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女性题材看“她们”的可贵
□陈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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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款IP《欢乐颂3》播出后，不论是

剧情还是人设，都引发不少争议。豆

瓣评分4.6更是创下正午剧有史以来

的新低，令观众唏嘘不已。是女性题

材剧不香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同样是描写女性故事的《二十不惑2》，

在第一部收视和口碑双丰收后，续集

上线首日话题破亿，好评势头颇为凶

猛。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她们的名

字》《灿烂的转身》《姐姐的反击》《她只

是不想输》《做自己的光》……今年即

将播出或官宣将拍的“她题材”作品，

还有十余部剧集坐等品鉴。然而，“她

题材”的扎堆并非“她力量”的进阶，更

不等同于观众的满意。如何更好地通

过女性故事呈现世间百态，真实地鼓

舞人心、传递勇气，看见“她们”的可贵

之处，才该是火爆背后思考的关键。

近年来，“她题材”不断涌现大小

荧屏，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她经济”

的发展。“她经济”是教育部2007年 8

月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指随着

女性经济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围

绕女性理财、消费而形成的特有经济

圈和经济现象。而在文化消费领域，

尤其是影视行业，女性观众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打破中国影史春节档观影

纪录的影片《你好，李焕英》，在想看观

众用户画像中，女性观众占到71.3%，

成为绝对主力；在某平台2020年末公

布的全平台分账剧数据中同样显示，

女性成为分账剧的主流观众群，连续

两年占比高达七成。在这样的市场导

向中，能满足女性观众想象、勾连女性

生活的“她题材”作品，备受宠爱。

于是乎，女性创作形象不断丰富，

从传统意义的琼瑶女郎、贤妻良母、甜

宠女孩，到霸气直爽大女主、聪慧机敏

职场女孩，甚至离异重启人生的中年

女性，都成为女性故事的素材来源。

内容呈现也囊括了情感、职场、婚姻、

生育、困境等方方面面。不过，随着社

会的发展、观众审美的提高、成长意识

的觉醒，大众对“她题材”的“买单”程

度开始悄然改变。在《甄嬛传》成为

“大女主”经典作品后，无论是孙俪再

度担纲主演的《芈月传》还是周迅的

《如懿传》、章子怡的《上阳赋》，收视表

现都不如预期；2018年大火的《延禧攻

略》，数据虽好看，但争议却不少。在

这些剧目中，女主无一例外都是“美强

善”的化身。她们一路升级打怪，最终

成就自我“飒爽”之路，满足了观众的

众多想象。但随着同质化的泛滥、观

众审美的疲软，女性群像剧以现实主

义的底色、更为接近真实生活的题材

选择，成为“她题材”新势力，如2020年

的《三十而已》、2021年的《爱很美味》、

《我在他乡挺好的》等。

再比如爆款剧《山海情》中热依扎

饰演的水花，作为“她形象”中的佼佼

者，被观众评价“有着滴水穿石的柔

肠，恰似一朵苦难里开出的花”。而演

