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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谍战”为何遇冷？
◆ 王雅妮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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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血雨腥风”的韩剧《夏娃》

和《安娜》走到尾声，小清新画风的新

作《非常律师禹英禑》开播，让前一阵

总是担心琴弦崩坏的心情终于可以

度个假。韩剧编剧大概是没有创作

瓶颈的，只要几个亮眼的元素重新排

列组合，出来的成品总不会差，在《非

常律师禹英禑》里，这几个元素便是：

呆萌少女、自闭症、天才、律师，集四

点于一身的主角禹英禑，把自身的缺

陷活成了治愈系童话。

自闭症谱系障碍千差万别，禹英

禑是其中比较幸运的一类。5岁因为

目睹父亲被房东打，禹英禑说出了人

生中的第一句话“伤害罪”，自此父亲

找到了女儿的兴趣所在，最终禹英禑

以首尔大学法学院第一名成绩毕

业。可因为自闭症，优等生禹英禑还

是找不到工作，幸好，顶级律所汪洋

从被淘汰的简历里找到了她，将她招

入麾下。

身体上的不便显而易见，上班第

一天，禹英禑就因为无法灵

活钻进写字楼的旋转玻璃

门而踟蹰许久，她还不敢直

视别人、走路摇摇晃晃、进

房间要做5秒心理建设。各

种各样的歧视在日后纷至

沓来，她外出调查时和同事

走在一起，同事被误以为在

做义工，同辈新人不满禹英

禑受到的特殊照顾，客户也

不愿意自己的案子由自闭

症律师代理……

这些很残酷的画面，在

电视剧中以一种奇幻且温

暖的方式呈现出来。向内，

禹英禑可以从自己钟爱的

鲸鱼身上获得力量，窗外飞

翔的座头鲸能让她感受到

深海般的宁静。每次找到

关键的破案思路，这头鲸鱼

便会跃出水面，继而一片豁然开

朗。向外，编剧文智媛为禹英禑

创造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职场

环境。讼务组职员李俊浩告诉

禹英禑，过旋转门可以想象成跳

华尔兹，“嘭嚓嚓——嘭嚓嚓”，

按这样的节奏，就可以走过去。

上司的信任和同侪的帮助，让禹

英禑即使身有残缺，却仍跌跌撞

撞地向前奔跑。

在《非常律师禹英禑》这部

剧里，没有脸谱化的坏人，有的

只是善良的人和深谙社会规则

的人，即使是后者，也让人讨厌

不起来，只会感慨一声：现实不

就是这样嘛。尽管拿了一手烂

牌，禹英禑的人生却没有丧气，

剧中也没有强化自闭症都是天

才的刻板成见，禹英禑经历着

职场菜鸟踩过的坑，也负气递

过辞呈，因为遇到了一群温暖

的人包容着她，才可以越走越

远。

多少自闭症孩

子的父母从这部作

品中寻找共鸣与希

望，朴恩彬饰演的禹

英禑，手指无法完成

精细动作，肢体协调

性很差，演员把轻症

的尺度拿捏得刚刚

好。可是禹英禑不

仅可以融入社会，还

进入了精英行业，这

是多少自闭症孩子

的家长可望而不可

即的梦想。哭着笑

着看到禹英禑这条

小鲸鱼的人生迁徙，

我们仍然愿意相信，

剧中的童话有一天

会变成现实。

近日播完的12集都市情感剧《妻子的选

择》，将婚姻问题演绎出谍战片质感，开播后一

直不温不火，剧集本身就像隐秘的特工，悄然

来去，不留痕迹。

孙莉12年后重回荧屏，她饰演的方糖与丈

夫高家为是一对完美夫妻，在方糖的生日会

上，她发现丈夫领口的口红印，警觉的雷达立

刻启动。虽然做全职主妇多年，方糖写网络小

说的习惯让她保持“双商”在线。她一边向宾

客致意，一边暗自观察女客的口红色号，而高

家为也拿出监控视频安抚方糖，夫妻双方的进

退攻防就此上演。

越是怀疑，越是可疑。剧作巧妙利用常见

的物件做文章，呈现日常生活中暗藏的“小惊

吓”：丈夫衣兜里的购物小票、副驾驶座上的陌

生耳机……夫妻俩外出旅行的高铁上，高家为

以打水为由与第三者马晓欧会面，这边马晓欧

车厢的自动门刚关上，另一边自动门同时打

开，方糖出现。一开一合之间，对“渣男”的讽

刺与调侃尽显。一方不断露出马脚、拼命掩

盖，一方则静观其变、悄悄收集证据，而藏在后

备箱的名牌包、遗失的录音笔等悬念伏笔，增

加不少戏剧张力。

婚姻加谍战的形式很新颖，但为何缺乏热

度？看得出剧本想要展现多位女性的故事线，

但后期愈发显出一种拼凑感。比如方糖和大

雨的几次会面，两人从互助到产生分歧都生硬

突兀；马晓欧与方糖的合作、告别，则过于形式

化、缺乏自然铺垫。冷静独立的方糖人设讨

喜，但高家为和马晓欧作为“反派”，形象稍显

单薄，人物行为逻辑未能与方糖势均力敌。高

家为拙劣的表演被方糖看穿后，两人的关系去

向丧失了部分悬念。大结局不出意外走向和

解与救赎，没有把前期的“复仇”暗黑范儿进行

到底。主人公们可以有光明的未来，但过于急

切告诉观众主人公多么潇洒地告别过去、开始

新的人生，使原本就缺乏说服力的“大团圆”更

加流于泛滥的情绪和空洞的口号之中。

离婚后方糖出版小说，成为知名作家，与

同题材的《白色月光》一样，主人公冷静处理婚

变、实现了自我价值。然而与电视剧的理想设

定相比，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情况更加复杂和困

难。女主角们的华丽转身固然看起来很爽，但

是适当观照现实，让人物和剧情落地，更能引

发观众共鸣。

此外，一部电视剧的关注度不仅源于剧作

质量，传播方式也不可忽视。如今很多电视剧

模仿国外周播形式，但“边拍边播”这一重要特

征被忽略。国外平台根据收视率和观众反馈

随时调整剧情走向，保证每集都有看点，这才

是周播的本质。反观国内周播剧，除了播出周

期相同，并无实际意义。《妻子的选择》作为拍

摄完成的小体量剧集，每周播放两集消耗了观

众的耐心，加之后期节奏变缓，“这周已经忘了

上周的剧情”。传播方式的短板稀释了剧集本

身的悬疑特征，观众弃剧就不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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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里一定要展真品吗？ 心怀浪漫，态度坚定，是抵抗命运的方式
◆ 韩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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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到博物馆去”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各种功能和层级的博物馆越开越多，以“博物馆”

