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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影视

《外婆的新世界》是一个异类，是一部颇具实

验性的作品，给常规的网剧创作提供了一种稀缺

的路径，即公路题材的实践。一方面，它有连贯

的情绪逻辑，不乏现实主义底色；另一方面，它采

用散淡的单元式叙事，更有浪漫化的想象——这

种分裂感是如此显著，以至于无法简单地将它归

入到某个具体类型或叙事框架里去，导致观众口

碑两极分化。这部剧如同石头里蹦出的猴子，注

定有搅动乾坤的效果，它让一部分观众惊叹赞

美，也让另一部分观众果断弃剧。但无论如何，

这场大胆的创作实验值得鼓励，它让观众看到了

一种罕见的可能性，并挑战着固有的创作观念。

以《外婆的新世界》为代表的公路题材网剧出现，

使得创作上根深蒂固的类型观念开始焕发了新

意，也为国产剧引进了新的探索。

编剧用间离效果耍了个大心眼

《外婆的新世界》不是典型的网剧形态，它以

外孙女等旁观者的视角娓娓道来，讲述的是外婆

孙玉萍五年前突然离家出走，去见识更为广阔的

世界，寻找并再造自我的新生活的传奇故事。剧

中旁观者们的讲诉有双层含义，首先是他们对外

婆经历的陈述和评价，其次是他们的自我陈述和评

价。前一层关乎整个剧情的发展，后一层则无疑增

加了“间离效果”，使故事更能激发观众理智的思

考和评判。剧本如此设定，源于编剧李樯对话剧

艺术的偏爱，他把舞台技巧融入到网剧的创作

中，试图创造出一部有突破性的作品。

外婆出走五年后，家人才意外得到外婆的消

息。于是外孙女窦绮和外婆的孪生姐姐姨婆孙

玉兰一起踏上了寻找外婆的旅程。她们一路寻

找，一路聆听外婆的离奇故事，感悟外婆所经历

过的一切。这些故事让她们意识到外婆被深深

隐藏但却丰沛的生命能量。外婆自己的故事和

外婆看到的故事时而让人惊讶，时而让人沉思，

也让窦绮和孙玉兰探究了自己的内心，重新认识

了自己。她们走了一站又一站，关于外婆的拼图

也越来越完整。外婆的经历是如此多彩，她放下

琐碎生活、浪漫出逃，一路上投身社会、度己度

人，大胆追寻自己心中的公平正义和理想主义。

众人也通过观察外婆来照见自我，共同开启一场

触及灵魂的救赎之旅。

本剧最大的悬念本应是“外婆为何出走”，但

是编剧并未给出合理的动因。在编剧看来，“出

走”本身是心理性的、寓言性的，是一个老年女性

与过去生活决裂乃至超越的姿态。这一设定相当

程度上是虚拟化和浪漫化的，是编创们大胆下出

的一步险棋，也是决定观众是否能够继续观剧的

关键。试想，如果观众能接受这个假定性，而不去

纠结于现实中外婆能否出走的真实性，那外婆出

走之后发生的事情也就合理了起来；反之，观众如

若不能接受其假定性，弃剧也就在所难免了。所

以，该剧的重点是以外婆这样一个人生阅历与当

下世界有诸多脱节的老年女性的主视角看光怪

陆离的人生和社会，而不是外婆为何出走。编剧

耍了个大心眼，冒了个大险，故意让观众的好奇

心落空，这确实不同于常规剧集的创作套路。

片中的外婆和姨婆都由闫妮饰演，这二人互

为镜像，她们虽为同胞姐妹，但性格和经历迥

异。这样的角色设计显然是刻意为之，为叙事提

供了一体两面的视野和意趣。但更为激进的是，

编剧并非要完整刻画刘玉萍、刘玉兰姐妹及其家

庭关系，而是通过刘家姐妹的视角(保守的与开放

的)、刘玉萍祖孙三代的视角（有代沟和年代差异

的），来获得对现实事件的不同价值评判，从而深

化家庭议题和社会议题。毫无疑问，编剧在剧中

践行了这个创作方法，让视角不停转换，也让习

惯了常规套路叙事的观众有不适感。于是我们

看到，《外婆的新世界》里的情感戏丰满，外婆一

路上的见闻让外婆一家人心潮跌宕，构建起全剧

的情感线索，给剧情铺陈打好了基础。而外婆所

见之人、所历之事紧跟社会议题，反映出当今社

会生活的复杂多面，具有现实意义。特别需要指

出的是，本剧中的各单元篇幅有限，缺少长篇连

续剧的复杂性，但各单元每个人情感的生发有始

有终，这种情感方面的转变十分清晰合理，甚至

高于剧情的逻辑性。而从剧情角度来看，本剧涉