员热依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坦言，

水花最动人的地方恰恰不在于她近乎

完美的品质，“我没有想要展现一个完

美的人物，反而是水花在面对生活和

命运的苦难时，选择了乐观和笑。她

一直在努力平衡家庭与奋斗的关系，

她用笑激励自己。”热播剧《幸福到万

家》中的何幸福、《梦华录》中的赵盼

儿、《二十不惑》中的梁爽……我们应

该看到，在“她题材”出圈作品中，并没

有局限于借“她”的外衣，割裂女性的

成长和情感，而是试图最大可能地还

原女性的真切挣扎和奋斗，真实传递

“她力量”。

不过也有不少“她题材”的作品，

借大IP、“自强女”之名，行“爽文”、“降

智”之举。更有甚者，将原生家庭、阶

层对立、贩卖焦虑、事业危机等作为套

路元素，让“她力量”的彰显成为一道

伪命题。我们也应看到，作品扎堆的

背后瞄准的是女性地位的提升和社会

表达的进步。而这些热闹之下，还藏

着更为残酷的竞争和严苛的考验。首

先，建立观众的信任不易，但毁掉却不

难；其次，脸谱化、同质化越多，观众的

疲惫感越强烈；此外，社会日益发展，

市场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

庆幸的是，据相关调研数据显示，

2022年热拍或待播的“她题材”剧集，

爱情戏码不再占据大量篇幅，职场发

展、内心成长或将成为故事重心，角色

形象也将呈现包括女警察、女外科医

生、女律师等更为多元的新时代职场

女性。未来，我们期待“她题材”扎堆

带来的不只是荧屏的热闹，不该只是

想象中的“她们”，还在于如何通过“她

视角”理解更多真实的人，如何透过戏

剧元素彰显“她力量”的可贵。制造冲

突、吸引流量、输出金句不应是“她题

材”的主流，传递积极的人生观、价值

观、社会观，才是“她题材”应该抵达的

彼岸。

近日，电视剧《苍兰诀》正在热播

中。作为一部古偶剧，由虞书欣饰演

的小兰花和王鹤棣饰演的东方青苍之

间的戏份，让观众大呼“太甜了”。但

是就在8月 15日的一场直播连线后，

却让该剧冲上了微博热搜。原来，是

直播中虞书欣和王鹤棣因为对剧情的

理解不一致，争执了几句，却没想到，

让部分前来“嗑糖”的观众失望而归。

直播结束后的凌晨，《苍兰诀》总制片

人还专门发了一条微博：多看看花絮

吧，熟悉的人都知道他们经常拌嘴，然

后会光速和好，不用担心。

但有些观众仍然觉得，两人之间

的这种“不熟”和“尴尬”，已经影响到

追剧体验了。8月17日，#小兰花好尴

尬#又挂上微博热搜。虽然这一次的

“尴尬”讲的是剧情，但是仍旧有部分

网友在话题讨论中，将关注点放到了

两位主演的关系上。可能两位主演也

没想到，一次戏外直播，还能产生这么

大的一场风波。

观众产生这样的想法，无非是因

为剧中两个主角的爱情戏太“甜”，导

致与现实中两位主演的相处模式相比

时，产生了心理落差。当然，也只有认

认真真、真情实感追剧的观众，才会产

生这样的感受。但这些观众似乎被这

甜蜜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在卸妆之后，

两位演员各有各的生活。况且，演员

也只是站在各自角色的立场上讨论剧

情而已，这也是作为演员的本职工

作。如果因为一部剧，硬把两人在现

实生活中也凑成“CP”，这不仅会违

背演员个人意愿，也会产生很多不良

影响。

这也不能全怪观众。近些年，“戏

外营业”仿佛已成为影视剧行业的默

认规则，特别是甜宠剧、偶像剧，一部

比一部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定要把戏

中甜甜蜜蜜的爱情氛围带到现实中

来，以此作为影视剧的宣传看点，拍摄

花絮、直播、综艺……成了制造“糖分”

