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泪女王》一点都没有掩饰想

要做爆款电视剧的野心。它请来靠

着《来自星星的你》火遍亚洲、至今仍

因“都教授”这一经典角色让人念念

不忘的金秀贤出演男主角，又选用因

《我的解放日记》而收获极大人气的

金智媛出演女主角，在关注度上就稳

占了先机。

如果说分量还不够的话，那么创

作了《来自星星的你》和《爱的迫降》的

编剧，曾执导过《文森佐》《情定大饭

店》等热播剧集的导演，加之一众金牌

配角，每一条都足以支撑其成为爆

款。电视剧播出后一个接一个的热

搜，以及节节攀升的收视率，也确实呼

应了剧作方对市场的预期。

然而老套而又苍白的剧情，食之

无味弃之可惜的故事，靠热搜和话题

制造出来的噱头，以及未能与热度相

匹配的品质，最终打破了韩剧爆款与

经典之间的那条约等于线。

愈来愈网络化与分众化传播的时

代，好的影视作品也怕巷子深，于是在

宣发上，利用各种方式方法来增加剧

集的曝光度与话题度，就成为保障电

视剧收视率的不二法门。《眼泪女王》

是懂观众爽点之所在的，也知道怎样

引起戏里戏外的讨论，从而转化成电

视剧的“流量”。不完全统计，该剧至

少用了以下这些手段来制造播出过程

中的话题与热度：

首先是韩剧中相对常规的操作，

即对男帅女美、尤其是男主身材的营

销。开剧没有多久，就出现了可有可

无的沐浴剧情安排，除了讨好观众并

引起对金秀贤身材及身材管理的讨

论，余者意义不多。

其次是对社会热点和痛点的展

现。近年来，很多现实题材的韩剧，展

现了当下的社会热点和矛盾，比如《儿

媳期》对性别问题、《少年法庭》对青少

年犯罪、《秘密森林》对司法腐败、《金

字塔游戏》对校园霸凌等的关注，都取

得了不错的收视与口碑效益。

相比之下，偶像或偏偶像类的情

感剧，一般不太涉及如此“硬核”的社

会现实问题。而《眼泪女王》却在前期

的剧集中涉及了性别、阶级以及贿选

等议题，但又只是蜻蜓点水一般，既无

新意也没有批判性。这种做法，如果

不是编剧无能地左支右绌，那么只能

理解成创作者试图以这些民众关注的

社会问题带动电视剧的话题营销。

第三种方式，即热点的生造，则将

制作方对讨论和话题度需求的急不可

耐呈现得淋漓尽致。第十集宋仲基作

为离婚律师的短暂客串，将电视剧的

收视率拉到了最高位。宋仲基在剧中

对离婚双方所发表的“离婚声明都为

谎言”等话语，很难不让人联想起他与

宋慧乔的婚姻关系

的破裂及之后的拉

扯。电视剧还刻意

为剧中的宋仲基加

了一段身份传说，

实际上是将其之前

出演过的影视剧中

人物进行了一次回

顾，强行进行了关

联营销。

在 时 下 的 剧

播环境中，电视剧

没有好的营销点

和话题度，基本上

难以突出重围，收

获观众；然而有且

不断有话题和热

度，从而带来巨大

的观众流量涌入，

却没有好的剧情

内容来迎接这“泼

天的富贵”，那么

观众能收获的或

许只能是失望和

看过即忘没有回

味 的 时 间 浪 费 。

这显然不是观众

想要的，相信也不

是电视剧主创人

员的追求。看似

热闹话题不断的

《眼泪女王》，委实从哪个角度而言都

算不得一部有水准的电视剧。

《眼泪女王》讲述了农村出身、首

尔大学法律系毕业的白贤宇与财阀家

的女儿洪海仁阴差阳错地相爱结婚三

年后，婚姻遭遇危机。白贤宇下定决

心要离婚，却又意外得知洪海仁患了

绝症，只有三个月的生命。在抗病和

解决家族危机的过程中，二人又再次

相爱。

这是一个俗套但又有一点新意的

故事，它讲述的是童话故事里面结尾

那句“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

生活”中，“从此”之后的种种。但之所

以笔者没有在文章开头交代剧情故

事，而是大写其话题营销，是因为这部

16集的电视剧，前10集都在用极为零

碎的故事来为二人可以再次相爱进行

铺垫——即一对外来的母子用近20年

谋划争夺洪家的产业以取而代之，男

女主角在携手共克个人和家族难关中

爱情得以复萌。换句话说，剧作用了

10集的篇幅来讲述两人再次相爱的条

件或动机，而观众真正想看的两人如

何再次相爱的过程，却只在剩余的六

