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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 /

    为弥补年轻时一次迟到造成的遗憾，也为了重温芳

华岁月的绿皮车之旅，年逾七旬的卢小花，坚决不肯与儿
子一起坐飞机，宁愿坐六天六夜的火车前往莫斯科，去参

加一场已支付了两万元报名费的演出———作为团长和主
唱，她将带领合唱团，在红星大剧院唱一首歌。

卢小花的儿子徐伊万人到中年，事业有成。正在闹离
婚的他，为了搅黄妻子的生意，欲飞往美国。到得机场，才

发现护照在母亲那里。他追到即将发车的列车上，阴差阳

错，被困在车厢里。
故事由此展开。老妈事无巨细管头管脚，儿子脾气倔

强说话火爆，两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争吵，占了剧情的很
大一部分。在漫长的旅程中，这对针尖对麦芒的母子，从彼

此忍耐，到嫌弃、爆发、决裂，直至敞开心扉，说出各自埋在心
底的隐痛，真正理解了彼此，领悟了亲情的真谛。

影片的尾声，卢小花和她的队友终于站到了红星大剧
院的舞台上，唱起那首铭刻着她们青春梦想的《红莓花儿

开》，至此，相信屏幕前的很多观众都会淌下感动的泪水。

影片的另一条副线，是徐伊万和他妻子张璐的情感纠
葛。这条线着墨不多，叙述清晰，既有冷幽默的况味，也有

爱的不舍，更有放手的潇洒与温馨。
影片的第二条副线，是卢小花的恋爱和婚姻。年轻时的

卢小花纯真浪漫，一部露天专场电影，就可以芳心暗许。婚

后的卢小花，才发现丈夫和她的“文化背景、家庭背景都不

一样”，才发现“婚姻生活和我想像的太不一样了”。
影片节奏紧凑，镜头语言转换快。加上喜剧片必备的

一系列误会、耍宝、巧合、出糗、幸遇，颇具看点。不太合理

的情节，是徐伊万被锁在列车外面那一段。如此严寒的下

雪天，男主角居然没有冻坏身体，连感冒都没得，不符合常
识和常理。

作为一部贺岁片，它喜中有悲，悲中有喜。在喜剧的外
表下，蕴涵了并不肤浅的人生哲理，能够令观众笑了哭，哭

了笑，看罢电影，思考自己的人生，殊属不易。
有句话叫人生如戏。很多时候，人们都想努力演好自己

的社会角色，比如丈夫、妻子、母亲、儿子，比如教授、总裁、工

程师、厨师。为满足家人的期望，为了自身的社会形象，人们

或假装、或掩饰、或委曲求全、或捉襟见肘，粉饰外表的自己，
压抑真实的自我。倘若两者之间的反差太大，天长日久，身

心都会出问题。最可怕的一种压抑，莫过于———“我这一辈
子，就是为你而活着”，于己于人，都太过沉重。影片中的母亲
卢小花正是这样对儿子说的。反过来，倘若一个人的自我太

强大，毫不压抑和伪饰，又会忽略他人的感受，无意中伤害

身边的人。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个体都应该是完整的。

爱，不是控制和索取。爱，是接纳和尊重”。现实生活中，又
有多少人能明白这个道理呢？即使明白，又有几个人具备

这样的气度和胸襟呢？古往今来，多少人以爱的名义互相
伤害。

家人，并非自然而然就能成为亲人。从家人到亲人，这

中间，有漫长的旅程要跋涉。如果经过了艰辛的跋涉，发现
即使自己很努力，也变不成对方心目中的样子，那么，早一

点承认失败，得体地转身，记得真心相爱过，记住对方给予
过的美好，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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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囧妈》的迟到与跋涉
◆ 孔 曦

