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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题材”热度下中年偶像剧的迷思
——评热播剧《闪耀的她》

刁基诺

“她题材”剧作以探讨女性成长、塑

造女性精神、强调女性的独立表达而广

受女性受众的青睐。与前代“大女主”

将所有光环聚于一人不同，最近一段时

间，此类剧集的女性群像视角能够容纳

不同年龄职业各有特点的女性角色，展

现女性在社会上面临的不同考验。

近期播出的《闪耀的她》无疑是“她

题材”女性群像剧的又一热门剧集，收

官时不仅收获了近3万的话题热度，还

名列播出平台剧作热播榜榜首。

虽然剧中管文（秦岚饰）和丁宁（王

阳饰）是“30+”的设定，但实际上戏外秦

岚、王阳等都已经是成熟的“40+”中年

演员，这一部剧作以“中年偶像剧”作为

吸睛噱头，多次因感情表现高甜冲上话

题榜。然而，本剧也呈现出一些迷思，

值得认真探讨。

迷思一：“中偶”与
“幼齿化”行为的错位

近年来，如《亲爱的，热爱的》《一生

一世》《你是我的城池营垒》等青春偶像

剧越来越贴近现实生活。但中年偶像

剧却好像离“现实”越来越远，过度重视

“偶像”一词，导致剧作一味展现浪漫甜

宠，演员妆造，或是频繁制造“困难”并

霸道解决的“爽文”模式……人到中年

有了更多生活阅历，更复杂的社会关系

和情感状态，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

所以中年人的行为动机、行动选择一定

会更多考虑责任，担当，关注家庭以及

自我发展。

而在《闪耀的她》中，则充斥着“幼

齿化”的错位行为。各位“30+”的角色，

却做着“18+”的行为。比如第一集丁宁

碰到酒后的管文，先是管文毫无预兆地

爬到车盖上拿口红乱涂，再接着是丁宁

用口红画花管文的脸，这是受过高等教

育的职场精英的行为吗？再有准备裸

泳的管文不小心被误入的丁宁看光，管

文把丁宁推到泳池里，这些还都可以理

解。但丁宁此刻的行动目的是找陈总，

出现意外不应该第一时间给对方电话

解释清楚再去换衣服吗？也不至于为

了附和“遇到管文就没好事”的设定，非

要自己换完衣服再去找陈总，以至于对

方因联系不上他愤怒离开；再比如陈萱

萱傻白甜的标签人设，不顾律师职业操

守又哭又闹毫无专业可言……每次摔倒

都摔在别人怀里，每次说坏话都在厕所，

对方还都刚好听到，一生气就咆哮，办公

室桌面的东西就是为了表现愤怒时被砸

而存在……这些不合时宜的行为和过时

的表达，只能让观众感到尴尬。

当然，“幼齿化”还伴随着几个角色

的戏剧化表现。丁宁作为一个成熟的

商界精英，不做背调就误会管文和景知

秋老公王立仁谈恋爱，还推开所有工作

一路追到云南。更在大结局时放弃了

职业晋升，选择陪在管文身边。彼得贿

赂郑董，八九万一瓶的酒两箱两箱地

送，管文知道后仅用一封投诉信就把久

居集团核心的郑董、彼得和雷克森三个

人都拉下马。更戏剧化的是彼得和雷

克森在天台跪着求管文放过他们……

这真有逻辑吗？陈萱萱离婚后一直有

一个高智商博士生在旁边陪伴她；景知

秋好不容易回归职场，却在这个时候怀

上了二胎，是不是又只能再次选择回归

家庭；林浩一个能够伪装七年的人，让他

选择鱼死网破是不是合乎情理？这些设

定能否在现实中出现不得而知，但“幼齿

化”堆砌出的故事大多经不起推敲。

迷思二：被标签化
的主角群体与被物化
的角色设置

《闪耀的她》三位主角中未婚单身

女性被催婚，已婚女性面临家庭各方压

力，已育女性要面临二胎平衡感情危

机，这些普遍设定确实能引起观众的广

泛共鸣。总体来说，主要人物体现了新

时代女性追求独立自主的当代女性形

象构建。

但是在塑造群像的过程中，却展现

出了对于女性形象的刻板甚至负面认

识，尤其是女性配角的设置有被物化的

嫌疑。例如剧中为了在景知秋的故事

线中安排波折，设置了想插足婚姻的秘

书Lisa一角，在试用期就公然和老板娘

叫嚣；管文原来公司的竞争对手陈茉莉

的存在就是为了让管文难堪，不仅在公

司公开和男上司搞婚外情，还故意用美

色说服男客户，哪怕在男客户的老婆出

现后，还无脑地低情商激怒对方；陈萱

萱老公林浩的出轨对象，除了“茶里茶

气”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Cathy也是这

