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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艺百家

《张卫国的夏天》（以下简称《张卫

国》）既没有火爆，也没有塌方。剧中故

事零零碎碎，风格又偏荒诞奇巧，都指

向了该剧在题材、选角、内容上的“中年

夹生饭”问题。对比国内其他成功中年

题材影视剧的经典呈现和现代特色，此

类型的精髓就是要描摹出“苦恼人的

笑”，这是“张卫国们”希望达到但又没

完全做到的。

中年夹生饭：
剧情的“熟”与选
角的“生”

人到中年，一地鸡毛，四顾茫然，几

声叹息，无数纠结。张卫国饱尝“中年

综合症”，借钱、被骗、房奴、失业，少时

被最亲的大师兄林宏年背后拆台，落下

终身腰伤，后又搞出一幕“太监的后裔”

来赚取流量和捞外快，就像他自己跟失

联多年又重逢的师姐赵燕调侃，“这一

辈子过得并不顺利，小时候腰摔了，前

段时间老爷子又过世，媳妇早些年也走

了，一个人拉扯儿子长大”。

师兄林宏年本来在传统电视节目

中占“C位”，却在新媒体竞争中被辞

退，从南京“大佬”成为“北漂”一族，在

事业和家庭两难中进退维谷；而林太太

顾佳怡则“刀子嘴刀子心”，身为中医，

着魔养生，外圆内方，划得身边人都遍

体鳞伤；张卫国暗恋对象赵燕“神经系

统不太好，焦虑症、强迫症二合一”，再

也不像当年“夏天里的小太阳，永远发

光发热”，中年身心压力巨大。

《张卫国》角色张力大，细节瓷实，

题材精准，又世俗诙谐抓到中年人这种

“夹缝”生存的状态，是“夹生饭”半生半

熟中偏“熟”的那部分，故事有看头，对

话挺来劲，对手戏精彩，整体的确有股

嚼劲。

说到中年，必须有恰当的演员来演

绎，这就不得不说“黄磊现象”。这部剧

与其说是“张卫国的夏天”，不如说是

“中年黄磊的夏天”。近年来沉迷于综

艺的黄磊每每出演电视剧就槽点不断，

话题性十足。之一是其在综艺和影视

上的形象往往彼此勾兑、勾连，尤其是

《向往的生活》让他彻底成为中年家长

代表，虽温文尔雅，但爱油腻说教，之后

其综艺常驻似乎都脱不了“大叔”的标

签，进而影响他接戏及戏中的角色。之

二是与之前角色的反差，想当年，青春

帅气的黄磊在《四世同堂》《人间四月

天》《橘子红了》中拿捏有度，惊艳四座，

自编自导自演的电视剧《似水年华》以

及话剧《暗恋桃花源》都让人感叹其特

有才气。然而近几年黄磊的几乎每部

作品（《嘿，老头！》《小别离》《小欢喜》

《小敏家》等）都角色雷同，总是爸爸身

份，过于演自己，细节显得松垮随意，有

点过了头；这次的张卫国就像从《小敏

家》里穿越过来，还是那个唯唯诺诺，迷

迷敦敦，憨厚嘴碎易骗的大肚男人，人

设又延伸到剧情，感觉老套又狗血，似

乎总在自己的中年里面打转，看张卫

国，却总有黄磊的影子。

选角尴尬其实就代表中年夹生饭

中的“生”。国内能演好这种中年沧桑、

生平厚重但娓娓讲述、举重若轻的男女

演员并不多，大多是“本色出演”，很难

挑战自有形象之外的新角儿。黄磊算

是做出了有益尝试，虽然形象和人设上

基本延续之前的套路，但气质上挑战老

北京的胡同爷，一个卑微却不弃的小人

物。然而张卫国身上的“京味京腔京

韵”少了灵魂，只留下形象上的宽裤衩、

凉拖鞋、小平头和大茶杯。对比之前热

播的《欢迎光临》朱雨辰饰演的北京爷

们儿王牛郎，少了那股劲。

“黄磊现象”只是缩影，选角上的

“半生不熟”也和剧本以及剧集整体呈

现有关。《张卫国》中还有不少“半料子”

