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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我和我的儿女们》大结局的
这天，恰逢鲁迅先生诞辰。巧的是，距离先
生发表《我们怎样做父亲》，恰巧有100
年。《我和我的儿女们》以电视艺术的形式
创造了钱广这一“中国式父亲”新形象，在
某种意义上回答了先生提出的问题，带给
人许多感动，也带给人不少思考。

一

该剧第一集围绕房子的“热开场”，
场面火爆。老父亲钱广把女儿钱文静买
给自己的房子过户给了儿子冯立业，招
来钱文静一肚子怨气，围绕一个房本，几
方“势力”展开了斗争。几个回合下来，钱
广的“老谋深算”、文静的火爆泼辣、立业
的老实质朴、立业媳妇黄玉华的算计小
气、文静老公孙涛的大度善良，以及钱广
夫人董丽芳的温婉贤惠，悉数展现在了
观众面前。

同时，这也给观众留下了一连串疑
问：为什么老钱家的长子不姓钱？钱文静
和孙涛学历不高，怎么挣得如此大的家
业？钱广对孩子为何嬉皮笑脸，没有传统
意义上“父亲”的威严？让观众有了追剧的
欲望。

如果要找一个切口，最直接地窥见当
下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最好的选择肯定是
房子。剧中通过老钱家儿女争夺“房本”这
一线头，抻出了一连串的事儿。老钱家也
就随之成了社会现状的一处缩微景观：孙
子上学需要学区房，小儿子钱自强当网红

“不务正业”，二女儿安安离婚成了大龄剩
女，冯立业一家从乡下进城之后生活水准

堪忧，黄玉华学历低、就业难只好摆地摊，
老冯媳妇儿患了癌症没钱治病等等，他们
背后折射的是社会转型期各种深层次的
矛盾，如城乡差距、教育不均衡、看病难、
就业难、网络新力量崛起、代际观念冲突。
现实生活中没有哪个家庭会一下子集中
这么多麻烦事，但种种麻烦事确实是中国
人的切身感受。

当剧中演员以轻喜剧的风格、生活化
的表演把这些家长里短表现出来时，全剧
顿时给人以“接地气”之感，洋溢着浓浓的
烟火气。屏幕里的人似乎就生活在我们身
边。我们每个人的朋友圈里都有“钱广”“董
丽芳”“冯立业”“黄玉华”“钱文静”“钱安
安”，正是他们支撑起了我们真实的生活，
给我们欢笑，也让我们悲伤，向我们伸出过
援手，也让我们气不打一处来，甚至我们自
己也不过是他们中的一员。看他们的生活
故事，就是看我们亲友的喜怒哀乐，也就是
看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这些故事虽平淡
琐碎，却让人感同身受，并在不经意间获得
小小的感动，抑或淡淡的哀愁。

二

不过，火爆的开篇之后，该剧走入了瓶
颈。在长达10集左右的篇幅里，发生在老
钱和儿女们身上的冲突不少，大概两三集
必有一次，这大概符合某种编剧理论。遗憾
的是，每次冲突在结构上过于相似，而且每
一次冲突通过“思想工作”或钱广略施小计
就解决了，也没有留下“后遗症”，只要话一
说开，所有人都通情达理地理解了对方，愉
快地准备迎接下一个矛盾的到来。以至于

像孙涛这样精彩的角色，在前十几集中完
全沦为钱文静解决老钱家种种矛盾的提款
机。如果以追完全剧的“后视之明”来看，这
些小冲突也起到了为后面的高潮作铺垫，
以及更充分地展示人物性格的作用，但从
观众当时的观感而言，剧情陷入“单曲循
环”，令人有疲沓之感。

比如，当钱自强斥责母亲为了照顾钱
家两个女儿，对他不够关心时，因为钱自
强是随母亲嫁到钱家的，作为观众，我十
分期待揭开温情脉脉的面纱，看到一场好
戏。不料，“思想工作”再一次发挥了无比
威力，结果又是一次平安的软着陆。由于
缺乏高峰性的冲突，这一部分剧集成了一
片起伏不大的丘陵，应有的张力不够强
大，审美空间也不够开阔。

