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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暑期，荧屏上花样繁多的爱

情剧接踵而至。今年也不例外，从神

仙侠侣跨越三界、感动天地的爱恋，到

都市男女与职场进阶编织缠绕的情

感，再到青年男女与校园生活相伴携

行的情愫，爱情作为重要叙事元素与

多个类型融合，催生了不少出圈爆

款。与爱情剧热播相对应的，是荧屏

之外观众对这些爱情故事的讨论层波

叠浪。近年来，观众对爱情剧的态度

发生了悄然改变——如痴如醉、心驰

神往的少了，警惕甄别、思辨考量的多

了。从反对用套路化剧情刻意添加

“工业糖精”，到诟病缺乏主见和理性

的“恋爱脑”，再到抵制有精神控制嫌

疑的“虐恋”情节……这些批评意见背

后，其实暗藏着部分爱情剧创作出现

偏差的问题。

部分创作者为制造话题，刻意设

置极致关系，打造极端人设，渲染情爱

奇观。首先，设置极致关系已经成为

众多爱情书写的常规操作。有的剧集

把扭曲情感当矛盾，将操控拿捏当浪

漫，用爱情中一方的绝对顺从和无条

件付出演绎所谓“虐恋”；有的剧集使

用“先婚后爱”的套路，让人物在“假结

婚”的过程中培养感情；有的剧集表现

多角关系，让闺蜜、好友甚至姐妹、兄

弟上演夺爱大战。其次，为了追求强

戏剧张力、强性格冲突，塑造极端人物

也成了爱情剧创作的热门选项。单拿

男性角色来说，在都市爱情剧中，多

金、沉稳且情感忠贞的霸道总裁数不

胜数，出身底层、身世不幸且屡遭轻贱

的“赘婿”人设也自成一派，还有性格

孤僻的学霸、行为偏执的学渣等，爱情

故事中能深入人心的普通人形象不太

多见。

再次，情爱奇观的虚构，更是被当

成作品的高光时刻，屡屡登上热搜。

比如有些剧集里的主角，原本遵循的

是谦逊勤勉、务实上进的性格逻辑，但

一到男女主角见面的戏份就“壁咚”