地方。努力去接地气，但地域特色偏偏

浅尝辄止。比如开头那首京韵大鼓说

唱《都挺好的》让人眼前一亮，而随后张

卫国世代居住的旧胡同就只有老槐树

下竹藤椅，光剩形象，没法融入剧情，就

像剧中老北京花茶，那茉莉香片总隔着

一层屏幕。同样，老南京也付之阙如，

光有一句张大车的“乖乖隆地咚”，顾一

家都没南京腔，这点，《张卫国》比不上

《情满四合院》《正阳门下》的京味以及

《乔家的儿女》中的秦淮。此外，一班老

戏骨虽然很传神，但故事剧本比较单

薄，太过于戏剧化，尤其是“长江边撒骨

灰”里的巧合与刻意，反倒冲淡生活日

常，让本来纠结糟心的“中年世俗”滑向

了“亢奋狗血”。

“苦恼人的笑”：
生活虽苦，笑而
面对

中年题材影视剧虽然形式多样，其

灵魂就是展现“苦恼人的笑”。生活虽

苦，笑而面对，我想，这也是《张卫国》认

同的，否则就不会用黄磊的碎嘴装萌、

刘奕君的半真半假、和中医悄悄在腰疼

的张卫国背上扎狠针来愉悦观众。大

部分时间也是中年彷徨的我们，看剧不

就是图个“没事偷着乐”？

但是否能触及这灵魂，可遇不可

求。首先题材上“稀缺宝贵”，中年剧论

兴奋度比不上青春剧的颜值与热血，厚

重连绵度又抗不过家庭情节剧，所以一

直在类型剧中也是数量不多，不温不火，

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经典，仍是几十年

前的《苦恼人的笑》《人到中年》《贫嘴张

大民的幸福生活》和《没事偷着乐》。

同时，就创作而言，拿捏好分寸，掌

握好火候，既写出中年挣扎，也有开心

释怀，在怀旧与展望中看到现实，避免

出现“中年夹生饭”，并不容易，就像中

年发展之路，并无太多规律可循。影视

界曾经很崇尚“高概念”，即希望用一句

特色来总结剧情，否则难以区分其他作

品，但中年剧普遍“难概括”“难定位”，

故事多样，亚类型多。近年来，黄磊领

衔的“中年题材剧”就有《小别离》《小欢

喜》《小敏家》等，几乎都是热播剧。这

个系列虽然中年感十足——题材清晰、

情感微妙、家庭纠结，各种中年忧欢，但

也暴露出《张卫国》中同样选角的“半生

不熟”，尤其体现在黄磊缺少变化，自我

投射的中年父亲的角色上。

其他热播剧如《不惑之旅》《人到四

十》《我是余欢水》《我的前半生》等，都

各有成败的经验教训可借鉴：《不惑之

旅》中虽然表演在线，但剧本变形夸张

充满“文艺腔”，非要搞成《简爱》的中国

版；《人到四十》王志文领衔的卡司惟妙

惟肖地将各角色的病态中年展现出来，

借着精神病院的笑声反讽了社会；《我

是余欢水》则诙谐荒诞，从一个loser身

上看到光芒，比一般中年剧的苦恼更进

了一步；而《我的前半生》通过两对家庭

把事业爱情、婚姻劈腿杂糅在一起，笑

意少了点，碎梦王子灰姑娘。

苦恼要切实，笑对须诚意。这应是

中年题材剧万千变化中的不变圭臬。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这类剧都要努力刻

画中年男女在事业、家庭、个人、子女、

情感上的“夹缝状态”和“再奋进”的激

昂可能，保持一种“苦中作乐”的态度：

或像《苦恼人的笑》中用“人们要诚实地

生活，诚实地工作”来反抗特殊历史时

期社会上那些魑魅魍魉们的狂妄之笑，

或如《人到中年》自嘲式地感叹“拿手术

刀不如拿剃头刀”，来消解中年大夫“工作

担子重，生活担子也很重”的困境；要么直

接就“没事偷着乐”，冯巩标志性的天津口

音和咧嘴大笑，让观众从头到尾都乐呵

呵，看完之后回味却莫名悲伤，中年惆

怅，这是“苦中作乐”的另一种变调；要不

就像京剧团失业之后的张卫国，“煮熟的

鸭子，就剩下嘴硬”，不得不还给坑自己的

师兄林宏年做专职司机，一身如房产中介

式廉价西服，却笑呵呵感叹“祖上也富过”

