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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的品格》：
都市女性剧不应把套路当做路径依赖

卞芸璐

对于不少热爱网上冲浪的观众来说，近期

正在热播的都市剧《女士的品格》像是一张迟到

的答卷，而考题则是一个五年前由网友们集体

创作的“脑洞”。

2018年妇女节前夕，一组名为《淑女的品

格》的“饭制”（粉丝自制）新剧海报和配套“策划

案”曾在各大社交媒体广泛传播。两位网友以

“饭圈画饼”的方式，提出了这样的创作建议：拍

一个以四位40+女性为主角，以“不婚主义”和

“多金美丽”为关键词的故事。不拍家长里短、

婆媳争斗、狗血出轨，拍都市女性的潇洒自如、

快意恩仇和选择自由。热心网友还为这部剧选

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演员阵容：袁泉、陈数、

俞飞鸿、曾黎。

最初，网友只把这则消息当做“谈资”，借此

表达对彼时荧屏上实力中年女性演员缺席的遗

憾，以及对独立女性故事的渴望。没想到的是，

多家影视公司迅速的跟进立项和被网友“拟邀”

演员的正面回应，让“脑洞”好像有了照进现实

的机会。

可惜的是，尽管近五年来，独立女性逐渐成

为了都市剧舞台中央的角色类型，实力中年女

性演员也迎来了市场向好期，但能让网友交口

称赞的都市女性剧，却寥寥无几，与《淑女的品

格》相关的剧集项目也迟迟未能与观众见面。

正在热播的《女士的品格》与其于2022年播

出的姊妹篇《女士的法则》并不是第一批跟风网

友“脑洞”立项的剧集，却是目前唯二以相近剧

名与观众见面的都市女性剧。遗憾的是，它并

没有能像虚构的《淑女的品格》那样，激起观众

的追剧热情。

“历劫”的事业女性

一位是凭借死磕精神而驰骋公司商务部的

“隐婚”精英姚薇（万茜 饰），一位是婚姻破裂后

职场猛回头的商务总监安欣（刘敏涛 饰），还有

一位是不乏上进心但却因生育而遭遇职场瓶颈

的助理刘小溪（邢菲 饰）……

将《女士的品格》的三位主角列出，便知

这部剧选择的是较为安全的创作路线。人物

结构，是近年来都市女性剧惯用的“群像结

构”。三位主角则在年龄、婚恋状况和经济条

件上做了阶梯区分——从40+到20+，从离异

到新婚，从丁克到早育，从财富自由到刚刚小

康——毕竟，这是保证群像“采样”覆盖面的

最优解。

如果再加上在剧中由温峥嵘饰演的、存在

感相当强的商务部总经理许雯，《女士的品格》

也算是满足了网友“脑洞”中所设想的，四位事

业女性职场相见的“高概念”设定。但与观众预

期相差甚远的是，剧中的四位职场女性并没有

因为经济独立而获得想象中的人生选择自由，

反而每一位都在不同程度上“历劫”。

处于事业上升关键期的姚薇工作雷厉风

行、婚姻甜蜜幸福。然而，因为上司许雯对已

婚未育的下属有偏见，她不得不选择了“隐

婚”。即便小心如此，她还是一度因为意外怀

孕陷入事业危机，并被迫在生育和保住职位间

做选择。头年入职、次年怀孕的刘小溪处在相

同的职场环境中。她的压力不仅来自于许雯

对她在工作上的边缘化，还来自于大城市工薪

育儿的负荷，以及和丈夫之间难以均摊的育儿

职责。如果说，这两位主角的困境与不健康的

微观职场文化密切相关，那丁克一族的“空降”

