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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古装偶像剧扎堆的暑期档，

打头阵的《长风渡》播至半程，网络热度

不俗。确实，相比于同期已播出的不少

古偶、仙侠剧来说，少了一直以来备受

诟病的青年演员演技浮夸、剧情空洞幼

稚、特效服化粗糙等问题，《长风渡》为

荧屏吹来“清新之风”。

然而“轻喜剧”包裹下的古偶甜宠

故事，也令另一重触及古偶剧内核的隐

忧进一步凸显——那就是现代婚恋观

与当代观众情感投射的双重因素叠加，

与古偶所处时代背景中的封建王权、纲

常伦理形成了一种别扭的拉扯与纠葛；

现代经济社会的常识手段，则又成为为

古装男女主角开启爽文剧情、破解难题

的“大智慧”。这样的剧集，常让人有恍

惚之感——男女主角莫不是从现代社

会穿越而来？面对这样的创作趋向，不

禁要提醒古偶剧主创：不是以现代思维

教古人做事就是“进步”了。

《长风渡》说的是徉州城中，布商之

女柳玉茹父亲“宠妾灭妻”。为摆脱命

运，柳玉茹一心要嫁与高门叶家，阴差

阳错却成了纨绔顾九思之妻。顾父虽

是城中巨贾，却因世道纷乱一直忧心家

产被皇权、地方军阀侵占。这样的背景

下，两个互相看不上的年轻人，一个走

上仕途，一路官至户部尚书；另一个经

商有道，成为一代女首富。如此剧情，

看似励志热血，实则一如剧中将故事发

生地从“扬州”换写成“徉州”一样别

扭。不过是把“升职加薪迎娶白富美走

上人生巅峰”这样粗鄙的职场“爽文”的

梦做得又大了些——夫妻二人在一个

虚空的历史时代一手握权、一手握钱，

名利双收，顺带收获人间真爱。

且不说如此童话是否能在任何一

个封建王权时代存在，单就为了实现这

一个终极梦想的剧情细节，就充满既要

兼顾现代观念、又要适度符合古代社会

常识的别扭与魔幻。为了表现女主角

懂得为自己争取谋划，剧中当柳玉茹听

闻巨贾顾家上门提亲，为保财产不被侵

吞，向未婚夫提出将聘礼“记在自己名

下”的要求，像极了当代网络上“房产证

加不加名字”社会讨论的“古偶回应”。

而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代社

会，如何展开“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绝美

爱情？如果说二十多年前的《上错花轿

嫁对郎》尚且会用一个颇有古代传奇小

说色彩的安排来从容起笔；那么到了今

天的古偶剧，主创干脆偷懒，套用了现

代偶像剧已经用烂的“假结婚”、甚至是

“契约婚姻”。而为了回应观众对偶像

剧女主角“搞事业”的呼声，古偶从《梦

华录》到《卿卿日常》再到《长风渡》，无

一例外选择开商铺成就事业。看似消

解了“宫斗”“宅斗”间里丑化女性恶意

竞争的情节，却走向了挪用现代营销、

企业管理的爽文。为表现男主运筹帷

幄又懂得低调稳妥，剧情安排他向节度

使捐出全部家产后仅求一个“衙役”之

职。短短几年间竟能在乱世过关斩将，

高居“户部尚书”之职。看来《长风渡》

所要挑战的，不只是封建婚恋制度的弊

病，更要跳脱古代科举制度选拔官员基

本逻辑另辟蹊径。

面对如此剧集，每当有人较真纠

错，“架空历史”四个大字就会“怼”到其

面前。“架空”正成为一些古偶剧主创篡

改、挪用古代规制、礼法、社会背景的

“免死金牌”，似乎可以将剧中有违史

实、常识的错误与冲突点一股脑糊弄过

去。可反过来，“架空”也让《长风渡》里所

谓古偶剧的“进步”成了无根之萍——看

似用主角“观念进步”的特定人设、冲

破了人们对古代婚恋习俗的既有认

知，用现代经济学、社会学理念更新了

以往权谋、斗法的低智套路，但归根结

底，仍然是一种尝试以现代思维教古

人做事的“穿越”创作思维粗暴解题。

不管是处于真实历史还是架空时代，

作为“先知”“觉醒者”的男女主角，应有

思想观念萌发与进步的土壤。这些古

偶剧里的少爷小姐们，不像是从成日里

被家丁丫鬟侍奉中“一夜顿悟”，而更像

是从现代社会“空降”而来。相比于反

抗古代社会文化里的糟粕、阶层间的剥

削，他们精致利己，打着古今信息差迂

回玩转，最终目的，竟还是成为世俗意

义上升官发财的“人上人”。如此价值

观，枉谈进步励志，不过一场因果颠倒

的荧屏儿戏。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说的是要汲取传统文化精华，摒弃糟

粕，推陈出新。而如今的古偶则反过

来，试图“用今人之规矩，改古人之面

貌”。这，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退

步呢？ 据文汇报

近日，影视原声音乐综艺节目《剧

好听的歌》上线，引发了业界对影视歌

曲创作的关注。近年来，以影视歌曲助

推影视作品宣传发行的做法日渐成

熟。但与之相对应的，影视歌曲给人一

种千篇一律的感觉,其中能跨越粉丝圈

层、引发全民传唱的爆款并不多见。为

何影视歌曲如今经典难现？这个问题

值得思考。

作为影视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影

视音乐包含主题歌、插曲等。其中，影

视歌曲往往因歌词内容与故事剧情紧

密贴合、旋律优美动听等原因，受到大

众欢迎。优秀影视歌曲能渲染气氛，

增强剧情感染力，与影视作品彼此借

力，实现双赢，一同成为经受住时间考

验的经典。从电影歌曲《我的祖国》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到电视剧歌曲

《敢问路在何方》《枉凝眉》《渴望》，一

首首脍炙人口的影视歌曲承载着不同

时代的影像记忆。每每旋律响起，都会

打开一条时光通道,让人们的思绪回到

经典影视剧的绚丽世界，重温其中的精

彩故事和动人情感。

然而，随着媒介技术更新迭代，受

众的视听习惯不断改变，影视歌曲的传

播链条也产生巨大变化。从银幕、电视

机到电脑、手机，人们观看影视剧内容

的终端发生迁移。如今，越来越多人适

应了小屏移动化、碎片化、互动化的观

看方式，常常在片头曲或片尾曲处快

进。这种变化使“受众被动完整收听”