“现在人人都有车，就我没车；当年是我

一人有车，别人没车”。

《张卫国》有个小细节值得玩味，梅

婷扮演的师姐赵燕刚从中医诊疗出来，

虽开着大奔，却私下里跟卫国说，“前两

年父母去世，今年年头爱人也去世了，

我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亲人也没了”。被

问起是不是总闷闷不乐，赵燕自嘲道，

“生活，哪有一帆风顺的。”黄磊马上讪

笑回应，“咱这岁数，还不着急感叹生

活”。这就是中年无奈之下的特有智慧

和生活哲学。

苦恼而笑但又夹生难熟，剧中的

“张卫国们”有追求也有怅然，但这何尝

又不是中年题材剧普遍的一种状态:

求之而不得。这也反映出此类中国电

视剧，乃至影视行业在类型、选题、角色

和演绎上的某种中年困惑。

（作者为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

袁泉说：我喜欢自己这张有阅历
的脸，契诃夫的很多话剧要40岁以后
才能演。

然而遗憾的是，在新剧《玫瑰之
战》里，这张脸无时无刻不被蒙上一层
厚重的美颜滤镜，磨平了眉梢眼角的
皱纹，也遮蔽了岁月留下的馈赠，即便
她扮演的角色已经是一个11岁孩子
的母亲。

当滤镜成为“岁月神偷”，国产剧
对于美颜滤镜的过度使用，再一次成
为网友热议的话题。

平心而论，美颜滤镜在影视剧中的
使用，是技术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高
清摄像技术和高清显示屏的广泛运用，
使得演员脸上的瑕疵无处可逃，利用后
期制作技术进行适当修正以给观众一
个舒适的观感，合情合理。然而凡事过
犹不及，当滤镜开到网友口中的“十
级”，故事就成了事故，各美其美就成了
千篇一律。不论男女老少、现代古装，
统统肤若凝脂，如假不包换。

十级美颜滤镜，过滤掉的是表演
的生动。所谓七情上面，各表内心滋
味，面部是演员表演的重要工具。所
以观众们用“面瘫”来形容一个演员不
会演戏，用“眼袋里都是戏”来表达对演
技的夸赞。而凯特 ·温斯莱特则说：“正
因为我们是演员，所以我们更不愿意
只有一张永远不变的、僵硬的脸。”然而
面部表演并不是表情越夸张越好，恰
恰相反，好的演员，能够通过微表情来
表现丰富的情绪细节，比如窃喜时眉
梢的舒展，隐忍时嘴角的抽动。而当
一张脸被滤镜过度磨皮和美颜，我们
还能看到这些牵动人心的瞬间吗？

十级美颜滤镜，过滤掉的是角色
的真实。仍以凯特 ·温斯莱特为例，她
在45岁时素颜主演《东城梦魇》，有一
场戏，导演拍完后对她说，可以帮她在
后期制作时修掉隆起的肚腩，温斯莱
特回答说：“你敢！这才是一个中年妇
女的真实形象。”而她也因为不满过度
修图两度退回该剧的宣传海报，“我希
望自己的脸庞与身形，能反映出角色
的年龄、生活与经历”。反观《玫瑰之
战》，难怪网友会问：如果不能接受中
年女性的真实样貌，为什么还要拍一
部中年女性主演的中年题材剧集呢？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大开美
颜滤镜的剧集，往往在评分网站很
难获得高分。这不仅仅因为过度使
用滤镜反而给观众带去不好的观
感，更重要的是，滤镜的过度使用
代表了剧集制作的审美取向，反映
在作品中，即对于正常容貌瑕疵的
零容忍和对真实美的拒绝。

朱光潜曾经说过，不但善与美是
一体，真与美也无隔阂。而参差多态
正是世界的真相。自然赋予每个人的
外表存在的权利与尊严，文艺作品要
做的，正是发现其价值，对其进行生动
地描摹与展现，从而启迪观者，不再对
自身和自身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山
海情》之所以动人，靠的不光是几位主
演，还有那些作为普通农民出现的“一
次性角色”。他们并不漂亮，别说以演
员的标准来衡量，即便放在普通人中
也不起眼。但正因为如此，他们看上
去就像是你我生活中会遇到的人，如
此朴素鲜活，他们的喜怒哀乐也由此
被你我狠狠地共情。

