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非 典 型 ”

家 庭 拓 展 家 庭 剧
的空间

家庭剧是国产剧中的一个重要

类型 ， 也诞生了不少优秀作品 。

2014 年央视一套播出的 《父母爱

情》 堪称这一类型的巅峰之作， 去

年那部讨论教育话题的 《小欢喜 》

也颇为成功 ， 最终在豆瓣拿到 8.4

分的成绩。 不难看出， 曾经家庭剧

的创作者把重心放在对上一辈人特

殊爱情模式 、 婆媳关系等的刻画 ，

而如今更多的关于原生家庭、 子女

教育等问题的探讨逐渐成为创作关

注的热点。

一般来说， 传统意义上 “家庭”

就代表着一种不容割舍的血缘关系，

而 《以家人之名》 最大的创新之处，

首先是在人物关系上， 创作者大胆

尝试了国产剧里十分罕见的概念 ：

非血缘定义的 “家庭”。 剧中， 三兄

妹分别来自三个不完整的家庭， 尽

管缺少血缘关系这种纽带， 但大家

从小一起长大， 相处融洽， 由此甚

至引发观众去思考———亲情和血缘

是否是统一的。 这种人物关系模式

可谓开启了国产家庭剧的一股清流，

李尖尖和两个哥哥三小无猜的亲情

集中在无血缘关系的家人之间， 亲

情的表现形式更加纯粹， 这样的美

好治愈了很多人 ， 也契合了该剧

“青春成长治愈剧” 的精准定位。

其次是在艺术形式上， 创作者

很大胆地在时长上进行调整， 既不

是一味注水拉长， 也没有一刀切地

砍短 ， 而是从最短 20 多分钟到最

长近 50 分钟 ， 根据每集情节强度

的变化， 相应地对每集时间作出调

整， 这种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可圈

可点。

再次， 在关乎一部剧成败的人

物塑造上， 该剧也很好地完成了任

务。 主要人物性格鲜明， 同时又有多

侧面。 李尖尖、 凌霄、 贺子秋三兄妹

虽然一起长大， 但性格迥异， 这与三

兄妹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 这是符合

逻辑的。 比如， 凌霄存在妹妹死去的

心理阴影， 加上母亲的问题， 导致心

思重、 沉默寡言； 而李尖尖虽缺失母

爱， 但被父亲保护得很好， 又有两个

哥哥照顾， 无忧无虑， 性格开朗， 大

大咧咧； 两个 “家长” 中， 李海潮像

母亲， 凌和平则更像父亲， 整个家庭

分工明确。 就是因为这样的人物塑

造， 让这一家每个人虽然存在人生上

的缺陷， 却能够互相在一起 “抱团取

暖”， 并且过得很幸福， 进而强化了

治愈的效果。

对市场的过分
迎合， 限制了作品
的独创性

但是， 这部剧仅保持五集的高

水准后口碑 “一路下探”， 其根本原

因在于， 创作者终究还是没能走出

一般家庭剧的俗套。

首先， 创作者在主题把握上犹

豫不定 。 剧集开始的治愈与安慰 ，

很快被凌霄、 贺子秋面临原生家庭

与现有家庭之间的两难抉择而打断，

最终两人还是向血缘妥协， 这个特

殊家庭被拆散。 从冲突设计上这是

可以的， 但故事的刻意， 除了情节

落入俗套外， 还让剧集的主题、 风

格、 调性都变得平庸起来， 从而造

成强烈的割裂感。 如果说， 这种对

于强情节路线的选择， 是创作者在

艺术表达与市场需求之间的某种取

舍， 那么， 剧中所谓 “欠我一个哥

哥” 设定与 “伪兄妹” 爱情这两大

在网络热度发酵的话题， 就已经陷

入某种对年轻女性观众的刻意迎合

了。 面对生活中的压力， 不少年轻

女性希望有一个像剧中男主那样疼

爱自己的哥哥 ， 这本也无可厚非 ，

但 “两个哥哥同时爱上妹妹 ” 的

狗血爱情 ， 严重影响到作品的主

题表达以及创作者的审美品格 ，

多数观众 “弃剧 ” 与此密切相关 。

事实上国产剧早就被诟病 “拍什

么都要谈恋爱 ”， 那么 《以家人之

名 》 无疑给我们的创作者提了醒 ，

“戏不够情来凑 ” 的老办法已经过