    开年至今不寻常，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为夺取

最后的胜利而纷纷宅家，电视剧格外受关注。要问

近期在播的电视剧哪部剧比较甜？还得属《下一站
是幸福》。《下一站是幸福》的女主演宋茜被与萧亚

轩相提并论。皆因剧中女主角贺繁星比男主角元

宋大了 10岁，是年龄差得不小的“姐弟恋”。

几年前，国内的电视剧一演到“姐弟恋”，台词
还是磨磨唧唧的：“别人会怎么看我？”“我们不可以

在一起，我比你大！”而现在时代车轮滚滚碾压过那
些陈词滥调，《下一站是幸福》里的“姐弟恋”发展如

火箭，第一集相遇，第二集接吻，第三集诉衷肠，第
四集就开车，直截了当、全速前进，实实在在地用蜜

糖抹了观众一嘴。这也是此剧一开播就迅速攫住人
心，评分高开的原因。

《下一站是幸福》的主要角色关系，乍一看与 6年前绫濑遥演
的“玛丽苏”日剧《今天不上班》相仿，都是而立之年的大龄女青年

与小约十岁的实习男生相恋，又同时被帅气的霸道总裁追求，最
后还是选择与小男友携手未来。不过，《下一站是幸福》的编剧不

承认“借鉴”。也的确有地方不像，最明显的是女主角的性格，不是

那种平凡碌碌的一般人，而是事业顺遂的靓丽行政主管，似乎意
气风发得很。

只是，快速明朗的节奏，差不多在“姐弟恋”正式开始后，便急

转直下了。这让人想起同样讲“姐弟恋”的韩剧《经常请吃饭的漂亮

姐姐》，拍到后半部，剧情纠结拖拉叫人看得跳脚，不少观众直呼女
主贺繁星的人设崩塌，变得懦弱、自卑、低智，在男一和男二间徘

徊。豆瓣评分从一开始的 8.1跌到了 6，且还有继续下滑的趋势。虽
然制片人强调这不是偶像剧，而是生活剧，可要是剧情老在多角恋

间漂移打转，就深刻不到现实里去。时代不同了，在中国，乃至整个
东亚社会里，过去只要是“姐弟恋”三字，就足够引发话题。

最凄美的“姐弟恋”当属武侠剧里，小龙女与杨过既是“姐弟

恋”又是师生恋。俞飞鸿与吴京多次合作古装“姐弟恋”，尤以《策马
啸西风》的“寒星恋”感动万千剧迷。《永不瞑目》里的欧庆春比肖童

大 6岁。王姬和当时还叫“冯威”的冯绍峰演《爱情密码》，剧中差
12岁。但这些“姐弟恋”都不是生活剧，现实生活里的“姐弟恋”究

竟会遇到什么内在问题呢？

与闫妮在《生活启示录》里演情侣的胡歌，现实生活有“姐弟

恋”经历，他接受采访时曾直言：“相处的时候，等于我又找了个
妈。”他说无论多大的女孩都有母性光辉，生活中悉心照顾、事业

上给许多好建议，可男人有男人的尊严，自己的人生要自己掌
控。这就是现实里具体会碰到的问题，不同于偶像剧。甜一时是

容易的，要克服来自自身的困难，最终还是甜的，才是现实题材
该挖掘的难点。

“姐弟恋”题材的影视剧，往往同时讨论“大龄剩女”等社会问题。
在今天的中国大都市里，“剩女”俨然是个落后名词了。放眼看身边，

超过 30岁未婚的比比皆是，活得洒脱自在，单身越来越不成个事儿
了。以前事业有成的女人被称作女强人，普遍是以牺牲爱情为代价

的，而现在以女性为主角的电视剧，终于让她们同时驰骋在职场与情
场。此外，《下一站是幸福》里贺繁星父母的观念，恐怕也是不少中国

大都市父母的内心想法，不催女儿结婚，顺其自然才是爱。过去那

种害怕女儿嫁不出去的恐慌症，已经得到缓解。
电视剧里的“姐弟恋”，弟弟普遍是忠犬是暖男，相对人设单

薄。而姐姐一方大多经济独立，拥有事业，俨然导师。现实生活中的
“姐弟恋”越来越多，正表明女性对自己人生选择的自由度变大了。

能和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这是多么重要的选择自由。《下一站是
幸福》播出大结局时，演员宋茜写道：“30+，最自信最有魅力的年

纪才刚刚开始，不要留下遗憾，不要将就，不要怕错。”我们看“姐弟
恋”的爱情戏，要的不是“玛丽苏”糖罐，而是那一份女人终于获取

的自信。

《新世界》的得与失
◆ 金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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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艺评”

    说《新世界》是 2020开年大戏不为过。

首先是值得挖掘的大历史题材，当 1949年
北平和平解放的倒计时敲响，很多人的命

运开始发生转变。再加上孙红雷、张鲁一、
万茜、胡静、秦汉⋯⋯以及客串出演的宋丹

丹和周冬雨等人，一水儿的演技派。
想来这剧不火不行，但它最终还是让

很多人失望了，有观众拨快了进度条，有人

索性中途弃剧，有耐心的也边看边吐槽，很
能理解荧屏消费者的心情，遇到某些情节，

笔者也是强忍住了 2倍速的冲动。这部剧
之魔性在于，熬过了一些瞠目结舌的“惊奇”和难以信服的

“无厘头”，还往往就能柳暗花明，遇见不错的人物和故事。
第一集的时间是 1949年 1月 10日，这一天共产党代

表正在和北平“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派出的代表做第二次
和平解放谈判。文艺作品要把人物放到“当时”的情境下去