这样的角色光谱，在十级滤镜的
剧集中是看不到的。而与角色的真实
性、多样性一并消失的还有剧情的抓
地感。《玫瑰之战》开播以来，与容貌失

真一起受到观众批评的就是剧情失
真。知名律所的员工们竟然“天还亮
着呢就下班了”，案件总是发生在监控
探头正好坏了的地方，记者们像关注
大明星一样热衷于打听律师的出轨八
卦，被告在审理过程中被控方证据偷
袭于是当庭提出不公开审理……如此
种种不合理的情节，但凡事先稍微做
一下功课就可以避免，然而却这样堂
而皇之出现在剧集中。

由此可以看出，过度使用美颜滤
镜只是一个表征，背后是创作导向发
生了偏差。网络评分是一种民意，而
一些创作者已经远远落在了观众和
时代的后面。我们由衷地希望，创作
者不要用滤镜屏蔽观众对真实美的
感知，更不要用滤镜隔开自己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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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黑男孩》，科尔森 · 怀特黑德

再度获得普利策小说奖——这是能与

福克纳、厄普代克比肩的殊荣。近期，

这部作品被引进出版，更多读者得以走

近这位当代英语世界最受瞩目的小说

家之一。

在《地下铁道》之后重访“种族主

义”这个沉重的话题，并不是怀特黑德

一时兴起，而是他多年来的“夙愿”。

2014年夏天，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市一

个手无寸铁的18岁黑人青年被白人警

察枪杀，进而引发了“黑人的命也是命”

的反种族主义抗议与骚乱。但身为小

说家，在催泪瓦斯和燃烧弹面前，怀特

黑德感到了“深深的无用感”。他回忆

道，“弗格森的夏天开启了我们对暴行

的新一轮讨论”，尽管有关黑人与警察

的探讨“总是冗长而乏味，我们或许会

就警察暴力执法的问题讨论上个一年，

之后便偃旗息鼓，再然后一个新的轰动

性事件让我们重新开始讨论”。怀特海

特不禁自问：“我又能做点什么？”