的场所。关注这些影视剧的粉丝，会

把男女主角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

神都放大，依照自己所想的方向进行

解读。

虽然这种方式能够在短时间内为

作品增加关注度，也能将原本就已在

关注的粉丝“抓”得更牢，但从长远来

看，这种方式无论对演员还是作品来

说，都是有害无益的。例如，演员丁禹

兮曾参演两部电视剧，分别是他与赵

露思搭档的《传闻中的陈芊芊》以及与

张予曦合作的《韫色过浓》。两部剧的

粉丝本就在网络上争执不休，在丁禹

兮与张予曦的单曲《早就心动了》发布

后更甚，一度牵扯到演员本人。而对

演员本人来说，最担心的就是角色固

化。如果一个演员有了固定的人设和

合作对象，那他如何在演艺这条路上

走得长远？

对于影视剧本身来说，有关注度

当然是好事。但如果宣传方向一味朝

着“发糖”的方向走，热度虽然有了，但

却掩盖住了作品本身的可取之处，这

也是对整个剧组工作人员的不尊重。

就像《苍兰诀》一样，明明可以探讨更

多的内容，比如剧本的改编如何做到

让书粉和剧粉都满意、土甜的《苍兰

诀》为什么让观众这么上头……却偏

偏要把宣传重点放在两位主演的关系

上，这就显得舍本逐末了。

“剧里是剧里，他们也不是剧中的

人物。”一位网友道出了这场争论的关

键所在。对两位演员来说，《苍兰诀》

是他们许多作品中的一部，无论两人

是同事也好、朋友也罢，只要能给观众

带来好的作品就够了。虽然都说“戏

如人生”，但戏终究不是人生，演员和

观众都要分清戏里戏外。只是在影视

剧宣传时，不要再一味地以男女主角

的感情为噱头，进行“CP炒作”了。毕

竟电视剧里的梦是造起来了，但是梦

幻的泡泡能膨胀到多大、什么时候破

碎，就不是剧组说了算的。作为影视

剧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在作品本身，宣

传CP只能作锦上添花之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影视剧市

场追逐短期流量的作品太多，或许在

制作方看来，拥有短暂的关注度已经

足够，其目标也不是要做高质量、经典

的作品。因此，从各个方面追求流量

也就成为宣传手段之一。只是这样的

影视剧太多的话，观众如何才能在泡

沫流量之下看到好剧呢？

好的影视作品各有各的优点，

不尽如人意的作品则大体相似——

无非是栽在那么几个槽点上，或粗

制滥造，或剧情悬浮，或立意浅薄，

或一地鸡毛。日前迎来大结局的都

市家庭剧《少年派2》最大的问题，莫

过于野心太大，预设性太强，贪多嚼

不烂。

三年前，《少年派》播出，该剧

将青春校园里的懵懂美好与中年

夫妻的一地鸡毛互相搭配，甜盐相

佐，形成双线叙事，给人以耳目一

新之感。

此番《少年派2》集结原班人马

归来，自然也是憋着一口气要将前

作的优点继承并再发扬——除了拼

命给钱三一和林妙妙的“一秒CP”加

戏，甜虐并施之外，还铆足了劲儿搜

罗社会上方方面面的热点话题，一

股脑儿地掺和进剧情里。

中年危机话题？有！林大为、

王胜男这对中年夫妻相互扶持，面

对更年期、中年失业等接踵而至的

困境时包容无限、同心协力。为给

观众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

观念，故事还特地安排林大为化身

“家庭煮夫”，支持妻子工作。

二孩话题？有！林大为、王胜

男中年生育二孩，这让林妙妙有了

一个小她近20岁的弟弟林够够。帮

父母带娃，学会和弟弟相处，带着弟

弟上大学，甚至带着弟弟谈恋爱，成

为林妙妙生活的一部分。

原生家庭话题？有！出身于离

异家庭的钱三一和家人客客气气，

面对有些强迫症的母亲隔阂感十

足；邓小琪母亲对她的照拂无微不

至，但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究竟

是谁,成为邓小琪的重大心结……

婚恋难题?有！林妙妙遭遇劈

腿渣男，邓小琪跟师兄的恋爱也遭

遇问题重重；林妙妙的女老板田甜

长期生活在丈夫的家暴阴影和精神

控制下；感情甚笃的林大为、王胜男

更因一时冲动，过上了“离婚不离

家”的新式生活。

择业就业难题？有！林妙妙不

一味追求流量热度，力图做一个还

原事实的新闻工作者；钱三一跨过

心理病痛重新回归科研道路；江天

昊一路创业一路遇挫，磕磕绊绊不

言放弃；邓小琪鄙视网剧、坚持话剧

表演，然而才能和天赋却受到重重

质疑。

总之，多孩家庭、毕业择业、职

场竞争、创业浪潮、中年危机，但凡

是社会话题，就没有《少年派2》不想

讨论的。

创作者们试图在一地鸡毛中

给出正能量的解决方案。发心虽

好，但受制于篇幅、眼界和挖掘深

度，所有问题被摆出来后，相对应

的讨论大多流于表面，说教味也很

浓。

更糟糕的是，《少年派》中个性

鲜明又讨喜的一众角色，都成了剧

方为完成议题而设置的工具人，林

妙妙少了些古灵精怪，钱三一成了

“帅强惨”……人物脸谱化了，魅力

和感染力自然大打折扣。

说到底，《少年派2》无非就是一

部都市剧而已，把故事讲好，让角色

生动，让观众爱看，才是第一要务，

千万别把自己当成一部“社会热点

百科全书”。 据羊城晚报

影视剧宣传应回归本身
□刘可欣

影视剧不必拍成
“社会热点百科全书”

□艾修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