的传播红利越来越小。

与观众接触影视歌曲的时间和机

会有所缩减相对应的，是当下影视歌曲

在整个影视生产创作流程中的相对边

缘地位。相较于表演、剧本、制景等方

面的成本，用于影视歌曲的投入相对较

少。资金不足，使粗制滥造成为可能。

还有的制片方虽然重视影视歌曲环节，

却将其当成宣传营销的工具——影视

作品在上映播放前，先发行影视歌曲，

以此引发舆论对相关话题的讨论，使

受众形成收视期待，由曲看剧。抱

着这种目的创作的影视歌曲往往将

商业利益的考量凌驾于艺术质量的坚

守之上，围绕如何吸引眼球、博取关注

做文章。

出于这些原因，影视歌曲频频出现

艺术质量不高、剧曲分离、人歌分离等

问题。部分歌曲缺乏个性特色：有的旋

律套用通用和弦，辨识度不高；有的歌

词千篇一律，无论什么题材、故事的影

视作品，都使用“爱恋”“宿命”等陈词。

部分歌曲文不对题，风格与影视作品不

符。比如，有的古装题材影视剧的歌曲

现代感十足，有的喜剧桥段所配的歌曲

歌词却悲伤纠结，让观众出戏。也有部

分影视歌曲为了吸引粉丝，选择唱功、

音色与歌曲并不匹配的影视作品主演

担纲演唱者，导致作品质量被观众诟

病。还有的歌曲惯性化使用圈里几位

经常演唱影视歌曲的热门歌手。他们

总是演唱某种特定故事类型的影视歌

曲，给观众留下了“悲伤结局”歌手、“不

甜不要钱”歌手、“励志搞事业”歌手等

固化印象。他们的声音在影视剧中一

出现，观众就大概能猜到之后的剧情走

向。凡此种种，都导致影视歌曲难以跨

越圈层，无法与影视作品一起，成为广

为流传的经典。

不过，这几年影视作品中也有不少

歌曲出圈，如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

题曲《如愿》、电视剧《人世间》的同名主

题曲等。总结这些作品成功的原因，首

先是坚守剧曲合一。影视歌曲是影视

作品的有机组成，应在剧本创作同时着

手设计。创作时要结合作品的人物性

格和情节发展创设旋律，再配合情节的

起承转合进行变奏，形成旋律、节奏、速

度贴近主题意蕴的影视歌曲。如歌曲

《好汉歌》粗犷豪放的词曲和电视剧《水

浒传》一群仁人志士轰轰烈烈与命运抗

争的剧情十分熨帖；歌曲《枉凝眉》黯然

惆怅的曲风和电视剧《红楼梦》一众人

物的悲剧命运暗中贴合；歌曲《人世

间》中“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

在这片土壤/随万物生长”的歌词与电

视剧中周家人从容面对生活苦难、始

终向往美好的人生故事恰切相融……

剧与曲的结合让旋律渲染了情感，让

词作升华了画面，产生“音画合一”的

适配感。其次，由于传播链条改变，影

视歌曲在很多情景下从以视觉性为主

的影视作品“伴随文本”变成了独立成

曲的“原文本”，若想被受众广为传唱，

还需在注重剧曲结合的基础上，提升

歌曲本身的艺术质量。这要求包括作

词、作曲、编曲、录音等在内的歌曲创

作者严肃创作态度，提高制作水平，不

能局限于固定模式或套路，一味迎合

市场，而要勇于创新突破，不断探索音

乐创作的艺术边界，将“流水线生产”

变为“高级定制”。

据光明日报

《外婆的新世界》：
难得的成人童话

□大禹

不久前，由姜秀琼导演、李樯编剧

的《外婆的新世界》以剧中女主人公

“外婆孙玉萍”的视角看庸碌人生之欣