“贴面”“公主抱”，热情似火，全然不

顾会破坏人物性格的稳定性和一致

性。还有花式吻戏、肉麻情话、撒糖名

场面等。

如此创作，缺乏生活逻辑和现实重

量，就失去了诚挚的基本前提，导致爱

情剧创作超出了成人浪漫童话的边界，

进入了逻辑失序的“儿戏”范畴。不仅

成年观众不买账，这样的做法还有可能

给青少年观众爱情观的养成造成负面

影响。比如，有些作品中的爱情故事一

味堆砌甜宠元素，将爱情理想化甚至神

化，回避正常恋爱婚姻中可能会出现的

各种现实问题，容易让观众对生活和情

感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且对实际问

题缺乏理解和应对能力。

而极致的人物形象会强化大众对

性别的刻板印象，形成诸如“男性就应

该主动追求女性”“女性就应该柔弱被

保护”的认识，从而形成偏激的爱情观

念。观众还有可能在恋爱过程中模仿

爱情剧中人的言谈举止，从而出现一些

过激举动，甚至违背道德、违反法律。

这些内容为观众，尤其是渴望在其中一

窥未来的青少年作出了错误示范，也对

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爱情是影视创作的重要选题，创

作者可以以超越性、浪漫化的方法来

演绎。但须知，现实是一切爱情故事

让人共情、感怀的根基。所谓爱情的

超越性，是在现实阻碍、世俗困顿中毅

然选择坚守纯粹情感的信念，而非眼

中只有爱情的狭隘。所谓爱情的浪漫

化，是对爱情甜美、忠贞和对人全面成

长助力的演绎，而不应仅停留在一味

“虐心”“撒糖”的层面。

在爱情故事的讲述中，极致从来

不是浪漫的唯一催化剂，能够温润心

灵的也并不是情爱奇观。这些年来，

观众既为《人世间》里周爸和周妈相濡

以沫、患难与共的爱情流过泪，也为

《爱情而已》里运动员宋三川和新手职

业经理人梁友安之间并肩成长、真挚

乐观的情感动过心。这些作品里，并

非没有理想化的人物塑造，也不乏爱

情至上的浪漫演绎，但主创们始终提

防“二元对立”的极致思维，也做到了

时刻严守现实逻辑，如此才成就了这

些深入人心的爱情故事。

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正在发生深

刻变化。社会转型期中，当代人的爱

情态度、婚恋观念也存在诸多摇摆和

困惑。如何抓住这些新的情感变化趋

势，在爱情剧创作中给出适当的观念

引导，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爱情、理解

人生，应当成为当下创作者深入思考

的问题。归根结底，好的爱情故事从

来都不是仅囿于爱情。创作者唯有跳

出“离地三尺”才能唯美浪漫的惯性思

维，才能看到爱情剧小悲欢与大时代

同频，小情爱与时代脉搏共振的巨大

书写空间。 据光明日报

热映影片《孤注一掷》的片名，暗合

了片中的三类人。一类是孤注一掷搞

诈骗的人，譬如王传君饰演的陆经理；

一类是孤注一掷想逃生的人，譬如张艺

兴扮演的潘生；一类是孤注一掷玩赌博

的人，譬如王大陆饰演的阿天。

个人观感是，赌徒拍得最出色。陆

经理展现了人性中最狠的一面，这点大

多数人都代入不了；潘生展现了人性中

机智和勇敢的那面，其程度之高对普通

人而言同样望尘莫及；反倒是阿天代表

的人性之软弱，在观影过程中会不时提

醒观众“小心别成为他”。

阿天不穷不傻不自私，其陷入网络

赌博骗局的最初心态无非是：好奇，试

试，万一赢了呢？这种心态可谓人皆有

之，是否从此落入深坑通常取决于一念

之间。阿天天真没防备，一朝掉坑，从

此万劫不复。导演在处理这条线的讲

述时，明显用了跟诈骗工厂那条线截然

不同的镜头语言——各种模糊和动荡，

模拟的正是赌徒焦躁不安的内心。导

演还慷慨地拿出了不少篇幅来展现赌

徒家人的痛苦，通过他们的眼来侧面展

现赌徒在虚假“希望”的诱惑下逐渐丧

失理性甚至人性的恐怖之相，令观众更

添代入感。

赌徒并非主线，但拍得好，根本原

因是拍出了典型案例。阿天的遭遇，像

极了这些年我听说的那些因同样原因

家破人亡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他们

都曾是普通甚至优秀的人，只因最开始

那一丝贪念甚至玩心，之后的人生便从

此彻底失控。为了“翻本”，他们骗遍身

边亲友乃至这辈子所有联系过的人，最

后的结局无一不是众叛亲离。《孤注一

掷》拍出阿天的普遍性——他挣扎过，

懊悔过，发誓过，但仍然无法回头。这

便是在提醒所有人：除非从一开始就远

离赌桌，否则这场赌局你的结局一定是

输得彻底。

相比赌徒线，诈骗工厂这条线虽然

不乏“吃厕纸”“打断腿”之类令人恐惧

的镜头，但人物太多，立场也就变得复

杂。这固然证明剧组在反派塑造上做

到了有血有肉，但同时带来的另一个风

险便是容易把真正的主人公衬托得暗

淡无光。张艺兴扮演的潘生和金晨扮

演的安娜，其人性展现都多少显得有点

单薄。不怪演员的演绎，原因是剧本本

身就写“散”了。为了全景式展现诈骗

工厂的奇观，就只能放弃让观众沉浸式

感受“从境外诈骗工厂逃跑是一种什么

