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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安家》《不完美的她》等剧集热播，
再次将原生家庭议题推至舆论前景处。来自原
生家庭的伤害与羁绊，成为《欢乐颂》中的樊胜
美、《安家》中的房似锦、《不完美的她》中的林绪
之与穆莲生等角色无法言喻的创伤体验。经由
上述作品的反复言说，原生家庭一词不但被表
述为指称父辈与子辈代际冲突的情感症候，还
在作品之外不断触动着社会大众的敏感神经。

原生家庭羁绊人物“初始值”与
自我分化的可能

近年来，国产影视剧屡屡将原生家庭羁绊
设定为剧中人物的“初始值”。原生家庭作为一
个带有时间色彩的社会学概念，主要指称子女
在结婚成家之前，与父母共同构成的生活单位。
然而，这一术语一旦与童年创伤联系起来，由此
产生的影响就可能延伸、覆盖子女们的一生。
《原生家庭》一书中，作者将这种家庭关系描述
为“有毒的父母，中毒的孩子”。原生家庭的阴
影，不仅是阻碍主人公们个体成长的限定性条
件，更往往指向了子辈们成年之后仍旧难以摆
脱的情感陷阱。原生家庭羁绊，已成为部分国产
影视剧中“美强惨”人设与当代苦情戏码表达的
惯用套路，自我分化则是身处原生家庭阴影中
的主人公们的精神救赎路径。总体来看，这类原
生家庭大致呈现为经济苛待、精神控制与肉体
虐待等类型。

先来看经济苛待型。从《欢乐颂》中的樊胜
美、《中国式关系》中的霍瑶瑶、《都挺好》中的苏
明玉，到《完美关系》中的马邦尼、《安家》中的房
似锦，均受到了原生家庭的经济苛待。在上述剧
作中，原生家庭的羁绊被简单描述为一场资本

“拉锯战”：欲壑难填的父母（尤其是母亲）毫无
节制地向并不富裕的子女寻求经济支持。可惜
的是，这类女性主人公的故事基本是在新的时
代环境中，对以《黄土地》中翠巧为代表的女性
悲剧命运进行重写，原生家庭羁绊往往与“重男
轻女”的封建思想合力作用于樊胜美们：强势的
父母将多数注意力和经济资本投注到她们的兄
弟身上，这类角色在逃离原生家庭之后，仍要持
续输出金钱以维系家庭经济运行。

再来看精神控制型。《虎妈猫爸》《小别离》
《小欢喜》等作品，以进行时态展现了女强男弱
的父母配置与强势母亲对子女的精神控制。“虎
妈”群体对子女的精神控制是作用力与反作用
力的关系，前者频频被子女教育问题挑动敏感
神经乃至濒临歇斯底里，后者在令人窒息的家
庭氛围中反抗、逃离甚至自我毁灭。

最后看肉身虐待型。《不完美的她》颇为罕
见地将原生家庭对子女的伤害推至更为敏感的
地带——身体伤害。故事里，女主人公林绪之与
偶然遇见的小女孩穆莲生构成了一组命运轮
回，被伤害与被抛弃，是她们共同的生命遭际。
与前两种类型中屡屡受到父母控制的主人公们
尝试逃离或对抗原生家庭不同，林、穆二人仍旧
怀抱着重建家庭的渴望，林绪之尝试重返当年
被遗弃的游乐园，寻找关于母亲的往昔记忆；穆
莲生饱受虐待之后仍然微笑面对母亲，希望回
归妈妈的怀抱。但是，林、穆二人终究难以返归
想象中幸福的原生家庭，只能在搭建起临时家
庭后相互依偎取暖。

在这些作品中，女性成为多数原生家庭的
“受害者”，而女性出走成为扭转原生家庭“惯
性”和抗拒个体悲剧命运的重要路径。女性出走
曾被表述为个性解放的重要意象，从《伤逝》里
的子君、《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寒夜》里的曾
树生，到许鞍华电影《黄金时代》里的萧红，这些
知识女性的出走，明确带有与象征着封建父权
的原生家庭割裂的意味。如今，离家出走虽然是

