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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并肩而立，而不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为结局
——从电视剧《骄阳伴我》看“姐弟恋”的新语法

韩思琪

从韩剧《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

的风吹到国内，再到国产剧《下一站是

幸福》的爆红，“姐弟恋”作为一种都市

剧的CP语法，持续地“垄断”着有关职

场女性的感情想象。当“姐姐审美”遭

遇甜宠剧类型，国产剧似乎是“猛然发

现”了新时代女性观众的新诉求。

然而，乘着热度追赶风口的偷懒的

“复制粘贴”，造成的是国产剧扎堆地量

产：《爱的二八定律》《炽道》《理智派生

活》《熟年》《爱情应该有的样子》《爱情

而已》……几乎达到了“十部国产剧，八

部姐弟恋”的密集程度。

姐弟恋的套路：千
篇一律与刻奇的一体
两面

这波国产剧的姐弟恋套路被网友

精辟地概括为：优雅、性感、知性、成熟

的职场女强人，被弟弟俘获，开启甜甜

的恋爱；全职主妇被老公背叛后重新做

人，回归职场成为女强人，然后被弟弟

俘获，开启甜甜的恋爱；不相信爱情的

职场女强人姐姐，到了某个年纪突然

开窍，然后被弟弟俘获，开启甜甜的恋

爱……弟弟永远是贴心、暖心、细心、

不花心而且还具备创业或捞金强大潜

力的完美男人。

姐弟恋的核心设定重复度越高，国

产剧越在无用之处“卷生卷死”——打

着为女生“伸冤”的旗号，时常将姐姐们

刻奇地塑造为用力过猛的独立、不近人

情的强悍、女性困境缝合于一身的猎奇

狗血。在此基础上，再勾兑国产剧流水

线式的工业糖精：狼狗、奶狗或是“狼

奶”兼修，霸总御姐红唇西装细高跟，腹

肌壁咚姐姐好。“姐弟恋”越发“罐头

化”，相应的人物变得只穿一层“人设”。

套路的千篇一律与人设的刻奇是

一体两面，悬浮、油腻、失真。至此，“姐

姐们”用物化对抗物化、用客体化对抗

客体化的“同态复仇”，在被抽空的过程

中越发干瘪，不断降维。

尤其，当下姐弟恋不是仅存在于文

化产品中的苍白想象，更是日常生活的

实践。根据《ONE文艺生活》上刊发的

采访《第一批谈姐弟恋的姐姐，后悔

了》：姐姐们一边体验着“年下”带来的

情绪价值，“跟他们在一起就像开盲盒，

你永远不知道他们能给你多少惊喜”，

感受不被打压的尊重和自由；同时也在

不断祛魅：“其他男人会犯的错，弟弟都

会犯。好在他们的演技还没有那么精

湛，比较容易发现。”弟弟更像是一种转

瞬即逝的状态：“前两次分手都是因为弟

弟长大了，没有弟弟样儿了。他们变得

和我周围的同龄人一样圆滑，不注意身

材管理。”甚至随“姐姐”地位而来的可能

是另一种不自由：“和弟弟在一起的时候

我经常会被‘姐姐’这个身份绑住，可谁

不想被宠爱呢，不想被人照顾呢。”

当现实的实践已经向前滚动许多，

姐姐们更加清醒，他们知道婚姻是权衡

利弊，爱情是各取所需。所以，还在人

设想象上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国产剧，

首先便会面临观众的“不信”。

对套路的解构：
最好的爱情是同频的
配速

在此背景下审视电视剧《骄阳伴我》

（以下简称《骄阳》），就会发现它打破了

国产剧常规的“姐弟恋”套路，上来就解

构了“姐弟恋”这个概念。正如简冰对前

夫呛声：“这世界上所有的恋爱，就都是

姐弟恋，你们男的什么时候长大过。”