幸好，剧情进展到后一半时，突然峰
回路转，柳暗花明。前半部分闹得挺欢的
钱广，渐渐隐退到后台。他的儿女们则开
始面对自己人生中的问题。就像钱广的孩
子们在该剧的后半部分才长大一样，这部
剧本身到了后半部分才如一个进入青春
期的孩子，开始脱胎换骨。

钱安安的生母刘晓雅回国认亲，她的
前夫高远也从美国回来并和安安成了同
事。面对两个曾经抛弃过自己的人，钱安
安该如何安放她内心深处的亲情与爱情，
一条拷问人性的故事线索就此展开。孙涛
和钱文静走上前台，不再是拿着提款机充
当钱广的救火队长，由于记者徐海鸥的出
现，这对同患难的夫妻因为投资等问题而
产生信任危机，爆发激烈争论，乃至家庭
都走到了破裂的边缘。钱自强和刘菁菁的
感情一直阴晴不定，寻找隐姓埋名的大善
人“桃李万山”的机缘，给了两人重新认识
对方、重新认识自己，也重新认识人生的
机会。冯立业遭遇汽车行业恶性竞争带来
的碰瓷诈骗，这个处于弱势、自卑状态的
人物，终于迎来了“高光时刻”。他以高超
的修车技艺，不但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挽
救了孙涛的4S店，而且以工匠精神和正
义感，狙击了不正当竞争和犯罪行为。钱
广的4个儿女在“剧”的意义上长大了，他
们不再是需要钱广用“计谋”哄着的孩子。
同时，作为剧中人，他们担负起了角色应

有的使命，使这部剧展现出动人的内涵。

三

几千年传承的伦理文化为中国家庭
伦理题材影视剧推出精品奠定了基础。
不过，我们的家庭伦理题材文艺作品中，
讴歌母爱的不少，描写父爱的不多。没有
突破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对“父亲”的本
质规定。《我和我的儿女们》中的父亲钱广
实现了一次突破，他以对子女真挚、热烈
的情感，以及对世界善良真诚的大爱，重
新诠释了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父爱，建构了
一个以亲情为基础、以责任为内涵，“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的中国父亲形象。这也表
现出创作者对传统文化及其转型发展的
洞见。

剧中，钱广一度为了维系他所理解的
“家庭真情”，希望“损有余以补不足”，用
亲情或刻意制造的亲情来弥合因为贫富、
阶层、地位等不同而带来的隔阂，绞尽脑
汁、使出浑身解数，不惜组织老街坊帮安
安制作的网络综艺刷点击率，不惜扮作小
姑娘和钱自强网恋，还不惜制造假房产证
以图弥合钱文静和冯立业之间的矛盾，却
经常帮倒忙。渐渐地，钱广摆正了自己的
位置，在尊重孩子们选择的基础上，用自
己的人生阅历和经验而不是“计谋”来给
孩子们智慧启迪和精神力量。在全剧的
最后，不但钱广的儿女们实现了人生的升
华，钱广的形象也再一次刷新，原来他就
是长期资助贫困大学生的“桃李万山”。
当钱广讲述自己年轻时的经历，过往的历
史被悄然揭开，当下的一切都有了合理的
解释。听到钱广说他只想做一个不被打
扰的好人时，一种感动在我心中涌起。钱
广不但是一位好父亲，更是一位好人。或
者说，正因为他是一个好人，他才是一个
好父亲。

《我和我的儿女们》有得有失，总的来
说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作品，也是值得思考
的作品，这种思考不但指向如何以艺术的
手段和时代的眼光，沉下心开掘好家庭伦
理题材这座中国文化赐予我们的富矿，而
且指向如何在新时代革新我们的家庭伦
理，做好父母，也做好儿女。