房似锦们获取经济优势地位的第一步，但“出走
之后”自我分化、精神自由的理想人生与无法挥
散的原生家庭羁绊间的冲突，才是她们在成长
过程中真正要面临的人生难题。

虽然女性角色构成了原生家庭羁绊的主要
对象，但是类似情形同样有可能发生在男性角
色身上。例如，《情满四合院》中，曾经被亲生父
亲抛弃的经历，引发了耿直率真的男主人公“傻
柱”最大的心理危机；网剧《余欢水》里，余欢水
不仅要面对职场失意、家庭破裂的窘境，还不时
遭到父亲的盘剥。然而，与多数遭遇原生家庭羁
绊的女性角色被描述为需要男性拯救的“菟丝
花”形象不同，傻柱与余欢水均是凭借个体力量
完成了命运救赎，前者依靠出众的职业能力成
为时代弄潮儿，后者在直面人生的“一地鸡毛”
后走上人生巅峰。这一对比呈现出当前国内电
视剧创作领域颇具争议的一种性别定式，即面
对原生家庭的“投影”，男性角色往往拥有更强
的自我分化能力。

作为剧作“流行病”的原生家庭迷思

从剧作层面看，与其说上述国产影视剧尝
试借助原生家庭议题探索现实生活中社会大
众的情感焦虑症候，不如说这些作品将原生家
庭视为最简单也是最容易使用的一种矛盾冲
突设置方式。家庭伦理关系涉及的角色形象
和人物功能较为简单，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

“国民剧”《渴望》，到《牵手》《中国式离婚》《离
婚女人》《双面胶》《媳妇的美好时代》《裸婚时
代》《离婚前规则》等剧集，主要的情节冲突均
围绕着夫妻、婆媳等核心家庭成员展开。时至
今日，国产影视剧以一种集体性的姿态，将家
庭伦理的主要矛盾点集中于讲述原生家庭带
给子女的影响。

问题在于，这类作品虽然分别描绘了不同
类型的原生家庭，却仅仅简单展现了强势父辈
尝试操控子辈的过程和结果：面对经济“制裁”、
精神控制与人身伤害，子辈们通过对抗、逃离等

方式进行应对。原生家庭的简单化运用，已经成
为同类作品难以逃脱的思维怪圈。

当前国产影视剧更需探究的问题是，其一，
如何正确书写原生家庭的内部权力机制，尤其
是原生家庭影响与子辈自我主体建构之间的因
果关系。此类剧集大多并未涉及原生家庭的投
影如何塑造了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与情感观念，
而是仅仅将之视为子辈成长过程中时常诱发揪
心之痛的“紧箍咒”，一旦他们从困境中走出，便
会面临强势父辈的“突击检查”与意外惊吓。这
种表达策略的问题在于，原生家庭的权力投射
缺乏足够的逻辑支持，从而导致了主人公“卖
惨”嫌疑。可供参考的两则案例是，日本电影《被
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将原生家庭对于松子的人
生打击呈现为“蝴蝶效应”式，出于最初对父爱
缺失的恐惧，松子在此后的成长历程中逐渐养
成了“讨好型”人格，进而导致了她的悲剧命运；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原生家庭不合
理的性别关系秩序，被建构为这个家族无法摆

脱的命运轮回，金智英的反抗与出走，由此具备
了为女性群体发声的价值。

其二，原生家庭创伤的集中表达，究竟是对
主人公命运曲折状态的理性探索还是无理“甩
锅”，或者更应该发问的是，理想化的原生家庭
是不是一种奢求。《突围原生家庭——如何在过
去的伤痛中重建自我》一书开篇即明确提示，完
美的原生家庭并不存在。父辈与子辈由于教育
水平、人生阅历、审美习惯和文化偏好的不同，
双方往往存在精神代沟。曾几何时，贾樟柯电影
《站台》中，父母与孩子围绕着一条牛仔裤都能
展开一场争论。现如今，对于子辈的个体成长而
言，如何摆脱原生家庭“初始值”的困扰，重新建
构自我主体性，才能够真正走向个体自由与精
神解放。

反哺叙事：关于原生家庭迷思
的一种回答

在关于原生家庭迷思的讨论中，大部分国
产电视剧仍然执著于探究采取直面抑或和解的
立场，而部分涉及此类议题的国产电影，业已开
始尝试讨论如何重建核心家庭的问题。多数情
况下，文化意义上的原生家庭符号，代表着子辈
寻求自我分化与个体解放面临的桎梏，以及父
辈们的角色功能失调，但客观上也意味着这些
父辈们需要来自他人的拯救。面对功能失调的
原生家庭，经由子辈对父辈的精神或物质反哺，
推动核心家庭的重建，不失为解答原生家庭迷
思的一种方式。