之名举办的展览也层出不穷，有时候会发现一些

艺术史上明明白白显示为“稀世珍品”或者艺术大

师的殿堂级作品，出现在私人博物馆或者社区博

物馆的空间里，理应与之相匹配的恒温恒湿保存

条件并不存在时，疑虑不禁油然而生——眼前的

这些艺术品，可能是真品吗？以“博物馆”为名的

空间，展出的一定都是真品吗？

博物馆有四大功能：收藏、整理、研究、展出，在没

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所展出的物件就是真品原件。

实际上，既然身份是“博物馆”，其展品的真实性就是行

业必须恪守的一条基本规则。我国的《博物馆条例》

早就指出：“展品以原件为主，使用复制品、仿制品应当

明示。”这是一种“博物馆道德”，也称“博物馆伦理”。

在什么情况下，展品可以出现复制品或者仿

制品呢？文物极为贵重，不适合展出；文物较为脆

弱，不宜暴露空气中，比如丝绸材料、珍贵墓葬；文

物在维护和保养中，暂时不能展出；文物被其他馆

借去展出了；原物与本地有渊源，但却无原件。

比如，在山西省文物中，永乐宫壁画、贡园和

早期的木制古建筑，规模巨大，动弹不得，但是，若

要了解山西地域文化，这一部分又不可或缺，因此，

在博物馆中，它们就是根据参观者的需要按比例复

制的。同样，湖北省博物馆展厅里，春秋战国时期

的床和房屋都在介绍上清晰地注明此乃复制品。

而复制品的使用，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首要

之义，便是如果展出的是复制品或者仿制品，必须

做出特别说，并且博物馆内复制品的比例必须尽可

能地低。具体要低到什么程度，目前尚无统一规

定，但有专家提出，应该控制在1%以下，一些国内

大型的省级博物馆基本都能默默遵循。

何况，认真复制一件文物，显得像那么回事，

而不是用显而易见的粗制滥造糊弄参观者，也并

非一件易事。因为复制品首先要满足三项原则，

即必须保证原材料，原工艺和原大小。但即便如

此，也很难做到复制品与原件严格一致，例如青铜

器的锈色纹理，书画的笔墨神韵，雕塑的灵动线条

等，再高超的科学技术，都很难将其复制到位。

即使真的费尽心思做到了与真品在形制上分

毫不差，仿品也无法呈现出原品所承载的历史经

历和记录信息，这些无形的价值才是真品拥有的

灵魂，永远无法复制。

人们为什么选择不远万里去博物馆看真迹

呢？奔赴博物馆这样的特定场所，观赏自己心仪

的作品，是一件仪式感非常强的事情。观展是人

们享受欣赏作品与历史过往交流的乐趣，就如同

人与人之间面对面、双目直视地交流，这同打电

话、发电子邮件的沟通感受完全不同。还有些艺

术作品的尺度巨大，再怎样还原度高的画册都无

法完整真实再现，现场震撼心灵的观感更难以用

语言描述和文字叙述来代替。博物馆就是如此的

一个大环境，给观众以各个感官饱满充分的刺

激。哪怕人们不懂“品鉴”，至少在学着“感受”。

然而，我们不能忽略一种情况的存在——这

个在“博物馆”进行的展览仅仅起到一个普及艺术

教育的功能，如果博物馆清楚明晰地广而告之“展

厅内皆为复制品”，那我们也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

目所能及之处都是复制品这个事实。

也许，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眼前的画作是否

真实，而是作为人类的我们喜好的是什么。试问，

你去博物馆看艺术作品，是出于真心喜欢这些艺

术品，还是因为这些画作的署名是毕加索或者梵

高、王羲之或者苏轼？如果答案是后者，那还是别

去博物馆了，餐馆更适合你。

李睿珺导演的《隐入尘烟》，取材于甘肃，黄

土地是它的背景。电影讲述了在西北农村，两个

被各自家庭抛弃的人——马有铁和曹贵英，相识

相知、相濡以沫的故事。

马有铁和曹贵英第一次见面，是在两家人的

撮合之下，但他们两人本身却没有说任何话；拍

结婚照时，两人局促不安，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距

离感。被亲戚强行安排在一起的两人，是不幸

的，但又是幸运的，马有铁憨厚朴实，曹贵英贤淑