评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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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受益人》主要围绕“杀妻骗保”和骗婚“假戏真做”两个线
索展开。从新闻事实借鉴而来，使得这个电影故事的现实存在具备
了一定的合理性。电影中把看网吧的、跑代驾的、做直播的网红、房
地产销售和挪用公款的会计等现代社会职业身份进行了糅合，人
生的现实困境可能千篇一律，但是每个小人物的故事却各有千秋。
但是也因为新闻事实中人物身份的这种自由度比较高，所以更有
益于影视文本的改编，可以让这种戏剧性和创造性在电影体裁的
框架中得到自由发挥。

新闻事实指涉的热点不仅是民生关注的聚焦点，一直以来也
是电影创作的重要源泉。一个挪用公款买了17套房的公司会计，
一个最大梦想就是为儿子买一套房的小老百姓，这个故事点触到
了这个时代的痂。在这一宏大的时代背景下，这种人文关怀是很
具体的。人物设置上，该片没有推己及人的道德理想，也没有对社
会责任的理解和担负。相对而言，它跟《我不是药神》还有着较大
的区别。

电影创作不仅在叙事上要有贴合于电影影像的一个图景式
的把握，从个人生活小情小我状态的描摹到社会发展的缩影，对
于价值观的传递也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矫正。影片最后的剧情设
计浪子回头，悬崖勒马，恶人恶行虽然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在女
性情感的补偿方面，作恶的男性付出的代价实在太低。究竟女
性的结局源于对套路的认知不清，还是情感真实就是女性人生
所期待的日常呢？

女演员柳岩明显是将自己演艺和生活的真实片段融入到了网
红主播的这个角色演绎之中，当然，这也是一个适合她个人进行风
格发散的角色。所以，在该片中她不再是一个花瓶式的符号，而是
有骨架有血肉的人物，并且凭借这一角色的真诚给观众留下了深
刻印象。直播卸妆告别网红生涯的那场戏，将柳岩爽快自嘲的气质
进一步提升。演员跟角色合二为一，戏内与戏外相互融合，这种独
特而精巧的表达方式成为影片获得大众信任和引起观者共鸣的重
要因素，也成为影片的重要特质。

杀妻骗保的故事本来应该算是对于人性恶的一种极致的展
现，张子贤饰演的“大笨钟”代表了影片中恶的集合。他不但自己在
做违法之事，而且一直在施行魔鬼计划，屡屡要将吴海拽过违法的
边界。我们常说，黑色幽默是一种近乎绝望的幽默。张子贤的表演
很有质感也具备一定的张力，他演活了这种绝望状态下的幽默，也
演活了那种贪婪自私的坏人。

大鹏在该片中的表演确实很用功，但是，他本人自身的特质太
过闪亮，尤其是他的眼睛，总在不知不觉中掠过一丝光芒。所以，他
要塑造一个憨笨的形象让观众接受并信服，难度系数不小。不过，
影片开场对假口供的戏，代入感很强，反转也很让人惊叹，两个演
员的表演感情状态很饱满，这种喜感的产生确实是需要演员有积
淀的。

片中的重庆方言语调软糯有弹性，语言的幽默感也随之而来。
而柳岩的湖南方言与普通话混杂所带来的娱乐化效果，也赋予了
电影新鲜的观赏体验：直爽、干脆、火辣，尾音上扬还带着一点点妖
娆。方言本来就是地域文化符号的一种，原汁原味的方言的使用需
要人物在这个特定空间有一定生活背景。使用方言能够给电影带
来客观纪实的效果，也符合城镇居民形象刻画的需要。