《骄阳》的故事是：肖战饰演的努力

打拼的新人设计师盛阳，和白百何饰演

的业内知名的广告导演简冰，在她的26

岁时初遇，在他的26岁时重逢，这束光

跨越十年照亮彼此的人生——十年前，

少年盛阳因为一次偶遇，对导演简冰产

生了崇拜和敬仰，又因为这份崇拜而选

择了进入广告行业，选择了自己的人生

和职业理想。十年后，他们再一次相

遇，一个怀揣着崇拜向前，一个带着迷

茫再次出发。

编剧李潇通过简冰之口不断强调

的一个概念是“配速”。

简冰与前夫的分道扬镳，本质是两

人的步调不再一致。最初，两人的关系

是女仰望男，前夫是一手带她初入广告

行业的人，培养简冰一步步成为奖台上

闪耀的明星导演，被他眷顾也是人生的

荣光。前夫有“宠妻”的资本，他从事业

到爱情都全面向下兼容简冰。然而两

人最终走向分道扬镳，导火索是简冰不

想再忍前夫在婚姻中频繁地“溜号”，根

源却在于两人的配速不再匹配：当简冰

独当一面，她成长的速度远超出了开始

减速、深陷于存在主义危机的前夫，人

到中年的他“好像现在没有什么奔头

了，就像是一个活着的死人一样”，而简

冰也不能在仰望的位置上继续扮演崇

拜、不再能接受前夫对自己工作专业方

面的置喙。

简冰被前夫在感情上多次背叛，最

终她面对前夫的胜利，并不如爽文一般

是大获全胜的回击，而是惨胜。前夫表

演的深情十分讲“实惠”——我虽然拈

花惹草，但我们是最稳固的利益集团，

相较之下简冰的执意分开反而是真诚

的“不留情面”。

这正是简冰有别于其他“姐姐处

境”的特别之处：这个姐姐从来是少

年。《骄阳》前期通过几场戏巧妙展示了

简冰作为游走于名利场的名导演的专

业——她的专业不靠红唇细高跟、更不

靠歇斯底里地放狠话，而是寥寥几句便

利落化解了职场上的坑。但简冰并未

因阅历方面的经验差“调教”盛阳，恰恰

相反，在她看来经验丰富的优势，不过

是“上了点岁数自然会有的东西”，在她

看来更宝贵的是初心与热爱的葆有，

“希望你不要那么快进入复杂又无聊的

成人世界”。

相应的，盛阳这个弟弟可以是“哥

哥”。不同于一般姐弟恋会遭遇的问

题——当热情褪去，现实的暗礁浮出，

弟弟们为了证明自己而催生的种种自

卑、自大、别扭和不成熟，恋人间为此

生发的争吵……盛阳能更坦然客观地

看待两人之间的差距，会努力去解决

问题，每一步都算数，坚定选择和热忱

努力他都有。父母的职业、家庭的负

担，让他需要付出更大代价，才能站到

功成名就的姐姐身边，他要凭自己去

判断挣脱这看不见“枷锁”的重量。他

被姐姐“启蒙”，但同时也有自己的节

奏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编剧李潇坦言，《骄阳》最早的版本

也是传统姐弟恋的配置。但她在亲身

体验到了一段姐弟恋之后，推翻了自己

已经写好的前二十集剧本，重新写出了

现在的版本，在采访中她表示，“在一段

姐弟恋关系中，弟弟的心理年龄通常会

比同龄人成熟，姐姐身上反而很多时候

会有一些幼稚、小女生的状态。但本质

上，两个人还是平视彼此的关系。”

平视彼此，看护对方的强大，也照

看对方的脆弱。最好的爱情是同频的

配速。尤其，“配速”这个源自于马拉松

运动的概念，还隐喻着人生是一场长

跑，为发挥最好的实力，要取的是一种

事业与爱情平衡的配速。在人生这个

长跑过程中不断有人加入，可能陪你跑

一段，也可能是一生——《骄阳》的结局

替盛阳和简冰打开了一种开放的可能：

他们并肩而立，而不是以幸福地生活在

一起为结局。

接地气的讲述：还
原生活的真实逻辑

《骄阳》能够完成姐弟恋一次接地

气的讲述，还得益于它不是用工业糖精

勾兑出一部甜水剧，而是用非常真实的

细节搭建了一个可信度很高的“界

面”。首先，人设并不是纸片、而是立体

的，角色不是用来推动剧情矛盾冲突发

展的工具人。前夫不是一个刻板印象

中的渣男，他有其魅力所在。简冰也不

是一个被伤害便断情绝爱黑化的“女魔

头”，更不是被弟弟的爱融化后突变空

喊口号的傻白甜。剧中角色的转变都

是合乎情理和逻辑的，而不是片段式的

拼贴。《骄阳》几乎每次拨动的心弦都能

让观众共振，这不仅需要了解和尊重观

众的需求，更需要让角色生出血肉立体

的人格，而不是空洞的人设。

剧情中问题的切口是十分犀利的，

但并未流于狗血、刻奇与沉重。比如盛

阳父母关于一件标价3000的裙子的争

吵，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母亲多年来隐

形又沉重的家务劳动不被看见，她是否

有资格给自己奖励一条3000元的裙

子？这个剧情让网友“大打出手”，站在

不同的视角都可以罗列出合理性之300

条，但《骄阳》高明或者说真实之处在于

3000元——多加个零变成30000元、或

是去掉个零降到300元，都是很难让人

“各自为战”的标价，而3000元这个普通

家庭努力够一把可以消费、但又稍显奢

侈的价格，才能让剧情落地。

这种真实的生活逻辑，源于狗血又

高于狗血。

盛阳与简冰的姐弟恋，同样要过家

长关——然而，盛阳母亲拿的并不是恶

婆婆剧本，相反，她十分能理解简冰找

年轻男友的选择，她反对盛阳跟简冰在

一起不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差距，而是因

为简冰太优秀了：

“你们两个不合适，因为她太优秀

了，你会很辛苦，人家一年收入多少，你

多少，你们一起出去，她坐头等舱，五星

级酒店，吃米其林，你坐经济舱，住快捷

酒店？不是因为你差，是因为你们的年

龄和阅历存在差距。”