温柔，他们在苦难的生活中，发现了

彼此的闪光点，敏锐地找到了相守

一生的理由。

马有铁表面憨厚木讷，农民的

身份赋予了他朴实的性格。但他的

心思很细腻，他说他会记得所有人

对他的好，哪怕这份好别有所图。

“一码归一码”是他的口头禅和行事

态度，欠下别人的东西一定要想方

设法地还，这是他坚定的价值观。

曹贵英表面上柔弱无力，但内

在倔强而又坚定。马有铁进城归

来，她拖着病重的身体专门到村口

送水，马有铁保护土坯砖不被淋湿，

她也一起冒着大雨“抢救”，哪怕在

生命的最后，她也是倒在为马有铁

送饭的路上——在城市观众看来，

这也算是一种至死的浪漫了。

乡村人的浪漫是什么样的？影

片中描述的马有铁夫妇的爱，是平

缓而无声的：他们彼此用麦粒在手

背上印下花朵的标记，她打着手电

筒迎接他回家并且从怀里掏出热水

瓶，他们三次搬家都不舍得扔掉墙

上的“囍”字……这样的浪漫已经融入到他们生

活的每一个细节，转化为一种强大的支撑力，正

是这种支撑力的存在，使得他们能够化解生存环

境所带来的种种压力。

影片中，似乎每一次别人找到马有铁，都是

别有所图地利用他，而马有铁和妻子总是在被动

地接受着，“自愿”帮助村民、义务无偿献血、听话

地搬家。他们的诗意生活，是创作者赋予的表面

“糖衣”，而故事背后隐藏的艰难与困苦，是创作

者真正的表达，只是这种表达，没有采取声嘶力

竭的喊叫方式，而是用沉默和缓慢，来制造一种

令人牵肠挂肚的张力。

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束缚，又是归宿。如

同影片中从头到尾跟着马有铁的那头驴一样，哪

怕获得了自由，从拉车的困苦中得以解脱，最后

依然会回到驴车旁。农民明白城市的好，却又在

本能中拒绝着城市。在马有铁夫妇获得拥有城

里新房的机会时，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的

鸡、鸭、驴、庄稼和刚建起的土坯茅草房该怎么

办。马有铁站在新房里不安的样子，让我想起

《海上钢琴师》中1900走下船面对陆地时的慌

张。1900被陆地人群的熙熙攘攘吓到了，而马有

铁因为第一次站在高楼上，被喧闹的街市和来往

不断的车流吓到了。

马有铁不愿到城里生活，是因为他们用土坯

垒砌的房子，不但是他们的家，也是家里其他活

口的家，尤其是“燕子窝”，更具象征意义。无论走

多远，燕子都会寻找自己的巢。给燕子留好旧巢，

是马有铁的执念，也是他守护家园的信念体现。

曹贵英的死非常突然，影片最后也没有告诉

我们马有铁是否追随妻子而去，留给观众一个猜

想的空间。但有一个细节，或许暴露了主创的用

意——马有铁卖掉了所有的粮食，这也许是他在

和土地作最后的告别。

在马有铁的驴找回家园的时候，马有铁夫妇

失去了家园——他们亲手建起的土房子，也同其

他房子一样，被推土机推倒，如同尘烟一样消失

并最终被所有人遗忘。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是

细长的麦芒在光线里舒展着“身躯”，我相信那是

马有铁的独特“舞蹈”。创作者试图用这个镜头

告诉观众，心怀浪漫、态度坚定地活着，是抵抗命

运与岁月的唯一方式。

现在，看完一部影视剧，你

是选择直接散场离席，还是愿意

守候一枚彩蛋？这就像拆盲盒，

运气好，你能看到刚收官的《梦

华录》片尾的“你好！宋潮”小剧

场，以趣味解读宋代人的生活方

式；或是《风起陇西》片尾的“陇

西独家情报处”，以歌舞剧形式

概括每集主题……运气不好的

话，你也许等来一个二维码，带

着好奇扫完之后，竟然是一段广

告。“彩蛋”（EasterEggs）的说法

源自西方复活节找彩蛋的游戏，

所以应该给观众带来的是惊喜，

而不该成为片方收获“金”喜的

伎俩。

锦上添花

不可否认，现在影视剧的彩

蛋做得越来越好看，越来越有创

意。有的用轻松的方式帮助观众

梳理剧情，比如《结爱 ·千岁大人

的初恋》每集结尾处，女主角都会

以独白的方式对当集内容进行解

读和总结。有时是她在收获成长

时，对生活的感悟；有时则是她面

对改变，或面对选择时的困惑。

有的彩蛋给观众带来知识，

《梦华录》在片尾的“你好，宋潮”