同样是2014年的夏天，怀特黑德被

另一个“暴行”事件震惊。在浏览推特

的时候，他看到了有关阿瑟 ·多齐尔少

年管教所的报道。这座位于佛罗里达

州首府附近、成立于1900年、曾是全美

规模最大的少管所遭到举报，被指控涉

嫌虐待、毒打、甚至谋杀其看管的未成

年人，最终经调查确认属实，被州政府在

2011年正式关闭。2012年，得到授权的

南佛罗里达大学考古团队对其进行了遗

骸考察，测算显示，有将近100名男孩死

在这里。此消息被各大媒体竞相报道，

整个美国为之惊骇。那时的怀特黑德

有种直觉，有一天他会为此写点什么。

在之后的几年，“白人警察”“少管

所”“暴力执法”“监禁虐待”等词条不断

汇聚交织，怀特黑德开始一遍遍思考到

底哪里出了问题。身为非裔美国人，他

自然而然地联系到种族问题——奴隶

制、吉姆克劳种族隔离、无处不在的种

族歧视。用他的话来说，“写一本有关

我们体制性失败的书，有关种族主义和

监禁体系的书，似乎能够帮我搞清楚，

我们这个国家到底身处怎样的境况”。

《黑男孩》以多齐尔少管所的一名

幸存者为叙述者原型，怀特黑德借其回

忆之口讲述了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美

国一个荒唐骇人的故事：行为得体、成

绩出色、被马丁 ·路德 ·金深深感化的黑

人男孩埃尔伍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搭

乘了一辆黑人偷来的车准备去上大学，

却被不问青红皂白的警察关进了尼克

尔教养所，在那里开始了被奴役、欺凌、

虐待的生活，最终丧命于逃跑的途中。

同是基于事实的虚构改写，但相比

以黑奴逃亡为故事核心、首获普利策奖

的《地下铁道》，怀特黑德坦言，《黑男

孩》的创作让他感到更加沉重：对于前

者，“我在动笔之前已经做好了起重工

作，写作过程中只需要做些研究、再以

某种（文学）方式将奴隶制呈现出来”；

对于后者，“我是在一种永远无法平息

的（愤怒）中一步一步走向小说尾声

的。而当我写完它，我看到新闻中正有

一大批（移民）孩子在美国边境被送往

集中营监禁”。如果说《黑男孩》是一个

关于有权的强者凌虐无力的弱者、却从

未遭受责罚的故事，那么令怀特黑德无

比沮丧与愤怒的是，这样的故事不仅发

生在种族问题最严峻的20世纪60年

代，同样发生被宣称为“后种族时代”的

当下美国。

就在《黑孩子》荣获普利策小说奖

的当月，46岁的非裔美国男子乔治 ·弗

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作

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对于弗洛伊德案引

发的全美乃至全球范围的反种族主义

游行示威，怀特黑德并不认为会带来多

少实质性的变化。“如果你要写有关体

制性种族主义和（美国）人作恶能力的

故事，你可以选择1850年、1963年、或

者2020年。不幸的是，这样的故事实际

上适用于所有时期，它正在发生，而且

在未来的许多年，它仍将继续。”如果说

怀特黑德用历史与虚构的杂糅想象、通

过《地下铁道》和《黑男孩》探访了前两

个最黑暗的时期，那么出生于1969年的

他本人却用50多年的人生见证了种族

主义幽灵的无处不在。

怀特黑德出生在纽约一个优渥的

非裔家庭，父母是成功的商人，他和兄

妹四人从小就住在曼哈顿上城，上的是

精英阶层专属的私立学校。但他父亲

脾气暴躁，还有点酗酒的毛病，阴晴不

定的家庭氛围让童年的怀特黑德性格

孤僻、充满了不安全感。他自述继承了

父亲“在看待美国种族问题上，那种犹

如末日即将降临一般的悲观态度”，并

且一再真实发生的可怕事情让他“放弃

了种族问题终将有所改观的念头”。尽

管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选举权法

案彻底废止了种族隔离政策，尽管2008

年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

美国总统，尽管怀特黑德毕业于哈佛大

学英文系、现住在位于长岛的一处4000

平方英尺、占地2英亩的房子，他清楚每

一个黑人都知道的事实：无论取得多大

成就、拥有多少财富，都无法摆脱黑皮

肤所遭受的异样待遇，都无法改变他有

一个曾是弗吉尼亚黑奴的祖先，他的名

字科尔森正源于那个人。“每当有警察

巡逻车从我身边缓缓开过，我都会想，

我的生活方向会不会在今天发生改

变”，怀特黑德一直真切地笼罩在这种

惶惶不安之中。

怀特黑德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

《黑男孩》 中，埃尔伍德是马丁 · 路

德 · 金的忠实粉丝，不仅将金的演讲当

成自己的座右铭，更在日常生活和少管

所中切实践行了金的非暴力抗争理念：

坚守正义的原则，坚信人性的力量，坚

持用爱感化敌人、进而赢得自由。但残

酷的现实一次次嘲讽、粉碎了金的理想主

义，直到遍体鳞伤的埃尔伍德只保留了隐

忍的能力。对所有曾遭受殴打、强奸、残

杀的“黑男孩”而言，“爱”只是一种奢侈、

甚至有些荒唐的要求。怀特黑德亦坦言，

他无法像马丁 ·路德 ·金那样，用博爱去拥

抱压迫自己的人，但他可以做到、也必须做

到的是，在残酷的现实中保留一点希望

感。尽管小说的笔调是阴森灰暗、令人压

抑的，但怀特黑德并没有将叙述引向彻底

的毁灭，而是收尾于一个死里逃生者的救

赎与重生。

在创作《黑男孩》的日子里，每天早

上打开电脑，怀特黑德都会看到两句

话：“犯罪的人逃脱了惩罚。无辜的人

忍受着痛苦。”这是动笔之初他为自己

写下的备忘录，希望以此提醒自己，到

底要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然而，写完

后他却发现，小说后三分之一讲述的都

是这两句话之外的东西：“面对这个事

实，你会怎么做？明白这就是现实之

后，你会选择如何生活？你又将如何适

应它？”

“乐观是我不得不保持的心态”，在

怀特黑德看来，这是身处种族主义的黑

暗漩涡而不被绝望吞噬的“自救”。毕

竟对万千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埃尔伍

德和弗洛伊德的美国黑人而言，活着本

身就是一件需要用尽全力的事。

（作者为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
学副教授）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当种族主义的幽灵在“后种族时代”的美国飘荡
——评新近引进出版的普利策小说奖获奖作品《黑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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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题材剧的苦恼与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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