样的存在，尤其在她被当作扰乱丁宁和

管文关系的棋子时，完全是一副把所有

心思写在脸上的木偶化人设……这些

角色的行动线毫无说服力，设定也是男

性凝视下的符号化存在，低胸装、包臀

裙、黑丝加大波浪、迷离的双眼、说着轻

佻的话……本质只是为了表达一种约

定俗成的固化形象。

另外，在已经是2023年的职场中，

外企男领导竟然还能在职场公开会议

中说出“女人的花样就是多”并伴有集

体附和带有明显“物化女性”及“性骚

扰”意味的台词，不知同为女性的编剧

作何考虑。在景知秋意外闯入的婚姻

沙龙上，培训师只强调女人在婚姻中不

能放弃自我管理，要在忙碌之余多去经

营夫妻相处之道，试问将婚姻质量的好

坏一味归结于女性是否有失偏颇？

剧中还出现了不少人物设定偏差，

比如第5集在射箭馆，管文作为一个被

父母因年龄催婚到有抵触情绪的职场

女性，竟然在闺蜜说不着急结婚的时候

说出“大姐，你33了还不着急呀”的台

词，是突然被“洗脑”了吗？

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长期以来都

在塑造男性眼中的女性形象。在“她题

材”的作品中，虽然能看到女性意识被

逐渐关注，但是在《闪耀的她》中，确实

存在人物设定出现意识偏差的情况。

著名导演李少红曾说女性意识不在于

描写的对象是不是女人，而是指创作者

看待事物的思维角度和方法。“她题材”

对于女性的塑造不应该单纯地设计符

号化的人物，物化女性在职场中、婚姻

中、交往中的形象。

迷思三：混乱的
“深刻”和表演的“扁平”

在32集的长度里，剧中三位女主除

了打拼事业，还要去应对职场欺压、无

性婚姻、“吸血”亲戚、出轨外遇、婆媳矛

盾、二胎催生、投资受挫、父母催婚、职

业歧视等一系列社会议题。然而，如此

深刻的社会问题集合，却遇到了扁平

化的人物设定，造成了什么都想涉及，

却什么都没有深挖的混乱。

由于人物设定并不出彩，几位演员

虽然养眼，却在人物塑造中呈现出“扁

平”的程式化表演。尤其是前6集不仅

剧情混乱，演员也经常以大喊大叫表

现愤怒，以扭捏作态表现天真。比如

秦岚饰演的管文，甫一亮相就是靠镜

头切换完成大段对白台词，满屏的弹

幕都是观众对其表情没有变化、台词

寡淡“气若游丝”的质疑；刘芸饰演的

陈萱萱更成为了观众吐槽的对象，尤

其是在前期她夸张用力地扮演着傻白

甜；张萌扮演的景知秋也被观众吐槽

不自然……

然而，真的是几位主演不会表演

吗？并非如此。秦岚的《又见一帘幽

梦》《延禧攻略》都塑造了出色的荧幕形

象；张萌出演的《宝贝》《离婚律师》也鲜

活生动；而刘芸更是作为表演导师在综

艺中指导新手演员，基本功可圈可点。

然而，为什么到了《闪耀的她》，感觉几

位大女主的表现差强人意了呢？这与

剧作所谓的“戏谑化”风格有很大关系，

连王阳这样的优秀演员，也经常做出

“愤怒反应”，可见与导演摄影的要求息

息相关。中年演员具备生活阅历和演

戏经验，能够驾驭更成熟、饱满的人物，

这是他们的优势。在未来，期待演员对

不合理的情节和人设具有更强的辨识

能力。

公平地说，该剧在后期是渐入佳

境的，尤其是在对于友情的刻画上。

三位女主角在面对生活事业的困境时

彼此帮助陪伴，同为女性，她们希望因

为有自己，朋友能过得更好，突出了这

部剧想升华但仍余空间的“闪耀理论”

导向。

该剧的英文名是《Standorfall》，有

无论好坏共同面对的隐喻，也点题了闪

耀的“她”群体与女性相互影响的意

义。2013年阿米纳图 ·索乌和安 ·弗莱

德曼首次提到闪耀理论（ShineTheo 

ry），在TheCut专栏文章中也诠释了

“如果你不闪耀，我也不会闪耀”的观

点，指要尽全力做最好的自己并帮助影

响你的朋友们。因此，虽然《闪耀的她》

有一定瑕疵，但是看过这部剧依然能感

受到“她题材”对女性成长的正向引导，

让观众感受到现代女性的生存痛点以

及面对危机逆流而上的强大力量。我

们也有理由期待，中年偶像剧能够找到

属于自己的表现方式。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
学院教师）

好的台词是被雕塑过的真实与自然
沈嘉熠

“公共空间是大家的，那……那我
不是大家啊！……该吃吃该喝喝，啥事
儿别往心里搁。”尽管《漫长的季节》已
经收官，但秦昊饰演的“东北老舅”龚彪
的各种金句持续在网络平台流传，甚至
被做成表情包，从侧面也印证了台词之
于人物的重要性及感染力。