总监安欣看似应当顺风顺水一些。然而，她却

是剧中磨难最多的一个。一起白手起家的丈

夫不仅出轨，还企图隐匿财产骗安欣离婚，并

围绕生育问题对她进行残酷的精神操控。就

连事业上打破玻璃天花板的许雯，也没有笑对

人生的权利，还有一段破碎的母子关系等着她

去修复。

《女士的品格》中的女性困境是典型的也是

极致的，是来源于生活的但又是高度集中的。

刻画职场女性当然可以表现困境，但如果这种

困境更多来自规范的职场竞争，而非过时的偏

见、渣男的辜负和家庭的琐碎，可能会更符合都

市剧体现文化现代性的类型潜在要求。

没有选择的选择

“生活中，有些事看起来由你决定，但好像

你什么都决定不了。气氛烘到那了，连纠结

的余地都会越变越窄。”《女士的品格》中，这一

句借姚薇之口说出的台词，在观众之间引起了

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议。这句台词的前情是姚

薇得知自己意外怀孕，她本倾向于为了刚起死

回生的项目放弃生育，但一封不知何来的匿名

信却让情况急转直下，她本人也遭到了人身

攻击。

与这句台词共情的观众认为，这句台词看

似轻描淡写，但却写出了生活无常本质。每一

个想要完全控制人生议程，把一切置放于确定

性中的人，最终都会遭遇失控的沮丧。但也有

观众不认为把选择交给“气氛烘托”，符合姚薇

这个人物的性格。作为一个职场干将，她对进

程管理和危机控制应当有清醒的认识。这样的

感性发言在生活中可能会有，但放在这种彰显

人物性格的关键情节点过于随意。

从台词的微观层面来看，这两种看似相向的

观点各有道理，都能成立。不过如果把“选择”从

主旨层面提炼出来，就能看出《女士的品格》到底

为何在价值输出上，未能引起观众共鸣。

《女士的品格》给三位女主角出的最大选择

题显然是，“生育和事业，女性应该怎么选？”而

列出选项则大致有三：选生育，事业上得过且

过；选事业，干脆放弃生育；事业生育两手都要

抓，两手都要硬。

40+女性代表安欣选择的是要事业，不要生

育。可惜的是，为了这个选择，她失去了苦心经

营多年的婚姻。尽管编剧很善意地为离异后的

她，安排了两位“年下”的恋爱对象，但这显然已

经走出了现实主义的领地，迈入了偶像化的圈

层。20+的刘小溪原本选的是事业优先，但渴望

生育的丈夫帮她做了早育的决定，这让她的生

活陷入了失控，忙到焦头烂额。姚薇原本的选

项也是事业，但最终决定要事业生育两手抓，并

和安欣一起帮扶刘小溪走出事业低谷期，让她

也走上了两手抓的道路。

比较下来，这道选择题似乎只有一个正确

选项，那就是事业生育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

硬。按照戏剧创作规律，这也就是《女士的品

格》想要做出的社会价值观输出。昂扬的情绪

倡导当然有其感染力，但在观众呼唤都市女性

剧多样性的当下，这样颇具压迫感的主旨不能

引起广泛共鸣，也就不难理解了。

人物塑造的惯性

世界因多样性而美好，而多样性的来源，正

是那一个个选择人迹更少的路的人。仔细思

考，《女士的品格》所提出的选择题，其实还有不

少其他选项。

因母亲的身份而感到充沛成就与满足的女

性，拥有不因放弃事业而遗憾的权利。女性也

拥有为了投身于某项伟大事业，而保持独身的

权利。即便是职场不得意也无缘婚育的女性，

也还依旧有着保持精神独立的选择。

所以，将视距再拉远一些，我们会发现《女

士的品格》最大的问题不是因为“脑洞”过时，或

者将职场与生育主题混搭。这部剧最大症结，

也是如今女性都市剧共享的“卡脖子”问题——

那就是在“独立女性”塑造上，所形成的诸多叙

事成规和价值表意惯性。比如，独立女性要作

为专业精神和职业能力的代言人，要成为亲密

关系中的节奏把控者，要成为“女性帮助女性”