集篇幅中展开，可见剧情之拖沓以及

重点之失焦。

然而《眼泪女王》更大的问题在

于，它既没有在故事上吸引人，也没有

在情感上感染人，只是不断地在各种

看似创新实则无价值的细节上逗引观

众。比如对于各种话题的制造、对姑

妈等配角动漫式的夸张处理以及对于

支线的过多着墨等，从而一方面让人

很容易将故事总结为“遭遇婚姻危机

的夫妻再次相爱”，另一方面却又让人

很难信服这样的一个故事以及不知该

如何有细节地讲述这一故事。这就使

得全剧最终成为一件多巴胺即时刺激

满足的速食文化产品。

编织白日梦和提供情感快感是偶

像剧的追求，在这方面，韩剧已经发展

出极为成熟的手段方法来达到目标。

这本无可厚非。只是对于《眼泪女王》

这样强大到豪华的台前幕后阵容来

说，观众的期待可能更高一些。剧作

既想构建一个丰富庞杂的故事，又想

在情感上围绕“泪”而大做文章收获感

动，结果是叙事上前后难以逻辑自洽，

情感上又因搀杂太多动漫喜剧化元素

而难以让人代入投射，两头不靠，难成

经典。

于成为经典的电视剧而言，其成

功总结下来不外两种，一种是讲述了

一个好故事。比如本剧编剧此前获得

极大成功的《来自星星的你》和《爱的

迫降》，都在题材故事上别出新裁，剧

情完满充满浪漫气息而又具有一定的

说服力，因而成为了韩剧的代表。电

视剧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叙事的艺

术，虽然这种叙事区别于小说的文字

叙述而为声画叙事，但也不脱离叙事

的基本技巧与原则。《眼泪女王》在每

集结尾小故事的添加，看似是补遗性

的剧情的丰富，实则暴露的是电视剧

在主线叙事中故事处理和编排能力的

不足。《来自星星的你》大火后，朴智恩

编剧、金秀贤主演的《制作人》以及全

智贤主演的《蓝色大海的传说》都反响

平平，其实都可以归结为没有一个好

的故事。

另外一种不执着于讲一个好故事

的电视剧，则会着力提供一种情绪情感

上的同频共振，实际上是通过声画调动

有限的故事情节以达到情感上的共

鸣。像《我的大叔》以及本剧女主出演

的《我的解放日记》，情节上都极为简

单，但都通过风格化的叙事和主人公内

心的揭露和剖析以呼应当下社会中人

们的普遍情感体验，从而得到观众认

同，能够成为经典也就有迹可循了。

《眼泪女王》显然是更想要讲一个

好的故事，但目的并没有达成。

韩剧作为韩流之一，在东亚乃至

世界范围内能够流行几十年，得益于

业界在生产制作上的不断更新换代，

和题材上的不断拓展和延伸。然而任

何一次创新都是基于之前创作成功经

验的微调，这也是电视剧类型制作和

创新发展已经成为共识的理论。不

过，具体到如何在类型模式的基础上

进行创新，也即如何用旧瓶装新酒才

能得到市场认可，则又似乎是一个玄

学命题。

曾经被调侃为韩剧三大套路的

“车祸、失忆、治不好”近年来逐渐被

“土豪、养眼、大长腿”所取代，诉诸

于悲情叙事的偶像爱 情 剧 已 不 常

见。《眼泪女王》有一个女主罹患脑

癌的前提，实际上是对最原初这一

偶像剧套路的回归。虽然创作者限

定了“婚后”这一不同于很多偶像剧

的情感时间段，也将情感议题向商战

和权谋等延伸，以期容纳更多更丰富

的剧情，但在处理上，则明显力有不

逮。从收视率来看，称其为爆款并不

为过，但其在评分网站上一路下滑的

分数，则基本上打破了此前韩剧爆款

剧亦基本为品质剧，并最终能够成为

经典剧的传统。《眼泪女王》既不能让

旧瓶的经典韵味得以发挥，新酒的味

道又不甘醇，那么就只能尝过即弃，难

以回味。或者，它会成为韩剧的一个

分水岭。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
究所研究员，影视文化与视听传播研
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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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宫崎骏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