举例而言，林超贤执导的《激战》以母子、师
徒秩序的倒置呼应了“反哺”式家庭伦理。影片
中，试图通过打拳引导破产父亲重新站起来的
林思齐，和努力维护精神失常母亲的梁佩丹，共
同激励因打假拳而入狱的昔日拳王程辉重归擂
台、夺取冠军并且重建家庭。子辈通过自己的不
懈努力，重新引领父辈的家庭、事业回归正轨，
为他们的人生困境“破风”。

文化层面上反哺叙事的建构，更有趣的案
例当属动画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众所周知，
《西游记》原著中，佛家思想境界的差异决定了
唐三藏与孙悟空的师徒关系，但是取经路上，孙
悟空一直扮演着守护者的角色。《大圣归来》几
乎完全舍弃了原著中的人物设定与人物关系，
唐三藏的前世江流儿化身成齐天大圣的“迷
弟”，毫无理由地迷信着孙悟空的超强战力，坚
信他能够荡清世间奸邪，由此完成了师徒关系
的倒置。江流儿误打误撞将孙悟空救出“五指
山”，还以儿童之力冲入妖窟拯救幼童幼女，由
此激起了孙悟空昔日大闹天宫的满怀豪情，齐
天大圣重返世间，一棒打散妖王魂魄。按照家庭
伦理剧的视角，孙悟空的形象可以类比为不堪
生活重负的成年人，江流儿则是一个不期而至
的孩子，孙悟空经历了最初接触孩子的手足无
措之后，在江流儿的感召下寻回了最初的勇气。

及至去年，影片《少年的你》在残酷青春的
叙事风格中，将被原生家庭抛弃的“城市孤儿”
的成长经历，与校园霸凌的社会议题相交织，引
导着两位互不相识的少年组建起临时的共生家
庭。值得注意的是，女主人公陈念生活在父亲长
期缺席、母亲经常逃债的家庭里，但她并未主动
与母亲疏离或对峙，即使在遭受校园暴力的情
况下，她与母亲通话时仍能给予对方未来生活
的希冀。

上述案例表明，如若国产影视剧试图将描
摹原生家庭内部的权力机制视为介入现实的一
种路径，那么与其单一地将个体的愤懑生活与
困顿人生“甩锅”给原生家庭，不如立足新的时
代语境，重新探索父辈与子辈如何实现精神联
系与情感共振。

关 注

4月15日，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与首都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协会向广大会员单位和影视界同仁
联合发出了《关于厉行节约，共克时艰，规范行业秩
序的倡议书》（以下简称《倡议书》）。

《倡议书》中谈到，我国抗“疫”之战已经取得阶
段性胜利，各行各业正响应中央号召积极复工复产，
影视制作行业也将迎来复工复产高峰。此次疫情对
影视制作业的冲击很大，全行业面临资金严重短缺、
生产周期延长、疫情防控困难、购片价格锐减等一系
列困难，需要行业团结一心、同心同德，共渡难关。

《倡议书》倡导：一、坚决克服前一时期因资本大
量涌入，给影视制作行业带来的浮夸浮躁之风，希望
大家静下心来，审时度势，认真分析市场容量和观众
需求，谨慎立项，慎重开机，力争把我国电视剧网络
剧的数量控制在科学适度的范围内，杜绝一切资源
浪费和资金浪费现象再度重现。二、倡导全行业厉
行勤俭节约之风，反对一切攀比、奢靡之风，把制作
成本压缩到合理范畴之内；各摄制组要精打细算，下
决心压缩人员、车辆和物资配置，把有限的资金投入
到对精品的制作中，下决心压缩在服装、制景和特技
上过度追求奢华的投入，把功夫下在讲好故事，塑造
好人物上。三、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广电总局和行
业协会提出的合理匹配制作成本的意见，把制作成
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目前各电视平台、视频网站
平台、购片与自制片订制价格已下降30%—40%。
为保证生产与产出的合理平衡，建议我国电视剧、网
络剧制作成本应控制在每集400万元人民币以内，
摄制人员酬劳亦应同步降低30%，同时需进一步调
整主创和主演人员酬金过高的现象，避免造成主要