时了。 家庭剧也可以有一定的超越

性， 也即是纯粹性。 看多了狗血剧

情和多角恋爱， 我想观众更愿意迎

来一部更纯粹 、 更专注的家庭剧 ，

在荧幕上看到真正的家庭生活现

实 ， 那些苦乐哀愁以及背后所反

映的深层次问题 。

另外， 《以家人之名》 还暴露

了长期以来国产家庭剧人物塑造上

的最大短板： 中老年女性形象 （多

数情况下是母亲/婆婆的身份） 的扁

平化现象。 这似乎已困扰我们的家

庭剧好多年。 剧中， 齐明月与唐灿

的母亲， 个顶个地尖酸刻薄， 都是

打着 “为子女好” 的名义挑事生非

的狠主儿。 争议最大的， 是凌霄的

母亲陈婷。 这样一个人物几乎不能

让观众产生丝毫共情。 但深入思考

就会发现， 上述这些中老年女性无

一不是 “被拯救” 的对象， 哪怕是

陈婷， 最终以自杀这样决然的方式

来强行 “洗白 ”， 反倒更加暴露出

编剧的进退失据。 一方面， 电视剧

作为长篇叙事艺术， 需要类型化突

出的人物， 便于观众辨认以及进入

情境； 另一方面， 创作者也意识到

把所有过错都归罪于女性/母亲并不

是最佳的选择 。 导致到了大结局 ，

如网友所说所有的 “恶人” 都被洗

白， 迎来了合家欢结局， 似乎又回

到了前几集的温馨与和谐 。 其实 ，

这恰恰还是创作者在主题表达上的

犹疑， 以及对于中老年女性形象认

识的粗浅造成的。 而母亲形象扁平

化的背后， 也间接影响到了凌和平

这样的父亲形象。 因为女性沦为工

具人， 那么父亲的性格丰富性亦被

大大冲淡。 这样的问题， 值得今后

家庭剧的创作者们深思。

无论如何，《以家人之名》 成功

地对“家庭”这一概念进行了全新的

阐释与理解， 这无疑是一种深入而

另辟蹊径的思考。 可以说，它为今后

的家庭剧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

的方法论。 它的高开低走，也再次告

诉我们， 观众终究还是期许在家庭

剧中得到真善美的熏陶，尽管《以家

人之名》的创新探索有些虎头蛇尾，

但显然“非传统家庭”关系模式的设

计将会越来越常见。 但如果对标类

似韩剧《请回答 1988》、日本电影《小

偷家族》等这样的优秀作品，不难发

现，该剧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问题。 的

确， 该剧在播出之初令观众眼前一

亮，颇有中国版 《请回答 1988》的观

感。 但类似《以家人之名》这样的国

产家庭剧， 往往缺失一种对人性描

摹的深度， 由于创作者对市场的过

分迎合， 导致无论情节设计抑或是

细节处理，都缺少一种独创性，不能

不说是一种遗憾。 《以家人之名》最

终还是没有超越平庸， 但毕竟虽败

犹荣。 对广大创作者来说，家庭剧仍

需努力！

（作者分别为中国传媒大学艺
术学院助理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

紫金陈作品的
优缺点都很明显 ，

其笔下的文字、 人
物和情节设定都带
着种粗糙感， 但那
种生猛姿态仍然让
人激赏

多年以前， 就曾与紫金陈的连载
小说初遇。 其作品的缺点其实显而易
见， 无论文字、 人物还是情节设定，

都带着一种网文的粗糙感 。 与此同
时， 其作品都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生猛
姿态， 就像 《隐秘的角落》 最后一集
终了黑暗中的五秒颤音， 破屏而出，

带来满足的阅读余韵———这也正是其
作品鲜明的优点。

多年以后 ， 连续改编自紫金陈
作品的三部剧集为何突然爆红 ？ 除
了剧作本身具有极高的完成度与话
题感之外， 能让早已熟悉核心剧情的
老读者们倾心， 靠的正是精心打磨掉
原作粗糙甚至崩坏之处的再创作。 仅
以最新一部 《沉默的真相》 为例， 其
中加入了关键性的证据和人物， 一众
演员的表演像是在施工图般的原著上
盖起了满是细节的房屋， 弥合了原作
的裂隙。