虽然切入点尖锐，但剧情并没有抓

住狗血之处去放大、吸睛，而是还原了

一种生活的真实逻辑。温和的基调，辅

以生活流的细节，娓娓道来。《骄阳》以

一种文艺的尝试，承接住了姐弟恋创新

的表达，用生活化的方式，上演了一场

带有童话色彩的温暖救赎。

（作者为艺术学博士，青年剧评人）

《特工任务》：国安题材新突破及其教育意义
肖军

《孤注一掷》背后的“缅北电诈”令人

余悸未消，《特工任务》呈现的“间谍网

勾”又引发热议。电视剧《特工任务》揭

露的，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以“网络游

戏”方式进行网络勾连的手段，在以游戏

叙事展现现代谍战剧新颖性的同时，具

有极强的教育意义。网络世界的威胁越

来越不容忽视，可能会影响到每一个人，

也会危及国家安全。

国安题材的新颖性

将网络游戏融入到国安题材剧中并

不常见，而整部剧都围绕一款网络游戏

展开就更为罕见了。游戏本身构成了

《特工任务》叙事的主干部分，具有较大

的建构意义和观看价值，实现了国安题

材剧的突破。

通常来说，将游戏引入电视剧会有

两种叙事方式，即抽象表述和具体表

述。如果说上半年播出的电视剧《三体》

是一种命运共同体式的抽象表述，那么

《特工任务》就算是一种具体表述，因为

它是实实在在的案件。技术在现代谍战

类型中的运用，从简单的技术监控到融入

游戏数字技术，给观众带来赛博朋克式的

观感。而角色造型的视觉艺术创新，如不

同的皮肤、衣服、装备等，给观众以新的视

角来看待人物角色。甚至当角色进入游

戏后，弹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呈蓝色立

体式，也让观众有了不同的体验。

元宇宙观念下的叙事变革在谍战题

材中也展现出来。一方面，不同于以往

的线下谍战叙事，《特工任务》将谍战叙

事转为线上、线下相结合。游戏背后操

纵者是境外间谍组织“夜雾”，其打着游

戏的旗号，诱惑拉拢玩家参与间谍活

动。这是一种全新的物色新间谍的方

式，以特工为主构建起虚拟世界，从线上

的低级任务，再到线下的高级任务，不断

升级。线上还负责培训间谍基本任务素

质，如化妆侦查、应变能力、配合能力、特

殊道具的使用等。线上有军事情报、生

物情报等交易的黑市和平台，通过做任

务和交换情报获得不同额度的奖金，可

在现实中兑换真实的等额货币。主题新

鲜、游戏刺激、真实体验、领域未知、高额

奖励等要素吸引了众多玩家。另一方

面，观众也被现实与虚拟双重身份的悬

念吸引，谁是幕后黑手，他在现实世界中

是何人，以及现实中出现的人是不是网

络世界的间谍，游戏背后隐藏有多少间

谍、多少人被拉拢等等，激发了观众的追

剧兴趣。

《特工任务》重点叙述了多起案件，

包括生物研究所B13样本丢失案件、生

物学冯博士电脑被安装木马病毒案件、

酒店楼顶装摄像头拍摄军事基地照片案

件、窃取生物集团黄家明电脑中数据报

告案件、窃听高铁集团竞标高铁项目商

业机密案件、情诗里面包含生物实验重

要数据泄露案件、互联网公司窃取用户

信息贩卖案件，等等。国安人员从现实

到虚拟世界都展开了侦查，如现实世界

中的卧底侦查、技术侦查、住宅搜查、跟

踪、守候监视、引蛇出洞、将计就计等；虚

拟世界中的隐藏身份（开启外挂）或者作

为玩家参与调查、秘密窃听、监控等。这

些情节，可以说全方位展现了国安人员

所面临的种种新任务。

从剧中案例反映，国安工作具有特

殊性。国安人员是在和间谍作斗争，而

反间斗争是残酷的、是危险的，这种残酷

性、危险性已经远远超出了网络游戏本

身，因为对涉事人员及其家人的生命威

胁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反间斗争一刻不

能放松。现代间谍活动越来越隐蔽，隐

蔽斗争的复杂性、严峻性逐步凸显，更加

大了打击的难度。此其一。其二，现代

反间防谍工作早不局限于传统安全领域

（军事安全），像剧中的生物安全、经济安

全、信息安全领域案件也有所涉及。案

件形形色色，层出不穷，有的甚至是双方

正面直接交锋，随时可能付出生命代

价。所以说，国安人员在侦破案件的过

程中，也是在维护国家安全，更是在维护

国家形象。

国安教育的紧迫性

公民的国家安全教育亟需跟上时代

步伐。修订后的《反间谍法》于今年7月

起施行，在间谍行为界定、重点单位重点

人员防范、部分单位宣传教育等方面做

了补充。结合《特工任务》的剧情和现实

中的案例，可以很好地对该法进行普及。

修订后的《反间谍法》拓宽了间谍行

为的认定范围。如，参加间谍组织或者

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可以

认定是间谍行为。剧中，黄子诚接受了

境外情报组织“夜雾”开发的“特工任务”

游戏中的任务，包括转移国家重点项目

中的生物样本、以为是拷贝照片实际上

是在生物学冯博士电脑中安装木马窃取

重要信息等，构成了间谍行为——即便