及了养老、啃老、虐猫、孩子教育、婚外情、职业道

德等诸多社会热点问题，编剧在各单元内部给出

了自洽的逻辑并深刻拷问，足以让有生活阅历的

观众产生共情。

而这就是《外婆的新世界》的动人之处。很

多时候强求剧情的合理之处，是因为编剧一定要

尊重观众理智的判断。可是情不知所起，故事里

动人的代入感才让人念念不忘。作为普通观众，

我们的观剧口味也许是长久以来被塑造而不自

知的，或换言之，常见莲花便不觉得牡丹美，观众

早已习惯了细节上一环套一环、情节上峰回路转

且合理的剧集构造方式，他们已然不太能适应

《外婆的新世界》这种慢悠悠、清淡淡的异类。

醒来的外婆，不是完美无
缺的女性书写

《外婆的新世界》从外婆自身的觉醒开始，通

过她的视角展现了一个个艰难的故事，穿插回

忆，并通过角色的成长，一步步解开束缚在女性

身上的枷锁。在网剧乃至电视剧的创作实践中，

这种故事设定不仅有力，而且极具先锋性。作为

一部公路题材的单元剧，全剧通过外婆的旅行把

各类社会问题连缀在一起，显示出作者深刻的介

入意识，而这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对于女性意识

的书写。

各单元故事中，与外婆个人最相关的是年轻

时外公出轨的故事。外婆在路上偶然得知外公当

年车祸身亡是因婚外情，这对传统观念强的外婆

打击非常大。外公过世后，外婆一直生活在“我有

一个因公殉职但疼爱我的儒雅丈夫”的幻境里。

直到20多年后，车祸肇事者带着真相来了，唤起外

婆的反抗精神。她独自出走，丢下很多包袱，包括

她的“丈夫”、女儿、孙女、姐姐，在那一刻她做回

她自己。她在路途中以自我意识去做每一件事

情，勇敢行使自己的权利。她痛彻心扉后选择彻

底放下，继续上路，说明对婚姻伤痛与原有身份

的抛弃。一个女性完全摆脱掉婚姻与家人的束

缚，这无疑是革命性的醒悟，外婆也由此新生。

当然，《外婆的新世界》中的女性书写不是完

美无缺的。从出轨的外公，到虐猫变态男，到“拐

人”的痴情男，再到利用母亲的啃老男……剧中

的男性形象皆很不堪。而编剧想讨论的议题实

在是丰富，甚至过于丰富了，这就带来了诸多支

线情节和顺带一笔的写法。外婆一路经历了这

么多事情，她每次都能完美地融入事件本身之

中，即便这件事情与她并没有关系。这无疑大大

增强了外婆这个角色的传奇性，让“大女主”形象

立得高大伟岸，却也使得诸多情节看起来牵强。

原因在于，虽然单元剧各集故事独立存在，但由

于同属一部剧，所以必然有相同且相联系的核心

元素存在。比如角色性格、主角人数、故事框架、

故事背景、背景音乐、主要环境、思想主题以及很

多细节设定都是相同并贯穿全剧的。如果中间

有某些元素出现新设定，那往后剧集都不能违背

该新设定。《外婆的新世界》的编创们采用这种叙

事方法，无疑是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去完成一

个几乎不可能完美完成的任务。所以，《外婆的

新世界》要能经受住市场定位和观众接受的考

验，不是一件容易事。

但无论如何，《外婆的新世界》蕴含了制作编

创团队的探索、野望和冒险。它以家庭问题或社

会问题为核心，让价值判断切入到每个故事单元

里，以鲜明的伦理道德观念去评判剧中人、事、情

的善恶是非。这部剧所做的努力让我们意识到：

故事不仅存在于剧情中,也存在于观众的头脑之

中，剧集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观众的逆向受挫，也

就是说观众在接受剧情一定的信息提示之后会产

生相应的叙事期待。该剧最大的魅力恰恰在于情

节的发展超出受众的期待心理之外，这有别于传

统的线性叙事和二元对立的角色关系。主创打破

了起承转合清晰明确的类型创作模式，让公路题

材的尝试更进一步，也为创作的推陈出新打开了

一个缺口，对未来的影视剧制作提供了新启示。

（作者为戏剧与影视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教师）

《外婆的新世界》：一个异类的可能性
张富坚

电影《这么多年》讲述成长中的青春与回望，爱情中的别