看到前段时间紫金陈因不满网友
对其作品给出的 “文笔有问题” 等评
论而怒删豆瓣 ID 的新闻， 实在哭笑
不得。 “糙” 是事实， 也是种武器，

某种程度上 ， 比西方侦探所谓 “冷
硬” 的拳头更适合国内的阅读生态。

一直追读作品的读者们并非要向 “著
名编剧 ” 学习创作 ， 大家的眼睛雪
亮， 能够看见粗线条的情节堆积， 也
能够洞察这个和万千网文作者一样为
生存写作的家伙有种不一样的固执，

他不要隐喻， 不要架空， 只想在迷雾
般的现实中强横地射出一道光。 既然
不违背读者的期待， 不妨碍改编者迸
发灵感， 何妨大方保留这种不开滤镜

的大颗粒粗糙劲？

近年有股非常糟糕的潮流， 某些
作家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号， 在作品中
随意拼凑吸睛的社会新闻， 若去掉包
装， 简直如同恶臭的地摊小报。 当年
马尔克斯的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
案》 虽也脱胎于现实， 却像是用幻想
之血泼向现实之恶， 远非眼下的 “剪
刀手” 可比。 紫金陈的作品里也有这
种简单粗暴、 “借” 来就用的特点，

比如 《长夜难明》 的结尾， 够生硬也
够胆量 。 但如果真将他的作品归为
“社会派”， 那么这种借用还是有着相
当的必要性， 能够为看似不真实的剧
情营造一个可信的空间。

从人设到情节
甚至于精神内核 ，

东野圭吾的作品绝
对曾是紫金陈的写
作教程。 当然， 从
不避讳自己擅学擅
借的紫金陈笔下的
故事一直在 “进化”

紫金陈与东野圭吾之 “似” 是个
绕不开的话题 。 其实不必看任何访
谈， 东野君的作品绝对曾是紫金陈的
写作教程。 早在东野成为 “畅销君”

之前， 笔者就曾读过他的 “神探伽利
略” 系列， 对所谓的 “理科推理” 感
到相当不适应， 作为神探的主角汤川
学也不怎么讨喜， 大学教授、 高大英
俊、 头脑超卓、 个性古怪， 可破起案
来像个没感情的平板 “立绘”。 谁能
想到， 在紫金陈笔下， 无论是徐策还
是后来凭网剧扬名的严良， 不但人设
像极了汤川， 连扁平模糊的形象也一
并移植， 确实是 “真爱”。

而情节上的似曾相识则更为 “惊
险”。 《无证之罪》 中骆闻献身式的
脱罪计划， 就让人没法不联想起 《嫌
疑人 X 的献身 》 。 并且 ， 这种 “致

敬” 远不局限于东野君———《隐秘的角
落》 中张东升 “带你去爬山” 的梗如今
人尽皆知， 原著 《坏小孩》 开篇这个大
胆的设定， 其实与天童荒太那部 “三个
小孩山顶推爹” 的超级名作 《永远的孩
子》 如出一辙。

不过 ， 这种 “悬崖边缘的疯狂试
探” 绝非抄袭。 紫金陈作品的 “核” 并
不在某个诡计的精妙或者不可能犯罪氛
围的铺陈 ， 情节人物甚至悬念都是工
具 ， 一气贯通地怒抒胸臆才是终极目
的。 在这一点上， 他的作品和东野君的
某些作品一样 ， 不能简单归入所谓的
“社会派推理 ”。 对于这种擅学擅借的
“超能力 ”， 紫金陈自己也倒是毫不避
讳———《长夜难明》 里， 紫金陈直接借
人物之口告知读者致敬对象正是电影
《大卫·戈尔的一生》， 也算是隔空交流
创作过程的聪明做法， 不必再为了 “劳
拉的原型” 费神解释。

从创作之初 ， 紫金陈作品就有种
“牵” 引读者的特点， 先抛出一个惊人
的案件， 如工商所全员失踪、 地铁站拖
箱运尸、 作假证伪造现场之类， 细节齐
备， 根本不必推理， 警察和神探们自会
细细道来， 然后甩过来一个高智商犯罪
的结论 。 此时读者就像咬到了钩子的
鱼， 很难冷静思考， 只能跟着游下去。