的实践典范，要当与一切社会陋习“正面刚”的

正义使者……

独立女性并非只有一种样貌，都市女性剧

也不能把套路当做路径依赖。如果总是将模式

化的独立女性当做创作前提，所谓的现实社会

采样，也很容易陷入“圈地自萌”的逻辑。

（作者为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山东师范大
学新闻与传媒学院青年教师）

影视剧中“吃饭戏”的热闹与门道
如何让一顿饭有效参与影视叙事

桂琳

影视剧中，一顿饭仅仅是一顿饭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罗伯特 · 麦基在《故

事》一书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物如何吃

饭，是编剧在撰写剧本时必须认真考虑的问

题。因为吃饭在世界各地都是一种礼仪，蕴含

了丰富的内容。这个观点在最近国内两部热播

影视作品中得到了印证：电视剧《狂飙》和电影

《无名》。吃饭在作品中被处理得或浓墨重彩，

或精致细腻，相信看过的观众都会对其感到过

目难忘。

无论是豪华宴席还是寻常小吃，如何拍好

一场“吃饭戏”，确实值得国产影视创作者们思

考和挖掘。

用“吃饭”触摸生活，刻
画人物

吃饭戏是影视剧中重要的场景呈现手段，

各种饮食和器具让作品充满生活细节，其中的

人间烟火气更是成为影视创作对生活逼真再现

的利器。石锅拌饭、韩式炸鸡这些食物很多观

众可能就是从韩剧中知晓的。而港片中的打边

炉、车仔面等则让我们看到了香港生活的底

色。前段时间红火的《梦华录》中北宋的点茶表

演和精致果子，令观众赏心悦目的同时也大力

宣传了传统文化。可以说吃饭戏有时候就是一

种最直接的文化输出。

而更优秀的吃饭戏不仅能表现生活的表

层，更是能够进入生活的肌理。在这方面，文学

作品为影视剧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用吃饭

写人情世故，《红楼梦》是典范。当刘姥姥说完

一通餐桌笑话之后，曹雪芹就通过对众人笑声

的描写，将餐桌座次所体现出来的人物地位和

关系不露声色地揭示出来。87版电视剧《红楼

梦》中就以影像完全复现了这段描写，其中黛玉

笑着也只是伏着桌子叫“唉哟”，宝玉则直接滚

到贾母怀里这一个小动作，黛玉对自己寄人篱

下身份的清晰认知，还有宝玉在贾府的特殊地

位都呈现在观众面前。

张爱玲非常喜欢写吃饭，在《封锁》中，她

写道：“吃是太严重的一件事了，相形之下，其

他的一切都成了笑话”，写吃饭可以说尽显她

对日常生活的看重和与普通人的共情。其中

既有《童言无忌》中“白外套的伙计们各个都

是红润肥胖，笑嘻嘻的，一只脚踏着板凳，立着

看小报”似的可爱，又有《烬余录》中“因为怕流

弹，大小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

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般的残酷。其

小说的影视改编中只要能够细腻地再现这些

吃饭细节的描写，立刻就深入到人物生命的内

蕴之中。

很多有经验的导演喜欢使用吃饭自然的演

员。而不少优秀的演员也都喜欢用吃东西来塑

造人物形象，因为吃饭的状态往往也是人最自

然和放松的时候。人对食物的态度，更是能够

真切地反映出其真实性格。

《纸牌屋》中的总统最爱吃猪肋排，他吃肋

排的样子就是其凶狠残忍性格的表达。《无间

道》中韩琛露面的时候总是在吃成堆的盒饭，透

露出这个人物既世俗又贪婪的个性。《绿皮书》

中白人司机与黑人音乐家旅行到肯塔基州，炸

鸡是这里的地方美食。因为爱吃炸鸡也是对黑

人群体刻板印象的建构，导致黑人音乐家故意

远离炸鸡。但当白人劝说他第一次吃炸鸡后，

黑人音乐家立刻被其美味所征服。吃炸鸡在这

里成为刻画黑人音乐家从内心开始摆脱种族歧

视对自己伤害的开端。

用“吃饭”展现冲突，承
载情感

说到用吃饭戏展现冲突，人们耳熟能详的名

篇就是《鸿门宴》。与当时实力更强的项羽相比，

刘邦赴宴是凶多吉少。但通过宴会过程中的各种

暗中较量，刘邦不仅全身而退，而且还彰显出比项

羽更适合做皇帝的性格和谋略。《鸿门宴》中这种

以吃饭戏展现斗争和冲突的手法，在温情中见凶

险，轻松中藏杀机，显出了更丰富的层次和意味，

对当代武侠片和警匪片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导演胡金铨应该就是借鉴了鸿门宴手法，在