生》和梦工厂的《功夫熊猫4》两部作品先

后登陆中国的大银幕，并且都取得了不

错的票房成绩。

虽然两者一为作者作品，一为工业制

作，但它们的国际化之路对中国动画作品

的跨文化传播来说都有着一些借鉴意

义。作为他山之石，是可以拿来进行一下

分析的。

动画作为一种媒介艺术形式，是通过

创造性的符号编码方式来带领观众进入

想象的世界。动漫形象处于虚实之间，而

且往往更偏虚一些。其虚拟性和假定性

造成了分离于现实的视角和距离感，恰恰

给动漫艺术创作带来极大的自由。

宫崎骏创作就是充分利用了动画艺

术的这种自由度。在每一部作品背后都

有着他对世界范围的历史、文学、美术、音

乐、电影等各个领域知识养分的广泛汲取

作为支撑。他以一切有价值的文化创造

为资源，但又不受任何束缚。

他的代表作《千与千寻》整个的故事

结构采取的就是西方成长题材与冒险题

材叙事的结合。千寻进入油屋的历险过

程既有古希腊大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影子，

也有文艺复兴以来成长叙事的轮廓。而

故事中作为重要道具的苦丸子所象征的

以“呕吐”为“吞食”赎罪的救治行为和净

化与再生的主题，则是法国作家拉伯雷

《巨人传》中情节带来的灵感。

在他的另一部作品《悬崖上的金鱼

姬》中，波妞这一美人鱼形象则有着北欧

神话女武神的风采，就是对好莱坞动画片

中美人鱼形象的一种批判。波妞的父亲

藤本，则被设想为凡尔纳《海底两万里》中

尼莫船长领航的鹦鹉螺号船员中唯一的

亚洲人，并被设定为诅咒人类时代早日终

结的“人类批判者”，这又是借用的西方科

幻小说中常见的疯狂科学家形象。

正是这种世界取材的自由创作，使得

宫崎骏的作品形成一种日本故事与人类

处境的交汇。

首先，宫崎骏创作的立足点永远是对

日本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索，他的每一部

作品也都与创作年代的时代背景构成紧

密的对应关系。所以，他的作品在日本当

代文化中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如《千与千寻》就是宫崎骏对二战后

日本历史的反思，也是为世纪转折的日本

寻找继续前进方向的一种努力，其中的主

要形象都有强烈的日本本土性。据研究

者考证，其中的小白龙代表的一位神灵是

解开古代日本建国真相的关键所在，而承

袭了其名字的小白被赋予了日本这一国

家的鲜明民族性。从自甘堕落而沦为魔

女的弟子与帮凶的小白，到终于找到自己

名字与来源的小白，这一角色与日本这一

国家的命运之间有深层的联系。

片中另一个主要形象无面怪，不仅无

脸、无形、无声，更为本质的残缺是他没有

名字、没有来处、没有归属，只有无限膨胀

的欲望和难以与他人沟通的自闭。这个

孤魂式的造型是宫崎骏对于现代社会的

中年日本男性、即千寻父辈的一个极端化

的概括和影射。

更值得注意的是，宫崎骏的作品不仅

仅只有日本故事，更有着对人类普遍处境

的关注。

有学者研究发现，在宫崎骏所提供的

富于象征性蕴义的动漫空间中，疾病往往

作为重要的甚至是主题性的意象被加以

引申，而他的创作意图则带有明确的救治

动机。宫崎骏的动画由此反映了他对现

代人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的观察、问诊与

治愈，所以能够为观看者带来精神层面的

抚慰和疗治效用。

比如《悬崖上的金鱼姬》就以充满希

望和关怀的返璞归真的手法，实际讲述的

则是一个含义深邃而又充满绝望的故

事。绝望之大也意味着希望之深切。这

部影片也是宫崎骏以动画这一艺术形式

对于人类消费主义时代之终结发出的宣

言与警示。

也正是以上所分析的日本故事与人

类处境交汇的创作思路，让宫崎骏作品具

备了跨文化国际传播的能力。

梦工厂的动画电影创作没有很强烈

的国族意识和作者个性，而是以在国际市

场的商业获利为主导的工业制作，试图在

保持控制的同时又让人人都能够进入动

画作品之中。为了达到这一商业目标，它

们会有意识地从世界各地取材并与好莱

坞自身的类型电影资源相结合，最终的目

标是最大化的传播效应。

《功夫熊猫》系列对中国文化的选择

也是以国际观众的欣赏为出发点，拼贴了

其最熟悉的两个中国元素：熊猫+功夫。

动画类型创作中本来就有一条重要规则：

动物比真人更受欢迎。而熊猫作为中国

独有的动物，加上本身的憨态可掬，所以

享誉世界。除了熊猫，《功》中的乌龟大

师、小浣熊师傅，鸭子爸爸，“盖世五侠”，

包括各种反派角色，都是采取的动物形

象。

借助香港电影的世界传播，功夫片也

成为国际观众最熟悉的中国电影类型。

学者研究发现，《功》中作为重头戏的功夫

设计不仅大量使用中国传统拳术，如“盖