小剧场中，延续剧集里对宋韵文

化的呈现，用一分半钟左右，将宋

代人的娱乐生活和现代思维、表达结合起来，推

出了“宋朝人起早贪黑做什么？996式娱乐生

活我慕了”“早在1000年前，盲盒就在宋朝掀起

了经济风暴”等内容科普，为观众趣味讲解宋朝

日常。《关于唐医生的一切》《了不起的儿科医

生》《急诊科医生》等医疗剧作品，会在片尾加入

对医学专有名词的解释。

有的彩蛋精彩到都可以单独成片。比如在

《三十而已》的片尾剧场中，镜头对准的是剧集

之外的一个普通三口之家，承担妻子角色的红

姐也由此成为剧中的第四位隐藏“女主”，从路

边的葱油饼摊到租下店铺不再经受风雨，一步

一个脚印让生活越来越好的红姐一家，看似与

剧情主线无关，却又和剧集想要

表达的主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本末倒置

渐渐地，彩蛋越来越花哨，甚

至有的彩蛋比正片还好看。比如

前不久的一部都市爱情剧《余生，

请多指教》，很多观众认为这部剧

故事悬浮不接地气，男女主的人

设与实际发生的行为不能自洽，

“但片尾一分钟的彩蛋却十分精

彩，如果把这些内容放在正片，真

的会比剧情要好太多”。还有前

几年横空出世的《哪吒之魔童降

世》在片尾放出的《姜子牙》彩蛋，

让观众对《姜子牙》的期待值拉

满，而最终《姜子牙》上映后却没

有达到观众的预期，不少观众认

为全片的精华和笑点都在上一个

彩蛋里面。

本末倒置还算好的，毕竟剧

组还在用心制作彩蛋，但也有的

彩蛋伴随市场、收益等反馈，开始

“玩花活”“塞广告”，结果让观众

闻到了“臭蛋”的味道。去年，有

部电影《你的婚礼》，网络评分仅

4.9分，“《你的婚礼》彩蛋”这个话

题被刷上热搜，有观众说：“《你的

婚礼》还有彩蛋，感觉好多人没

等到就走了。”有些好奇的观众，

真的为了彩蛋去二刷了这部电影，结果，观众

需要先扫码关注某电器品牌的公众号，才能看

到所谓的彩蛋。难怪有观众叹道：“有这样的

巧思设计彩蛋，为什么不多放点心思构思正片

的故事？”曾经，口碑上乘的《沉默的真相》在热

播时，也因为片中插彩蛋广告，被观众评“严重

破坏沉浸感”。当彩蛋变成了套路、敷衍，甚至

是广告位，观众的情绪也从惊喜变成了失望。

彩蛋作为一种片方与观众的互动形式，起

到的是锦上添花的作用，如果商业味太浓，就成

了狗尾续貂。当然，观众愿不愿意拆开彩蛋这

个盲盒，还是需要看作品质量是否过硬，正片是

否精彩。

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但是跨文化的误读仍有

许多方面的问题需要厘清。在《许渊冲：美得窒息

的唐诗宋词诗经》中，就有许多典型案例。在翻译

界泰斗许渊冲看来，中国的诗歌借景抒情，言不尽

意，无法对等翻译。比如李白的《静夜思》，许渊冲

翻译时，为了传递“言外之意”，把“床前明月光”翻

译为“床前月光如水”，把“低头思故乡”翻译为“我

沉浸在乡愁中”。

如许渊冲这般能以类比的方式，将跨文化语境

解释得如此清晰的并不多。其一，身处某一文化范

畴内的个人，理解自身所处的文化本身也可能存在