秦昊是东北人，剧中台词口音肯定
不难，原剧本中很多语言也被他改成东
北俚语，配合含混的吐字发音和下沉的
语调，使人物自带“穷横”的松弛和幽默
的“彪”劲儿。这是上个世纪东北土地
上恣意生长的、生活一地鸡毛的市井老
爷们儿形象。很多评论都在关注他自
毁形象的敬业，但精妙的台词处理也是
人物能否立住的关键。

一段时间以来，演员的台词功力成
为人们讨论的热点。然而，到底什么是
“台词好”的表现？

台词不仅是说话，它超越了剧本的有
声表达，是表演不可分割的部分。好演员
的台词功底不仅要有扎实的基本功，更要
有对人物和情境的理解而凝练的艺术表
达。哈姆雷特的经典台词“Tobe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 

tion”曾被BBC以超豪华阵容重新演
绎，同一句话被9个演员呈现9个版本，
构成一段舞台小短剧，他们用各种不同的
气息、重音、停连等技巧处理，表现叙事的
不同逻辑和台词表演背后满满的戏剧张
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台词表演挣脱了文
字的束缚，转化成有生命力的艺术。

亚里士多德早已言明：悲剧/戏剧
是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这规
定了表演的范式——行动+语言。演员
的表演必然是行动与台词的结合，将艺
术激情赋予姿势、语言、音调、情境等，
台词不仅是诵读或讲述，而是某种意义
上的“导演”，决定表演的行动。

气息是台词的动力

台词“表演”的好坏直接显示了一
个演员水平的高低，也标示了一部艺术
作品可能达到的高度。对演员来说，刻
苦的台词训练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甚至

要练习在静止/运动等不同姿势的发
声、咬字和气息。其中气息控制可能是
最难的，它是台词的动力，没有气息，台
词不能有效地点送，更无法形成节奏，
哪怕表演轻声、哭腔都需要气息的配
合。有些演员在表达角色或紧张或愤怒
或激动等情绪时，多喜欢用急促的气息，
甚至用力过度以至于鼻翼开合都很夸
张。如此刻意的技巧使用只会造成角色
与情感完全脱离，不会让观众信服。

演员刘琳在配音综艺节目《声临其
境》中的表演足以展现她台词的表现
力。她自身音色的标识性较强，略带点
鼻音，相对较为厚重，但她在为《红樱
桃》中楚楚配音时，用较为靠前的发声
位置和吐字方式，与人物13岁清亮少
女声线非常契合；同时她又利用克制的
气息表现一点点哭腔，呈现人物超越年
龄的沧桑和悲悯。当她为《骆驼祥子》
中虎妞配音时，发声位置相对靠后，又
用强爆发力的气息，配合收一点点字尾
的吐字归音，精准还原泼辣爽利又不失
善良的老北京姑娘。

王志文在电视剧《黑冰》里的表演一
直被人称道，他所扮演的郭小鹏在最后
一场戏的独白更是经典。这段台词长达
11分钟，王志文一反现实题材电视剧的
生活化表达，运用舞台剧较深沉的共鸣
和气息，以古典文本的表达来演绎这个
知识渊博却人格扭曲的大毒枭。这段独
白和仰角大特写结合在一起，观众甚至
能感受到演员气息的运用，能捕捉到他
什么时候加强语气、表达重音，什么时候
调整气息、故作轻描淡写。这场戏是故
事的尾声，郭小鹏被执行死刑的前夜，也
是他人物行为逻辑和动机的展现，因此
这段台词用这种舞台化方式表演，既符
合人物在临刑前的精神状态，又超越现
实，为人物带来一笔重彩。

表演不准确，再好
的台词也会被淹没

和所有的艺术创作一样，提升技巧
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技巧背后所体

现的艺术感受。苏秀曾评价赵丹：尽管
有南方口音，但表达人物情感却很到
位，他的台词就算好，有艺术的美感。
赵丹在《乌鸦与麻雀》中扮演一个动荡
社会底层的小混混——小广播，当他躺
在破竹椅上，一边摇晃着椅子，一边做
着轧金子发财的白日梦，“哈哈哈，我发
财了，老子发财了！”忍不住哈哈哈大
笑，竹椅也坐塌了。这句台词运用了上
海方言和上海本地普通话结合，演活了
这个小人物的得意和贪婪，一句上海普
通话台词为角色锦上添花。