体验”。最后，整条线在“恐怖片”和“复

仇爽片”之间游移不定。

当然，展现境外诈骗工厂“全链

条”很有意义。从内容来说，《孤注一

掷》显然很对得起它打出的宣传语：

“多一人观影，少一人受骗”。事实上，

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观影后觉得

“药效”强劲，立马又拉着家里人去影

院打预防针了。因此，尽管吹毛求疵

点说，《孤注一掷》大可以拍得更集中

更沉浸些，甚至可以把阿天和潘生分

别拍成一部完整的电影。但若真那么

做了，恐怕影片对普通观众的吸引力

就会大大降低。考虑到现实中反诈工

作的艰巨性，这部电影还是看的人越

多越好。相比之下，对艺术性的极致

追求就暂且放一放吧。

据羊城晚报

尽管在播出过程中槽点不断且几

次被“嘲”上热搜，《我的人间烟火》收

官后被40多万豆瓣网友打出3.2分，

还是让人有些意外。这个成绩在今年

播出且开分的国产剧中位居倒数第

二，仅次于蒋雯丽和明道主演的《转角

之恋》——那可是一部积压了7年的

旧作。

论主演，杨洋是顶流，微博粉丝数

近6000万，超过肖战、张艺兴、王一博、

任嘉伦等同年龄段的高人气男星。庞

大的粉丝底盘多方面托住了他主演的

作品数据，特别是在他最擅长的“现实

偶像剧”领域，几乎没有低于7分的作

品；之前的剧《你是我的荣耀》大结局

超前点播时，粉丝直接把播出平台的

服务器挤瘫痪了。

论题材和类型，《我的人间烟火》

沿用的是当下偶像剧顺应观众喜好的

一种创作趋势，即在感情线中加入凸

显职业元素，《爱上特种兵》《你好，火

焰蓝》《余生，请多指教》《你是我的城

池营垒》《向风而行》《归路》《照亮你》

等，采用的都是这一套路。剧中的男

女主演或是同行，或是从事能够彼此

产生交集的职业，比如消防员/军人和

医生/记者。

论文本基础，和很多爆款作品一

样，《我的人间烟火》也是一部网改剧，

改编自玖月晞的网络小说《一座城，在

等你》，最初在晋江文学城连载，2017

年正式出版。作为知名的网络作家，

玖月晞有多部大热的网络小说，本身

就是个网络大IP，电影《少年的你》即

改编自她的小说《少年的你，如此美

丽》。

一般来讲，有这几个因素保底，剧

集只要别太离谱就不至于翻车。而

《我的人间烟火》偏偏就翻了。这或许

也提醒影视行业，国产偶像剧是时候

摆脱路径依赖了。

其一是流量依赖。尽管并不直

接等同于粉丝剧，但偶像剧是以偶像

化的情感主张和文化面貌来满足大

众的想象，这一点和流量明星的功能

是重合的。因此，偶像剧启用流量明

星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不能

回避的是，很多流量明星由于没有经

受过专业训练，其在表演能力上是缺

失的，需要制作方在剧本和拍摄阶段

花更大的心思去取长补短，包括考虑

演员和角色的适配度，剧情的合理性

等。导演高希希曾说：“不能说只要

我们请来了流量明星，别的环节都可

以偷懒，只要把所有的光都打在这个

明星身上就行。”而现在的很多偶像

剧，问题恰恰在于不顾角色和剧情需

要，一味地让流量明星在镜头前耍帅

比美。

其二是模式依赖。“类型+”是影视

剧打破固有边界的有效方式。比如在

偶像剧中加入职场戏份，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消解该类型的悬浮感；势均力

敌、双向奔赴的爱情，也比以往的“霸

道总裁爱上我”更符合本届观众的价

值观。如果看不到这一模式的生效机

制，不去认真研究剧中人所从事行业

的特点和规则，只是给偶像剧套上职

业装，把职业当成爱情展开的背景板，

让职场为爱情服务，不仅不能锦上添

花，反而画蛇添足，漏洞百出。《我的人

间烟火》就因为出现男主把消防器材

当做营造氛围的工具取悦女主的桥

段，而引发多地消防部门的点名批评

和实名提醒。

其三是IP依赖。网络小说是偶像

剧文本的重要来源，今年已播和待播

的偶像剧中，可以说几乎九成改编自

网络小说。然而网改剧不能只看到网

络小说庞大的粉丝基础，更应该认识

到，很多网络小说由于体裁和生产机

制的原因存在先天不足，比如每个章

节的故事讲述跌宕起伏但整体上存在

自相矛盾，过于追求人设和情感的极

致化而脱离现实情境，偏爱以形式上

的剑走偏锋和内容的猎奇吸引大众

等。这些都要求在影视化过程中用格

外严谨的态度来处理各种细节，进行

建设性的改编。《我的人间烟火》，原作

《一座城，在等你》中，男主宋焰是一个

出身底层的小混混，一门心思对女主

好，属于“虽然我只有十块钱，但是我

愿意全部给你”的那种，由此合理地解

释了女主的恋爱脑，而消防员的职业

设定只是为了给人物套一个酷帅的光

环。但是到了剧集里，消防员和小混

混的设定冲突就来了，导致人物产生

了各种分裂，两人之间的爱情毫无说

服力。 据文汇报

爱情剧应展现正确婚恋观
□卞芸璐

偶像剧是时候摆脱路径依赖了
□林予兮

《孤注一掷》：
讲述典型案例
让人警醒

□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