黑色幽默元素带来的本就是喜剧气质和荒诞风格，电影当中
也是将各种元素互相拼接。整个电影看下来像很多个包袱串联而
成的相声，但这种串联并非一种自然状态，就像手串和手镯，它们
的质地和观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作为青年导演的长篇处女作，这部电影的完成度较为纯熟的。
从对假口供的戏中戏结构，到使用行车记录仪的形式复盘犯罪过
程，无不反映了创作者别出心裁的构思。片中几个围追堵截的诙谐
场面，也搭配了契合的音乐来烘托笑点。最终，小网红成了海南钻
石湾的房产销售员，在新房的阳台上眺望大海，出狱后的吴海正好
站在她视线穿过的望远镜里，也“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最后这些

“无声胜有声”的镜头组配，更是彰显出导演对视听语言设计的巧
妙心思。

导演申奥在某节目访谈时曾提及对做这部电影的一些希望：
“投资人能收回成本，观众看得过去。”因为目的单纯，导演并没有太
多地执著于艺术的挣扎，影片目前来看也确实取得了大部分观众的
认可。在很多青年导演还在反复强调自己对纯粹艺术的追求、还没
法顺利完成一部合格完整作品之时，申奥能够认知到电影艺术所具
有的多重属性，果敢地尝试艺术跟商业的结合，不得不说，“坏猴子”
的商业电影模式还是对这批年轻导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不过，导演的创作理念与作品的现实主义关注其实已经决定
了一部电影的基调。作为一个类型片，导演的个人化风格不明显，
拼贴戏仿的元素组织中，为商业而商业，导致有些对宁浩导演模仿
的痕迹较重。从路阳的《绣春刀》、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到现在
的这一部《受益人》，可以看出每一位青年导演都为电影能获得更
大的市场和电影本身的商业属性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让步。如何在
接下来的作品中，创作出拥有自己独特个性，或者说具备作者风格
的好电影，还需要青年导演们继续心有理想，脚踏实地，开拓一段
壮丽征程。

《谍战深海之惊蛰》开播以来引发观众热
议，剧中不仅有惊心动魄的谍战情节，也展现
了轻松的生活日常，种种尝试为谍战题材影
视作品的创新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生动案例。

创作明暗点交织。“找亮点容易，找暗点
难”。没有暗点，画面一片高光，人物不够立
体；暗点多了，阴影面积太大，又容易造成反
面效果。所以，找亮点不是本事，找到衬托英
雄恰到好处的暗点才是高手。在《谍战深海之
惊蛰》中，陈山作为一名街头小人物的出场，
首先呈现了人物的暗点。接下来角色的出生
入死，则采用“小逆模式”，即在舆论的传播谱
系里，次主流舆论在价值观上是主流，在表现
方式或性格语言等方面有小小的叛逆，达成
容易传播的效果。这也极大地契合了主要人
物陈山的性格特征。

剧情设计旗鼓相当。在以往的谍战剧中，
英雄角色常常被塑造成无所不能的人。但物
极必反，敌人一旦被描写得不堪一击，英雄就
被贬值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所以，英
雄的对立面必须塑造成沧海横流中的典型代
表。在戏剧冲突与角色冲突上，该剧没有矮化
敌人，而是通过描写对手的强大，让英雄不再
是百战百胜的“云端人物”，而是在一次次考
验和战斗中逐渐成长和强大起来，无形中拉
近了观众同剧中人物的距离。

谍战剧中的英雄要与敌人斗智斗勇，不
仅要拼智商、拼情商，而且要过五关斩六将，
不断增加难度系数。这样的过关设计，如果敌
人全是傻弱软，剧情根本无法展开与推进。
《潜伏》中的李涯、吴站长、陆桥山，《麻雀》中
的毕忠良，《谍战深海之惊蛰》中的荒木惟、周
海潮等，这些横流中看似了不得的敌人，恰恰
衬托出余则成、陈深、陈山等英雄的不得了。