创、演人员与普通专业工种的收入失衡。根据国际
惯例，一部电视剧、网络剧的编剧、导演和男、女一号
主演的酬金，各自最高不得超过制作成本的10%，
全体演员酬金不得超过制作成本的40%。四、进一
步规范行业秩序，治理行业乱象。要拒绝演艺经纪
公司在艺人随行人员、生活待遇、交通工具以及宣传
推广上的过度要求。主要演员可带随行助理一人，
享受剧组普通工作人员生活待遇，每人可配工作用
商务车一辆。如要求配房车或要求特殊生活待遇，
则费用自理。经纪公司到剧组拍摄艺人宣传资料，要
服从剧组统一安排，且一切费用自理，努力减轻剧组
负担。要坚决杜绝过度排场、过度炫耀的奢靡浪费行
为，树立影视工作者良好的社会形象。五、尊重艺术
规律，用敬畏之心对待事业。编剧、导演要亲力亲为，
潜心制作，反对粗制滥造，认真打造精品；各公司、各
摄制组要科学安排制作周期，合理控制演员档期，保
证演员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熟悉剧本，熟悉角色，塑
造人物；要坚决杜绝滥用枪手、执行导演和演员替身
的现象，保证产品质量，维护行业声誉。六、应严肃规
范字幕署名制度，重视我国制作人才队伍的规范建
设，明确各职务的专业工作职能，确认其在作品中的
实际工作职务责任与效能，不挂虚名。大力扭转整个
制作行业，名不符实、沽名钓誉、以权职谋虚名，以至
于真正干事的人，在艺术创作中有造诣的人被埋没、
被忽视、被虚化的不良风气。坚决纠正真正对作品
思想艺术质量负责的艺术创作人员的署名价值被褫
夺的乱象。各会员单位、影视同仁应挽起手来，同心
同德，砥砺前行，努力打造中国电视剧网络剧新的辉
煌，创建永不落幕的中国剧场。 （宗 文）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承办的2017—
2019年度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第32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评奖工作即
将开始。根据广电总局下发的通知，第32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的评
选范围被设定为2017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在中央
电视台或各地卫视频道播出的电视剧，包括在全国性重点视频网站首
播的电视剧。评选要求包括：一、参评剧目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唱响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传播正能量，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参评剧目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

量，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讴歌英雄；三、参评剧目要强化精品意识，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相统一，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这是飞天奖首次将全国性重点视频网站首播的电视剧纳入评选
范围，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网剧都有资格参评。参评的剧目仍需要取得
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等相关证件。

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创办于1980年，1981年开始评奖。此前一
直为每年举办一届，原名“全国优秀电视剧奖”，从2005年，“飞天奖”
改为两年一届。 （许 莹）

电视剧《天涯热土》于4月20日登陆央视一
套黄金档。1950年5月1日，海南解放，翻开历史
新篇章。该剧以海南的建设发展史作为故事载
体，以橡胶产业转型升级作为切入点，为观众展
开一幅欣欣向荣的琼岛发展蓝图。该剧由作家韩
少功担任文学总顾问，王功担任总导演，田原鸿
导演，游伟等人编剧，凌潇肃、啜妮、章贺等领衔
主演。

《天涯热土》以时间为主要脉络，从海南解放
初期、20世纪80年代和新时代三个不同时间节
点切入。解放初期“一粒胶种，一两黄金”的物资
匮乏时代，林汉杰、沈丹宁成为海南第一代农垦
人。面对敌特分子毁坏胶园的意图，他们机智守
护，并取得橡胶种植突破发展。时间来到上世纪
80年代，陈继胜接任林汉杰经营农场。他刚上任
的首个举措就引起轩然大波，职工们更是将“旧

情人”徐冰清推到台前，和他打起了对台。改革之
路困难重重，陈继胜在情与理之间艰难前行。进
入新时代，建立自贸港成为大势所趋，海垦领导
决定与海外资本合作。平静的表面下却暗流涌
动……该剧讲述了三代“海垦人”在不同时代背
景下，薪火相传、不懈奋斗，摸索出独具特色的发
展道路的感人故事。

为了原汁原味展现三代“海垦人”奋斗图景
和海南建设面貌，在近两个月的拍摄过程中，剧
组深入海口、三亚、万宁、澄迈、文昌等10余个市
县取景拍摄。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三亚亚龙湾动
车站、鹿回头公园、大东海、凤凰岛、万宁石梅湾、
陵水清水湾等海南各市县景点都在剧中有所呈
现。该剧充分融入了海南独特的自然景色和人文
风光，为观众开启“橡胶传奇”的同时，也为观众
走近海南、了解海南打开了一扇窗口。（许 莹）

两行业协会发布倡议书

建议全体演员酬金不得超过制作成本的40%

全国性重点视频网站首播电视剧首次获准参评“飞天奖”

电视剧《天涯热土》开启“橡胶传奇”

从女性出走到反哺叙事
——近年国产影视剧中的原生家庭迷思 □杜 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