一句话写得再精彩，如果没有好好
研究该怎么说，就什么也不是。演员研
读剧本时很重要的就是揣摩台词背后
的情感、情境，这些可能在文本中根本
没有体现，写一个故事和演一个故事之
间的根本区别在于语词与表演动作之
间的关系。很多经典角色或精妙瞬间
看似是很自然的情感流露，但大部分是
设计出来的。

电视剧《潜伏》中谢若林结巴的语
言特点就是导演与演员临时添加的神
来一笔。他对余则成挤眉弄眼、结结巴
巴地说：“现在两根金条放在这，你告诉
我哪一根是高尚的，哪一根是龌龊的”，
让人物一下子生动了起来，用黑色幽默
的方式表现人物狡诈、唯利是图和卑
鄙。在这里，台词暗示了一个人灵魂的
死亡，也涂抹上剧情所要表达的悲喜剧
色彩。

姜文说过台词必须要配合准确的
表演，否则再好的台词也会被淹没。他
的电影《让子弹飞》中张麻子向自己兄弟
们求证鹅城民女被施暴的事，这五位兄
弟都是以一句“大哥，你是了解我的”开
头，随后分别以另一句台词展现各个人
物不同的前史和性格。比如麻匪老七说
“大哥，你是了解我的，我从来不仗势欺
人，我喜欢被动”，演员危笑扮演的老七
用表情和台词节奏表演了该句台词的潜
台词即两性关系中的特殊癖好；也更暗
示了人物的行动逻辑和最终命运：因为
“喜欢被动”，他是唯一没有背叛张麻子
的兄弟，也因为“喜欢被动”，他最终换了
一个大哥跟着去了另一个未知的远方，

这种台词表达也暗合了剧情。
表演艺术就是这样，灵韵产生于永

恒的现时之中，有的时候也许只是一个
小小的设计：一个停顿、一个重音、一个
表情、一个眼神，却制造了人物永远的
一瞬间。

“千万别超出生活
的分寸”

台词不是复刻生活，如果演员不钻
研台词，随意地说话，是达不到艺术审美
要求的。学者们认为台词是从表演者身
体内部过程的终结处开始的，仿佛在那
一瞬间从思想和感受中喷发而出。这种
“现时”是专属于表演的艺术张力和激
情，是一种被雕塑过的真实和自然。

马龙 ·白兰度说过表演的实质就是要
以假乱真，机械地背台词会让观众察觉演
员在念剧本，因此开拍时他不提前完整背
出台词，而是把自己做的记号、提词卡等
放在拍摄现场随处可见——衬衫袖口、桌
上水果、窗帘布等等。他提前准备的是
人物潜台词、分析角色情绪、调动自己的
情绪记忆，当一看到提词卡时，白兰度的
大脑立刻活跃起来，身体迅速做出反应，
好像是第一次讲台词所要表示的想法，
于是一举手一投足自然逼真可信。

对于观众来说，也许不同媒介的表
演产生的审美感受是不同的，影视作品
似乎会让观众感到更自然、更生活化，
而戏剧舞台的台词似乎显得更高亢，节
奏起伏的韵律更明显。但是从创作角
度来说，无论怎样的媒介，台词和表演
的出发点都在人物本身。戏剧舞台上
台词最怕有所谓“千篇一律”的舞台腔
——即固定的声音位置和语调或者刻
意追求“脸谱化”语音语调——毕竟戏
剧表演和戏曲程式化表演和技巧性审
美不同。徐晓钟在排练《麦克白》时也
强调演员的台词处理不能刻意舞台化
地拉腔拉调，要从内容出发。古典文本
的台词必然经过舞台化的加工处理，但
也只能服从于规定情境、人物情感，不
是刻板地、不顾一切地把台词点送出

去，任务完成了事。
莎士比亚曾借哈姆雷特之口阐释

他对戏剧和表演的观念，孙道临传神的
文字能力和台词功底又进行了完美的
诠释（上译厂译制时部分段落由孙道临
先生自己翻译）：

念台词要念得跟我一样，很顺当地
从舌尖上吐出来，有许多演员，他们爱
直 着 嗓 子 喊 ，那 我 宁 可 找 个 叫 街
的。……即使感情激动，甚至于在狂风
般的冲动里，你们都一定要懂得有节
制，做到雍容大方。……可也别太温

了，一定要非常细心地来掌握你自己，
用动作配合话，用话配合动作，特别要
注意一点，千万别超出生活的分寸，因
为过分了就违背了演戏的意义。

这段台词是那么地平实，孙道临的
演绎却让人百听不厌，仿佛是劳伦斯 ·奥
利弗（《王子复仇记》1948年版哈姆雷特
扮演者）的由衷之言。这是台词的魅力
和表演的意义。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

《闪耀的她》剧照

《漫 长

的季节》中，

秦昊饰演的

“东北老舅”

龚彪的各种

金句持续在

网络平台流

传，从侧面

也印证了台

词之于人物

的重要性及

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