喜，童话般的希望与美，是成年人在实

苦人生里的斑斓色彩，也是近年来电

视剧荧屏中难得的成人童话。

全剧以外孙女窦绮的第三人称为

叙事视角，旁白叙述了女主人公外婆

——孙玉萍病愈后莫名离家出走的奇

遇，中规中矩、万事说“好”的外婆摇身

一变，成了说走就走的“背包客”，喜欢

哪个城市就多打一段工多待待，喜欢

上一个人就停下来谈一场黄昏恋……

这样格格不入、不按套路的个性安在

年过花甲的外婆身上，本就充满了矛

盾，为剧集开篇设定了巨大的悬念：悬

念的一面来自外婆为什么要出走，过

往尘封的家事被逐一剥落；悬念的另

一面来自对外婆未知经历的好奇——

走出家门的她，是否还是女儿口中那

个“没用的人”？外婆像一把钥匙，她

的出走就像钥匙插入锁洞的那个动

作，开锁的过程就是试图证明自我价

值的过程。从这里看去，孙玉萍绝不

仅仅代表了被家庭所稀释和模糊的中

老年女性，她还代表了所有被隐身的

生命个体。丈夫亡故的真相颠覆了孙

玉萍信守一生的圭臬，打破了她生活

的节律。她决心出走重新看这个世

界，重新感受自己是以何方式存在于

这世界之中。

由于改编自漫画的缘故，《外婆的

新世界》很容易就被贴上非现实主义

的标签。但构筑这则成人童话的每一

章节都充满了浓郁的现实气息，甚至

毫不夸张地说，都可一一找到对位。

打工妹的人生歧途、虐猫成性褪去知

识分子蓑衣的心理病患、望子成龙粉

饰人生现实的中年母亲、遭受职场性

侵选择忍辱一心向上攀爬的青年女

性、不惜一切代价征战直播平台只为

赏金猝然亡故的老年网红、非亲非故

的和谐邻里最终成为了没有血缘也可

相互依托此生的家人……凡此种种，

是孙玉萍之所见，亦是现实生活之栩

栩如生，其中不少故事原型皆见诸社

会新闻报端。尽管在剧中，每一个故

事都因为孙玉萍的到来，让这些苛酷

人生有了不同程度的转机与调和，密

集的巧合与偶然削减了逻辑性和可信

度，但却无法完全消解其植根现实创

作的动机。在诸多制片方倾向于选择

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为电视剧脚本的

今天，《外婆的新世界》的“魔幻”现实

主义更值得被拥戴。

《外婆的新世界》是典型的单元剧

模式，以外孙女和姨婆结伴寻找孙玉

萍为主线，透过每个1-2集篇幅构筑

的小故事组成了外婆的出走笔记，各

个故事之间除了有先后发生的时间顺

序，其主人公和主要事件基本独立，相

互之间并无直接关联。这对编剧和导

演极具挑战，在体量和容量互为掣肘

的情况下，还要确保故事圆熟，这一点

从《外婆的新世界》的最终呈现和观众

口碑上看确已达标。但撇开孙玉萍而

言，各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刻画在用笔

上明显力道不均，尤其到了后半段忽

然疲软，孙玉萍的人物弧光也呈减弱

之势，她的出走之路遭遇不断，却始终

只有一种调性，缺失了她出走这个巨

大行为动机背后应该不断延展的惊喜

和突破。如果说有遗憾，这便是孙玉

萍这个人物的最大缺失，也是该剧的

莫大遗憾。

据北京日报

古偶剧的一种别扭：
用今人之规矩改古人之风貌

□黄启哲

影视歌曲为何经典难现？
□张梅 蔡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