这种接受任务的场景是在线上游戏中。

黄子诚一开始辩称自己不知道这是间谍

行为，认为自己没有犯罪，是被拉下水

的。根据刑法的有关精神，“不知法律不

免责”，即不知道自己行为是法律规定的

犯罪行为的，不免责。任何事情都不能

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借口和理由，国家

安全高于一切。

修订后的《反间谍法》也突出了重点

单位重点人员防范职责。防范职责包括

加强对工作人员反间谍安全防范的教育

和管理，对离岗离职人员脱密期内履行反

间谍安全防范义务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重点单位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军

队、重点科研院所、军工企业、高科技企业

等涉密性强的单位。剧中，津海研究所就

属于重点科研院所，其负责重点研究项目

——B13生物实验。而从剧中来看，该单

位并没有完全履行特别防范义务，如没有

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使得偷盗者有

机可乘；没有对涉密场所进行日常安全防

范管理，没有采取隔离加固、封闭管理、设

置警戒等反间谍物理防范措施，导致样本

被盗。在剧中，我们看到间谍组织将于潇

玥、石磊作为任务对象。高新技术研究人

员成为境外间谍组织的重点策反对象是

有原因的，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

成部分，科技领域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

重要渗透方向，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院

所掌握大量的关乎国家安全的科技成果

和信息数据，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对这类群

体策反，不仅是要瓦解我国国际科技竞争

力，更是对科技安全造成了破坏。科研人

员应始终绷紧国家安全这根弦，不要被境

外间谍情报机关所利用。

此外，剧中的重点人员还包括高层

领导、服务器供应商以及大学生。近年

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实施网络策反境

内学生的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可以预

见，剧中“特工任务”游戏的受众不缺乏

大学生。互联网时代，大学生接触网络

越来越频繁，通过互联网游戏来吸引大

学生并将其作为策反对象，使之不知不

觉成为了间谍的“工具”。如果说前年播

出的电视剧《对手》中反映出间谍可能就

在我们身边，提醒要多注意身边的人；那

么《特工任务》则让我们看到很多玩游戏

的人有可能成为间谍却浑然不知。比

如，诗琪以为是靠自己能力挖一些行业

黑料贩卖，还质疑这和间谍组织、和国安

有什么关系，殊不知行为的严重性。这

也提醒我们，现如今对公民的个人素养

要求更加高了，不仅要学习相关的法律，

还要有更强的防范意识和更高的警觉

性，不让“自己可能成为间谍却不知道，

没有意识到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发生，

甚至为了国家安全事业应该主动参与到

维护国家安全的行动当中。

与此同时，新修订的《反间谍法》第

41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依法调查间谍

行为，物流运营单位、电信业务经营者、

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提供必要的支

持和协助。在剧中，互联网单位没有监

控好“特工任务”网络游戏，使之有机可

乘。而且在剧情后半段，互联网公司哲

阅浮出水面，原来它与“特工任务”游戏

是“捆绑式”的关系，哲阅通过收集大量

的数据、出卖用户的信息供“特工任务”

游戏筛选合适的人加入间谍组织。互

联网单位应该积极履行反间谍义务，在

技术和业务方面积极支持和协助安全

机关做好反间谍工作，同时，还应该主

动发现间谍线索，向安全机关报告，而

不是作为间谍组织的“帮凶”。而其中

的互联网信息（如姓名、护照号码、电话

号码、工作信息等）的贩卖，也观照了现

实中的暗网交易、隐私权等危害信息安

全的问题，值得探讨。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
院教授、刑侦剧（谍战剧）研究中心主任]

魏大勋和李一桐在《特工任务》中分别扮演黄子诚（右）和姚瑶（上）

电视剧《骄阳伴我》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