接下来， 沉默的真相才从隐秘的角落里
浮现出来 ， 呼啸着直奔主题 ， 不容质
疑 。 这种创作方式虽然稍显 “粗暴 ”，

却跟书中人物的行事逻辑格外契合， 让
读者愿意坐上这艘小白船晃向真相所在
之地。

其实 ， 紫金陈笔下的故事一直在
“进化”。 从早期质量的不稳定， 到 《无
证之罪》 的转向， 《坏小孩》 的实验，

及至 《长夜难明》， 完成度已经有了相
当明显提升。

他那经常 “平” 到近乎白描的朴素
文风熬到滑屏时代 ， 反而更受习惯了
“直给” 的读者们欢迎。 许多看完剧回
头恶补原著的人直呼痛快， 说是找回了
囫囵读完一本小说的感觉。 而过去作品
中神探太神、 凶犯太凶的 “怪” 癖也得

到了克制， 即使剑走偏锋如 《坏小孩》，

也为孩子们看似疯狂的行动做了充分的
背书， 积攒下足够的理由、 勇气、 智慧
和向往全新生活的愿望。

后来的 《长夜难明》 明显更加克制，

那种飞蛾扑火般的悲壮又让人想起东野
圭吾的封神之作 《嫌疑人 X 的献身》 和
《白夜行》， 不过这次并非纠结于哪些桥
段相似， 而是感受到了相似的 “核”。 这
个精神内核格外易碎， 丢了它， 即使拥
有相似的篇幅和情节， 也会让作品沦为
官能猎奇。 剧集 《沉默的真相》 当中有
一段看似与主线剧情毫无关联的情节 ，

追寻正义无果却饱受陷害欺凌的三人组
重聚， 饰演前检察官江阳的白宇贡献出
一段全网称赞的演出， 丢钱包后的逐渐
放大的反应让人真切感受到什么叫 “成
年人的崩溃只在一瞬间”。 急翻原著， 发
现这一段竟有着相当简洁有力的文字表
达 ： “这十年他从不曾掉过一滴眼泪 。

可是今天， 只是钱包丢了， 他哭了， 大
哭， 前所未有地大哭……” 初读时竟一
掠而过了。 感谢剧集的再创作， 像一只
放大镜般地褒奖着作者的心血， 也让人
自觉地收起毒舌和恶意， 回归文字本身。

东野圭吾曾经回忆和自己作品改编
影视剧的主演们共同接受采访的往事 ，

说人家美得发光发亮， 而自己表现得就
像个坐在台上追星的傻子。 作家和明星，

终究是完全不同的 “世界”。 成为超级畅
销作家后， 他仍然对作家这个身份有着
非常清醒的认知， 绝不愿像艺人般靠通
告访问甚至热搜八卦过活。 当然， 即使
在类型文学创作这条窄路上， 紫金陈与
东野圭吾的距离眼下也不可以道里计 。

但希望紫金陈能像东野君一样自知自省，

不要迷信眼前剧集带来的流量与回报 ，

而是反过来汲取如此优秀的良心改编之
菁华， 只有继续用一杆冷笔不断写出更
多带着热髓的作品， 才有可能从热卖一
时的 “畅销君” 蜕变成热忱一世的 “盗
火者”。

（作者为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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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开低走的 《以家人之名》， 让人们有了更多的思考———

要辨析家庭剧中奔流直下的善恶情仇
舒敏 潘佳谋

迅速翻红的紫金陈，

从畅销到常销的距离
小米

最近一段时间， 随着悬疑网剧 《无证之罪》 《隐秘的角落》 《沉默的真相》 相继火热
破圈， 其原著作者紫金陈也进入大众视野， 并俨然成为头部 IP。

为什么紫金陈的作品会成为收视保证？ 迅速翻红的紫金陈， 仅仅是在蹭网剧的热度？

今天， 让我们聚焦紫金陈的文学世界。

———编者

一种关注

▲ 《无 证 之 罪 》

《隐秘的角落 》 《沉默

的真相》 这些改编自紫

金陈原著小说的剧集接

连成为 “爆款 ”， 也让

紫金陈成为了头部 IP

由湖南卫视播出的家庭剧 《以
家人之名》一度成为“爆款”，巅峰时
豆瓣评分高达8.6分，一时好评如潮。

这是近几年来同类型作品中少见
的。 但最终，这部最高时收视率破3

的作品仅以7.0分收官，高开低走。

在人们为其献上一声叹息之余，似
乎也应该以此为例，对于未来家庭
剧的创作方向有更多的思考。

荩由紫金陈小说 《长夜

难明》 改编的网剧 《沉默的

真相》 剧照

荨 《以家人之名》 中， 三兄

妹分别来自三个不完整的家庭 ，

但从小一起长大， 相处融洽。 这

种人物关系模式可谓开启了国产

家庭剧的一股清流。

图为《以家人之名》 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