此高度相
关的，越是不平等的社会，社会流动性
也越低。 无独有偶，不平等程度、社会
流动性与教育的成本 （尤其是大学学
费）也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很明显，

社会越不平等，向上的流动性越差，父
母越愿意花费更多的钱在教育方面为
子女铺路架桥。

同时， 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父母工作
时间更长，同时会花更多时间照顾孩子。

这一点也比较好理解， 如果向上流动性
被定义为孩子移动到教育金字塔顶端的
可能性， 那么在这一方面已经比较成功
的父母自然会采取同样的教养方式对子
女施加影响。 根据书中统计，在父母双方
最多只接受过高中教育的家庭中， 孩子
获得更高学位的概率也只有10%左右。

但是，本书并没有能够解释少数族裔，

尤其是黑人在美国所面临的教育困境。 很
多黑人把成为体育明星和娱乐明星作为走
出贫困和提高社会地位的唯一出路， 而忽
视教育。在美国城市里黑人占多数的学校，

很多黑人学生把学业差作为一种骄傲，甚
至孤立那些努力学习的黑人同学， 称他们
想“变成白人”，试想在这种环境下，需要多
大的毅力才能脱颖而出。 而这种自我隔离
的心态，是增加教育投入无法改变的。

另外，由于书中观点立足于对西方的
研究而展开，因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例
如， 不同国家的父母在教育子女上的差
异，是否纯粹由社会不平等导致？ 这个解
释是否也会犯类似纯粹用地理因素来解
释东西方性格差异的片面错误？很多人都
认为，在美国，即使是典型的白人“直升机
父母 ”也不如亚裔父母那样严苛，而本土
亚洲父母要比美国亚裔更严苛，但是亚洲
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并不高于美国。

当然，本书并非一本育儿指南。 作者
也说明，他们无意比较各种育儿方式的优
劣， 只不过想解释父母是如何做出选择
的，以及是什么导致不同代际不同地区在
育儿方式上的差异。 套用一句老话，经济
学是让我们了解自己如何做选择，而社会
学是让我们了解自己为什么难以选择。

（作者为金融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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