离与救赎。我是先看电影，再读八月长安的小说原作，我应

该也不是这部小说的理想读者，但仍然可能会有“原著党”的

偏见。电影中的人物关系大大简化，爱情线明显突出，陈见

夏是成绩优异、家境困窘、自尊要强的女生，李燃是家境优

渥、外表不羁、内心柔软的男生，全球校园爱情故事最通用的

搭配之一，一百零八式都已打完，还能变出什么花样？

小说的主旨不仅仅在爱情，电影也是如此。小说是回望

青春，电影则是一个女性的成长故事：出走与回返。见夏看上

去的确是一个心事重重的中学生，她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

家庭，母亲偏爱弟弟，虽然她以县里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重点

振华中学，却从母亲那里感受不到任何鼓励。在高手如林的

学校，她的成绩并不出挑，必须每日悬梁锥

骨，不遑他顾。再次出场时，她已孤身在国

外大学，又在外企打拼多年，她的成熟肉眼

可见，却有些色厉内荏。

她每天都要重新面对那个选择，远行还

是回归，对母亲的恨支撑着她成长，但她越

是长大，家庭的羁绊就越是转为牵挂，而她

的恨也越来越抽象。母亲对她的百般挑剔，

越来越像是在一个无法依靠男人的家庭里，

女人间的相爱相杀。久病的父亲去世之后，

母女俩虽然依旧争吵，却已显出温情。已长

大的弟弟拿出一个铁盒，家庭剧里最常见的

道具，里面是母亲搜集的见夏成长过程的点

滴，母亲终归是在乎女儿的。见夏最大的心

结被解开，她决定回来，回归家庭，也回到事

业并不顺利的李燃身边。

这当然是一个结构完整、合情合理的故

事，却还是有些老套。曾经出走半生，归来

仍是女儿，以及姐姐。迟到的和解所带来的

既是团圆，也是圈套，要维持温情就得不断

付出。小说中的处理是母亲不久后，也去世

了，见夏哭得撕心裂肺。或许小说作者才是

更现实的，在一个笃信身为女人就意味着牺

牲的母亲面前，女儿又能如何走出成长之

路？所以相见不如怀念。

围巾和翅膀，可以先
选择翅膀

相比见夏，李燃的十年前与十年后，仿

佛只是换了件衣裳。重组家庭的隐痛和严

苛的父亲所制造的创伤令人唏嘘，爷爷攒下

养老金，好让他摆脱父亲控制的心意尤其让

人动容，但这些是写在人物表中的设定，他

第一次出场时就足够成熟，之后似乎停留在

那里。这不是说他完全没有变化，事实上他

的“功能”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拯救，

后一阶段是成全。前一阶段他更像是一个

侠士，雪中送炭般地给见夏送去温暖，而且

尽量把事情做得平常，以呵护见夏的自尊

心。一次因为宿舍停电，李燃给见夏在高

级宾馆开了房间，“这钱就当我借你的！”，

虽然两人并无越轨之事，但还是因为同学

告密而引发轩然大波，导致见夏的母亲逼

女儿转学回县城。李燃对应试教育表现出

满不在乎的态度，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

虽然让见夏生气，却也是她所需要的。李

燃就是她的仲夏夜之梦，如果她需要去那个世界喘口气就

会想到他，但最终是她自己扛起所有。

转学回县一中之后，见夏感觉教学水平低了不止一星半

点，心情极度沮丧。班上原来第一名的男生不服气见夏，与

她比赛做题，结果见夏大胜。此时，偷跑来找见夏的李燃站

在教室外，意识到自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帮不了见夏

分毫。此后，他开始严肃地对待见夏的梦想，不做她的绊

脚石。见夏再次转学回到振华中学，他有意与之保持距

离。见夏有机会去新加坡国立大学就读，他选择了成全，

哪怕这意味着他们青涩的恋爱休止。如果这段男女之爱

有什么可以区别于那沉重的家庭之爱，至少是男孩对女孩

的这种表态：围巾和翅膀，你都可以要，一定要选择，可以先

选择翅膀。

突出主要矛盾，弱化友情和分数

仅仅如此当然还不够。既然学生们要在应试教育中磨

砺这么多年，除开爱情与家庭故事以外，这段经历还能给我

们留下什么呢？在那令人心有余悸却不可重来的少年时光