感受黎明前的情景。众生相，是编导徐兵的“野心”。面对类
似的历史素材，《新世界》并不局限于关注“高层”，它提供

的视角是四九城升斗小民的视角，把暗流汹涌编织进一蔬

一饭的日常生活，这很有突破也很有价值。你确实能从作
品中感受到一种画卷式的烟火气息，细节处理非常讲究，

群像意识也很突出。或许你对几位关键角色并不感冒，但
是绝对会对警察燕三、流氓小耳朵、大缨子等这些配角喜

爱得紧。22天的情节，用整整 70集的叙事长度来铺陈他
们的故事，足够丰润有余了。不过配角再出彩，对一部作品

的整体完成度依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
《新世界》的叙事主线是结义三兄弟金海、铁林和徐

天，面对命运的选择和人生的转向。徐天是白纸坊警署小
警察，金海是京师模范监狱的狱长，铁林服务于国民党保

密局。三人都是国民政府的小公务员，与政治高层之间隔
着千山万水，是对历史没有发言权的小人物。金海打算明

哲保身，一走了之，却依然无法独善其身。铁林向来懦弱自
卑，没想到有朝一日被推上前来成为了保密局局长，但此

时“保密局”已不存在了。只是死卒一枚的铁林，还以为是
等到了升官发财、扬眉吐气的机会，同样悲剧一场。只有小

弟徐天在成长中受到了信仰的感召，但就是这个最关键的
人物，在塑造上可以说是失败的。尤其是与金海、铁林这两

个人物身上体现的矛盾、深刻相比，徐天的年轻热血被简
单包装成了莽撞、冲动与无脑。铁林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毁

灭的，徐天就应该如何一步步走向新生，这是一对相抗衡
的张力。当然，年轻演员接不住戏也是一方面的原因，张鲁

一（饰演“铁林）太强了，根本不是棋逢对

手。但就作品呈现而言，徐天之“失”与其
他人物之“得”无法被轻松弥合，就是挺

致命的。
还有“俗”与“神”的问题。万茜饰演

的田丹，是北上劝和的中共特派员。她一
出场先是上演了一幕手撕敌人的“抗日

神剧”，再到京师监狱上演“越狱”，被关

在牢房里就上演“读心神探”，为徐天抓
小红袄出谋划策，实在“玄之又玄，神之

又神”。笔者认为，“神化”并非不可，一以
贯之的神化，就充满了魅力，比如藏书阁的扫地僧。田丹塑

造的问题，在于一种无法自圆的撕裂感，前半部太“神”，后
半部太“俗”，哪怕是笔者欣赏的好演员万茜，也不能接受。

记得剧中有一处，当被问起对田丹的心意，徐天说，“我不
喜欢田丹，没把她看作女人，我欣赏她身上的豪横。”豪

横———这就很好，一个女人身上的豪横，就很出色，编剧顺
着这个“人设”完成人物的塑造不是很好吗？男欢女爱的困

扰，交给柳如丝就可以了。

从其他女性角色看，作为配角的柳如丝和关宝慧的完
成度都非常高，很有感染力。一个平日里杀伐决断的女人，

面对感情立刻柔软了。将她的身份换成男性，不就是刀剑化
为绕指柔吗？担得起“柳爷”这个称号。关宝慧同样可爱，对

丈夫有些霸道、蛮横，但关键时刻却是非分明，也是一个挺
真实的北京大妞。柳如丝和沈世昌、冯青波，以及关宝慧和

铁林之间的对手戏，作为旁枝情节倒是耐人寻味。
再说说困扰观众的“小红袄”的问题。贾小朵之死，起

先是推动徐天一系列行为的动机，观众一路追凶到 59集，
仍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每一次骆驼的出现，总让人

背后起一层鸡皮疙瘩，为全剧布下了恐怖的氛围。“小红
袄”这一笔究竟是否多余？笔者现下算是明白了，谁是“小

红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传达一个象征意味。红色代表着
流血，也象征着希望。红围巾、红发夹、红手套的田丹，无疑
带来了新世界的希望，而总有人要扼杀

这种美好，新世界的到来，是多么不

易。
总而言之，《新世界》的线索多、情

节多、人物多、元素多，但主次不够分
明，逻辑不够严密，只能说，纵然食材丰

富，厨师仍然没有做出一盘让人印象深
刻的好菜，《新世界》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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