世五侠”分别对应着中国几种传统拳术：

蛇拳、螳螂拳、猴拳和中国南拳流派中的

“虎鹤双形”，而且影片中的功夫桥段几乎

都可以在香港功夫片中找到渊源和模仿

对象。

《功》不仅在外形动作上借鉴中国传

统武术，还试图传达出一种与中国武术有

关的传统思想内蕴，比如第一部中的无字

武功秘籍，第二部中关于“烟火”（火药）的

观点，第三部中“气”的真正内涵等。

除了功夫之外，《功》系列对于中国山

水、建筑、食物、风俗等的使用也都是以国

际观众熟悉为前提的灵活“拿来主义”。

但从《功》的叙事结构来看，又是经典

好莱坞叙事加上超级英雄电影的结合。

从经典叙事来说，首先熊猫阿宝作为主

角，沿用的就是好莱坞最喜爱的以有缺陷的

普通人作为主角，从而使其具有强烈的移情

功能，然后再以角色的欲望为核心推动整个

叙事。影片中的阿宝在一开始并不具备学

武的天赋，但他对功夫的迷恋与向往却十分

强烈，由此成为一个有欲望的主动行动者。

进而，影片再通过设置鸿沟让他的欲望实现

过程变得有些曲折，从而形成丰富的故事情

节。电影弧光由此形成：一个资质平庸的无

名小卒经历一系列劫难，最终成为了功夫盖

世、拯救世界的英雄。

除了经典叙事之外，《功》系列也在征

用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的类型惯例。在

《功》的每一部中都会设置一个超级大反

派，阿宝与大反派的较量过程与经典叙事

紧密交融在一起。由于超级英雄电影类

型本身在长期发展中形成比较丰富的类

型资源，这就为《功》后面可持续的系列生

产带来很多灵感。

除了超级英雄电影外，动漫电影资源

也被征用。在《功4》中新出现的小狐狸形

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疯狂动物城》中的

同款狐狸。而《疯》中小狐狸形象则又是

对经典时期黑色电影中孤独侦探角色的

借用。这个新形象的出现也是《功》系列

后面故事转型的预兆。

通过以上对“宫崎骏”与“功夫熊猫”

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两者能够做到国际传

播的一大共性都是世界取材的思路。以

它们为方法，我们就能够发现，对当前及

今后的中国动画创作来说，要想实现国际

传播，目前首先需要做到的就是如何合理

调用非中国元素的问题。

因为以国际市场为目标的跨文化电

影制作，要给不熟悉中国文化和中国现实

的国际观众能够进入的入口，适当借鉴一

些国际文化资源和艺术表达方式可能会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就是传播学所说

的“转文化传播”路径。以这种思路可以

超越中国文化独自“走出去”的单一路径，

尝试与非中国文化杂糅、融合、对话、互

动，将使中国文化对国际观众来说更具有

亲切感、贴近性和感染力。

而如何将世界取材的非中国元素与

原有中国故事有机融合到一部动画作品

中，才是真正考验创作者能力之所在。所

以，无论是“宫崎骏”的日本故事与人类处

境交汇的作者思路，还是“功夫熊猫”的类

型资源结合世界取材的工业制作思路，都

能够为致力于国际传播的中国动画创作

带来一些启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
教授，北京文联签约评论家）

经不起细品的旧瓶新酒

从宫崎骏与功夫熊猫看“转文化传播”
桂琳

宫崎骏动画：
日本故事与人类
处境的交汇

《功夫熊猫》系列：
世界取材与类型
资源的融合

《眼泪女王》是一个俗套但又有一点新意的故事，它讲述的是童话故事里

面结尾那句“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中，“从此”之后的种种。然

而，剧作用了10集的篇幅来讲述两人再次相爱的条件或动机，而观众真正

想看的两人如何再次相爱的过程，却只在剩余的六集篇幅中展开，可见剧情

之拖沓以及重点之失焦。

 宫崎骏的作品不仅仅只有日本故事，更有着对人

类普遍处境的关注。也正是这样的关注和将日本故事与

人类处境交汇的创作思路，让宫崎骏作品具备了跨文化

国际传播的能力。图为《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剧照

 《功夫熊猫》系列对中国文化的选择是以国际观众的

欣赏为出发点，拼贴了其最熟悉的两个中国元素：熊猫+功

夫。除了功夫之外，《功》系列对于中国山水、建筑、食物、风

俗等的使用也都是以国际观众熟悉为前提的灵活“拿来主

义”。图为《功夫熊猫4》剧照

——评韩剧《眼泪女王》

吕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