里，我们还能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吗？

相比小说，电影至少减掉了三样东西：分数，幻想，友

情。有关分数，成年人恐怕已很难描述中学生说“一模考试

之后，还有二模三模……”时的百感交集，而当见夏这样的尖

子生说出“我连年级前50名都考不进去”这样的话时，那种

无力感较之她在爱情上感受到的欢乐与挫

折要深刻得多。对见夏来说，做题从来不只

是做题，做题就是人生，分数就是人生观。

在所有被母亲、弟弟和同学嫌弃的白天，在

忧心忡忡却无人倾诉的夜晚，只有做题是抚

慰人心的。而这种抚慰，李燃本该能够感同

身受。将电影与小说放在一起比较，我们会

发现小说中几乎每一处校园里的对话都是

以分数为经纬的，而在电影中这些已不再重

要。或许是因为这一点很难在镜头中表现，

又或许是因为来看电影的大多数并非中学

生，而是那些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大人们。

对于愿意回首往事的电影人来说，重要

的不是将对分数的追求予以正面表现，而是

帮助观众重回现场，去感受，去发现。一个

中学生，尤其是一个成绩拔尖的中学女生，

不管是见夏还是作为北大高材生的八月长

安自己，所幻想的是什么？剧中，刚进振华

中学的见夏一边听CD中的流行歌曲，一边

在街上翩翩起舞，仿佛置身于一个盛大的派

对，正好让溜出来闲逛的李燃撞见。那在音

乐中旋转的光与影是电影擅长制造的，但电

影不能只是将之理解为一种孩子气的快乐，而

应该让观众看到，一个孩子如何在自由的幻想

中感受着感觉本身，就像小说中写见夏与李

燃一起用CD机听歌，那是她第一次听周杰伦

的歌，也是第一次清楚地听见身边男孩子的

呼吸声，“像一只初长成的温柔野兽”。

见夏为去新加坡的决定而煎熬，李燃邀她

一起去南京看看，那是他们曾许诺要一起读大

学的地方。但他们并没有去见夏曾心心念念

的南大，而就在各景点玩了一圈。两人在公园

划船，湖面淹过一株株高大的水杉的根部，舟

行其中，静谧无声，仿若梦境。这种画面感是

电影独到的创造，但它只是充当了男主表白心

迹要成全女主的背景，太浪费了。这一对少年

人应该更长久地沉醉于此时的幻想之中，在那

成人世界的老旧情节黄昏般覆盖未来之前，他

们或许能够发现自己全部的过去。

最后的话留给小说。附在小说正文后的

“番外”篇写到，振华中学升旗广场的一角有

一个泡沫做的古铜色的大雁，风一大就会被

吹倒，甚至飞到半空。这或许也是能刺激中

学生幻想的东西，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同时关

联着他们生活的近与远、世故与天真、循规蹈

矩与离经叛道。就在某一次大雁被风刮起之

时，教室里的学生或兴奋，或淡定，各自沉浸

于朝气蓬勃的少年生活之中。作者给出了一

个群像的描绘，然后满怀深情地结尾：“那时候他们都在盼着

长大。喜乐平安，只是人间普普通通的一天。”在影片中为了

突出主要矛盾而弱化的友情，却是满怀柔情的小说作者回返

青春的路标。在小说那深深浅浅的回忆中，孤独常有，寂寞不

常有，即便是在以分数相互伤害的日子里，生活的基底也是众

声喧哗的。如果想找回曾经的自己，就要找回所有人。

对于小说而言，过多的柔情会让叙述变得絮叨。电影应

该在柔情泛滥处显出锋利，却又常常为过于单一的冲突所

累。不管怎样，中学时代，这么多年的怕与爱，倘若没有更好

的故事来表现它们，总觉得可惜。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组稿编辑：王雪瑛

传承与革新 后浪与前浪
——评电视剧《后浪》

刘淑欣

中医药大学教授任新正心系传统文

化传承，辞职创办中医传承班，希望培养

优秀的中医传人，物色学员时发现了送

外卖的女孩孙头头。从此，这个无父无

母、孑然一身、天真率性的姑娘被带入到

中医传承班。她师从任新正，开启了传

承医学的求学之路。

电视剧《后浪》正在优酷视频和东方

卫视热播。故事里的孙头头跌跌撞撞地

成长，她在师傅的指导下“感而遂通”，从

小小的成功而增长了自信，逐渐热爱上