局限。比如现在的中国人大多能看懂、会念“太极”

二字，但如何用母语将概念解释说明得较为完整确

切，恐怕也得颇费一番口舌。其二，类比的方法无

法做到意义的全部匹配。再以“太极”为例，如何能

在西方文化中找到一个可以类比的概念，深入浅出

地在十秒钟之内让对方明白“黑”与“白”，“晨”与

“昏”……都词不达意，差了那么点儿意思。

记忆深刻的是上海美术馆引入亨利 ·摩尔雕塑

展时，一位国内艺术家提出，看到亨利 ·摩尔的雕塑

中对孔洞的处理让他联想到中国画里虚与实的关

系，如同中国的太极，以此赞赏那些孔洞形态的优

美。当时随行的翻译虽然附加解释了太极、阴阳、

虚实等中国文化的独特概念，但是明显感觉在场

的外国客人有点懵圈。此时中方陪同人员向翻译

建议用建筑的概念再解释一下何谓太极、阴阳、虚

实等，比如建筑的外部可以视作阳，而内部则相对

应地视作阴；优秀的建筑不仅仅从外部看起来是

让人感受到美的，当人们走入建筑内部的时候，同

样也能体会因为空间优美带来的愉悦。说到兴

起，还把中国江南园林和欧洲的庄园作了简单类

比，来阐述中西文化之间的异同。通过这样的补

充解释之后，外国客人初步了解了中国文化里的

太极、阴阳、虚实这些概念。这样的交流深度，使

我觉得跨文化的艺术交流有时候虽然很难，但是

找到合适的参照物，运用“信达雅”的翻译语言可

以很有成效。

身处东西方的人们各有习以为常的语言、思维

方式、价值观、传统文化等。今年,上海博物馆举办

《虎笑寅年——中日虎年迎春展》，我特别关注展览

名称中“虎年”的英语翻译回归了传统，译为the

YearoftheTiger，和去年春节之际举办牛年迎春

展览时“牛年”译作NiuYear的时髦译法大异其

趣。两种译法高下不容易评判，但是从NiuYear

避开了传统译法中译作“牛”的Ox，可以成为支持

其改变译法的理由。Ox在英语里本是“阉割的公

牛”的含义，与中文里生肖牛包含的勤劳、朴实、有

力量这些寓意实在有些风马牛不相及。这样的跨

文化误读的勘误可能仍旧棘手。

百年前，在美国留学的冯友兰和泰戈尔就东西

方文化曾有过一次意义非凡的谈话，泰戈尔曾预

言：“东西方文明各有特点，相信将来一定可以互相

调和”。此言激励了很多后来努力推动文化交流的

参与者，希望通过跨文化交流来解决文化冲突与对

立。或许泰戈尔预言的东西方文明的调和将会是

一个长期的、无限趋近的过程。

如何十秒钟内
让老外理解“太极” 她

把
缺
陷
活
成
了
童
话

◆

赵
玥

◆ 吴雯雯

●“塔拉萨：海洋文明与希腊艺术”
地点：上海博物馆第三展厅
展期：2022年7月19日-10月9日

● 盛世芳华：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
地点：上海博物馆第二展览厅
展期：2022年3月10日-2023年1月8日

● 乔治 ·莫兰迪
地点：上海久事美术馆
展期：2022年7月9日到10月9日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艺评”

沪上近期展览（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