电影《龙门客栈》中设计了一段令人叫绝的吃饭

斗争戏。一群人一起吃火锅本来是亲热的举

动，火锅代表着融合和火热，通过吃火锅能够拉

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龙门客栈》中却反其道

而行之，将一段吃火锅场景拍得刀光剑影，惊险

无比。导演尤其是巧妙地将酒杯设计成了较量

的武器，上演了一场酒杯暗战。妹妹偷偷得知

敌人在酒中下毒之后，为了防止不明真相的哥

哥喝毒酒，几次假装碰翻哥哥的酒杯。敌人转

而直接劝说妹妹喝毒酒，妹妹又巧妙利用碰杯

的机会将毒酒碰入敌人酒杯。敌人被逼得恼羞

成怒，假借劝酒之际，干脆将酒杯放在剑尖上直

接刺向妹妹，却被妹妹用手紧紧按住并反刺回

来，最终逼得敌人只得作罢。比起真刀真枪的

比武，这场灵动迅速、暗藏杀机的酒杯斗反而更

具有视觉美感。

很多观众都有一个观感，就是香港警匪片

的人物似乎总在吃饭，而且将吃饭表达争斗拍

得充满想象力。《无间道2》中，老大死后，他的四

个下属也是聚在一起吃火锅。火锅在这里隐喻

着刚刚空出的权力，一群人则通过吃火锅争权

夺利。导演通过镜头设置和他们吃东西的姿态

巧妙地将他们各自的弱点暗示出来。倪家接班

人倪永孝后来正是利用他们在餐桌上表现出来

的弱点将他们一一除掉。近期热播的电视剧

《狂飙》中高启强在吃火锅时解决掉了几个高层

的桥段，就是借鉴了《无间道2》中的火锅戏拍

法。除了学习，《狂飙》还有创新，其中将安高两

位正邪对立主角的吃饭戏拍得尤其精彩，将斗

争的激烈与情感的交流同时呈现，为警匪类型

的艺术创新带来新的启示。

吃饭能展现冲突，食物更可以承载情感。

小时候妈妈做的吃食会终生萦绕在我们的心

头，象征着我们对家的眷恋。而家乡的特色美

食往往会快速地引出我们的乡愁。在《我的团

长我的团》的开头，有人提议吃猪肉炖粉条，这

道东北特色菜让东北籍战士突然十分想家，并

用跑调的声音唱起了《松花江上》。地方美食与

音乐的结合将人物强烈的家国情怀奇妙地蕴含

其中，十分动人。《狂飙》中高启强最爱猪脚面，

他每次都是边吃面边讲述他小时候妈妈给兄妹

三人只买一碗猪脚面的故事。爱吃猪脚面既表

明了他的底层出身，更是表达了他超强的亲情

意识和家庭观念，从而为这个反面角色增加了

情感色彩，带来了出其不意的艺术效果。

很多优秀的东亚影视导演，采用东方含蓄风

格的拍摄手法，将复杂丰富的情感蕴含在家庭生

活的吃饭戏中，开发出了与西方家庭情节剧完全

不同的艺术风貌与文化内蕴。比如小津、侯孝贤

等导演喜欢以相对固定的长镜头拍摄一些吃饭

戏，让观众产生时空凝固的感觉，并体会一种重复

和麻木的生活。是枝裕和、王小帅等则在这种凝

固中加入一些细节的变化，让吃饭戏能够更有力

地揭示变换的社会面貌和人们的精神世界。

王小帅的电影《地久天长》中就有两场相互

映衬的吃饭戏，两次吃饭间隔几十年时间，在同

一个房间，家具摆设完全一样，人物的位置和摄

影机机位也完全一致。但其中又安排了一些细

微的变化，从一家三口的日常对话变为老两口的

相对无言，影片甚至细腻地将食物所升腾起的温

暖气息在第二次吃饭时有意去掉，这种工整中的

细微差别在无声中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冲击力。

由此可以发现，千万不要小瞧了影视剧中

的吃饭戏拍摄。吃饭戏看起来日常、随意，好像

很容易拍，其实可能并不那么简单，在影视剧中

还可以承担起多重功能。如果能够用心创作，

以美食为纽带的吃饭戏也许能够为中国故事的

创新表达和文化影响力扩散带来意外的惊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

《女士的品格》并没有能够激起观众的追剧热情

▲电视剧《梦华录》剧照

▲电影

《 还 是

觉得你

最 好 》

剧照

 电影

《无名》

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