传统医学；她与任新正、任天真以及传承

班的学子们接触各种急慢病例，跟踪中

药材的春种秋收，结伴同行、共同成长，

从传统医学中萃取营养，立志继承大医

精神，为当代国人打造健康生活之路。

而在国产剧作品长廊里，这部主攻

青年一代传承中医文化的现实题材新

作，也寄望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融汇

进当代都市的进取节奏。

中医中药当代传
承的艺术表达

《后浪》聚焦中医人的文化传承精

神，题材领域上有拓展，题材角度上有创

新。该剧具较为浓厚的中国文化精神，

充满中国文化元素。其大到中国哲学观

念如“天人合一”“大道至简”，中国人对

人生乃至生死的态度等，蕴含着不断延

续的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与特征，其中

大量运用的中医思想如“治未病”，如“为

学日进，为道日损”，如《书经》的“人生五

福”“曰寿、曰富、曰康宁、曰攸好德、曰考

终命”，均来自天人合一基本观念。

传承班师生父子两辈人共同诵读

《大医精诚》的“宣誓”场面，是中国国医

对职业的敬畏，更是对生命的庄重承诺，

堪称中国医学界“希波克拉底誓言”；剧

中通过若干个案例表现了学子们的个人

成长，也表现他们履行救死扶伤、护爱生

命的庄严使命。中医“小白”的孙头头，

因从小无父无母，当真是一个天真无邪、

无束无缚、野性自然的外卖小姑娘，跌跌

撞撞地进入传统文化浓厚的传承班中，

开始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但是最终因其

洁净质朴的心性、独特的悟性、成为对中

医至纯至朴的内核的领先觉悟者、领悟

了传统中医的精髓。直至疾病暴发，任

新正以“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

一心赴救”的精神，带领妻儿弟子奔赴救

助前线，显现了真正的苍生大医风范。

《后浪》以传统国医教育为题材，是

对国医精神的弘扬。部分剧情以略带夸

张的手法表现中西医以及传统和现代的

差异、碰撞和互补。国医任新正与西医

彭十堰展开了一场围绕中医西医的“辩

学”，辩学内容其中包含了医疗观念、医

疗方法等方面存在的中西之辨、中西之

争，是一场内容丰富的对话、交流与沟

通。任新正以虚心包容的态度解释中西

医的区别与联系、中西医的共生性与互

补性，也以不容置疑地论说表达了中医

的现代意义和价值、中医的继承性与革

新性等。在病例分析中具体直观地呈现

出中医观念，不仅剧中人物，就是观众在

观剧过程中也在参与讨论思考，这种辩

学的方式带有古代塾学的色彩，也就奠

定了传承班学习方式的人性化、灵活性、

生动性，以及剧情的趣味性。

在《后浪》中，形象化地展示了中医

传承班，传承内容决定了它的传承方式，

师生们在各个具体的病案中切磋打磨，

总结研讨，颇似春种秋收，代代积累，代

代传续，这或许与中国农业文明传承方

式密切关联，在今天依然需要。

都市题材与农耕
文明的互渗融合

作为一部当代都市剧，《后浪》创作

者按照一年二十四节气的顺序叙事，是

一部主要表现都市医疗题材剧，洋溢着

农耕文明之美。剧中不仅写中药的属性

与大自然的密切关系，而且表现了中药

的属性带有四季的自然属性。我国自古

就有中草药与四时节气的关系的论证。

“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证明了我们的祖

先就是农民和医生的结合体，我们的农

业社会药食同源就来自于此。中医与中

药筑基于中国的农业社会，中药也必然

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四季当然是农耕文

明的显著自然特征，节气是农作物的节

气，季节是万物的季节，季节构成万物生

命的本身。创作者处处匠心表现季节与

大自然和人物的关系，例如画面上一颗

萌发的种子破土而出，一片苍翠的林子

豁然显现等，意味深长地应和着学子们

的成长与情状。传承班成立之后，随着

“立春”“小满”“夏至”“立秋”的节点，老

师说“附子小雪之前育苗”，于是他们进

山去看附子，学生们跟随老师跟着“附

子”“人参”等药材的生长季节，来到山里

与药农同住同吃，学习中药知识，查看药

材的播种、生长。中医的重要材料依托

中药，中药质量有了问题，中医的效果就

不能保证，这交代了中医中药的关系，同

时老一代中医人每年看望药田的时机，也

是国医们为当地药农问诊治病，提供健康

指导的机会，这种送医学送药也是回馈当

地的药农，这在古代是大医的执业方式，

成为今天中医人的优秀传统。传承班的

学子也就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尽在其中。

剧中很多画面药气氤氲，药香弥漫，

加之二十四节气的文化介绍、文房四宝

条幅的渲染，充分的中国式的声画元素，

让观众尽享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的悠长

时光。四季对于农耕文明的意义反映出

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成为了人类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丰富多彩的文化

形式，在和谐之美中疗愈我们的内心。

中医中药对人类
的价值

剧中若干关于心灵或心理疾患的案

例，都表明了“身心健康”“和谐关系”“天

人合一”等观念绝不过时，而是迫切地摆

在了当代国学的日程上，成为当代医学

乃至世界医学界的重大课题。在这些问

题上，《后浪》向传统中医深处探究，向古

代先贤典籍求问智慧，其以艺术形象表

达的中医的观念，即便是仅仅提出部分

问题，并一时或许尚不能完全解释清楚、

尚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甚至会引发争议，

仍然值得关注，有当下性现实意义。植

根于中国文化的中医是博大精深的，大

到天、地、人，小到一饭、一蔬、一饮；大到

生命价值人生哲学，小到待人接物孰取

孰舍，具有安身立命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当代社会，天人合一离我们似乎渐

远，躺在草地上看星星成为一种奢望，摩

肩擦踵的人群，高楼大厦林立，典章制度

繁多，使人丧失了许多原来的自然本性，

变得与自然不协调。《后浪》想启示的，也

许正是中医的当下价值、养生护生的意

义、治未病的意义、对付现代文明病的意

义、对物质极大丰富的意义。

眼下，人类对自身生命的珍视，对健

康问题的关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化普

遍性的问题，当此之时，《后浪》的播出，

让人们对身体生命、人生价值、更加真

切的审视，剧中表现的中医中药对于生

命价值阐释，解决当下健康问题的方式，

提供了很多新的角度。“百样米养百样

人”，以和谐相处的思维方式来解决问

题，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

谐、人与自我的和谐的重要性。剧中夫

妻、父子、师生构成一种具有浓厚的中

国文化况味的人际环境，和由春、夏、秋、

冬构成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外部环境，有

助于解决问题。包括传统与现代的沟通、

年轻中医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知，在剧

中的提出问题，讨论问题，都可以从《后

浪》之中延伸到现实生活，有相当探讨的

价值和空间。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
传播学院教授）

组稿编辑：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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