英雄性格与英雄形象的立体化塑造。该
剧还有两个特别有震撼力的要素：一个是英
雄性格，一个是英雄形象。

所有的英雄都具备一种“走在人流反
向”的性格，这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
雄气概。这种性格最动人的不是气概，而是选择。
生死关头，英雄会选择走在死亡概率最大的方向；
在舒适区与危险区，英雄会选择站在最不利于自己
的位置；在自己与别人的幸福之间，英雄会选择把
幸福让渡给别人。就像陈山为了妹妹的性命安危，
不顾性命卷入地下战争、被迫成为日本间谍；为了
粉碎敌人的阴谋，处于三重身份、高压紧张形势下
的他，视死如归同各种敌对势力作斗争；在个人命
运与家国大义面前，战胜回归平静的贪图安逸之

心，毅然决然选择加入抗战阵营。
绝大部分谍战剧都是英雄自愿打入敌人

内部，但在《惊蛰》里，陈山却是被动卷入“千
万人”之中，这就为情节的曲折与人物的变化
埋下了值得期待的伏笔。最初，陈山因为酷似
军统特工肖正国而被日本特务荒木惟看中，
荒木惟用陈山的妹妹陈夏威胁，陈山为了解
救妹妹被迫成为日本间谍。这时陈山所展现
的还是普通人面对亲情会做的选择。随着剧
情推进，陈山逐渐成长，他的民族大义和家国
情怀也慢慢觉醒。这时的陈山不再甘当日本
间谍，而是逐渐坚定信仰并找机会“反扑”，在
荒木惟要求毒害飞虎队队员时，陈山经过挣
扎，最终依靠自己的智慧，在保全自己的同
时，保护了飞虎队队员。

这样的出场设计是谍战剧中少见的。一
般来说，谍战剧的英雄一出场就是英雄，后
来不过是其能力进一步提升、信仰更加坚
定、历险更加丰富的过程，人物自我变化的
空间有限。但一个小人物的初始人设让该剧
中的角色有了成长的空间与曲折，从而产生
人物弧光。

为有牺牲多壮志，牺牲是英雄题材的标
配。如果这个牺牲者是英雄自己或其挚爱的
人，其震撼力就更加强烈。谍战剧里的英雄，
比别的题材英雄牺牲得更多，除了生命，还包

括良心折磨、角色冲突、忍辱负重、隐姓埋名，特别是
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爱情与亲情所带来的冲击力更大。
《谍战深海之惊蛰》里的牺牲会是什么？是陈山和陈夏
的兄妹亲情，还是陈山和余小晚的“夫妻感情”，亦或
是陈山和张离的惺惺相惜？从小人物成长起来的陈
山，身上也背负了更多普通人可能遇到的抉择和冲
突。于无声处听惊雷，从细微处见真章，他们最后的牺
牲和抉择越发显得可贵和高大，而这正是剧集吸引观
众持续关注的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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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怎么做父亲今天我们怎么做父亲
————观电视剧观电视剧《《我和我的儿女们我和我的儿女们》》 □□胡一峰胡一峰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举办的第27期影视大讲堂在京举
行。本期大讲堂的主题为“中国电影市场的现状与未来”，电影《我
和我的祖国》出品方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副总经理黄
群飞、影视所副所长赵卫防担任主讲，影视所所长丁亚平主持，部
分影视所在职科研人员参与对话。

丁亚平谈到，2019年中国电影呈现出可喜变化，至今城市银
幕数超过67000块，成为全球银幕数量最多的国家。刚刚过去的
国庆档，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等国产影片的带
动下，中国电影市场再次实现飞跃，档期总票房超过50亿人民
币。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电影市场也存在天价片酬、偷漏票
房、发行垄断等问题，如何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还有很多值
得检视、反思的问题。黄群飞谈到，中国电影票房连年高升，制片
数量位居世界前三，但电影大国不等于电影强国。黄群飞从电影
产业的收入过度依赖票房、中国电影的海外发展困境等方面分析
了中国电影市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并提出中国电影亟
待完善工业化体系，电影市场生态环境需要得到进一步净化。与
会专家纷纷表示，中国观众基于观影经验的积累，审美趣味和标准
已发生巨大变化，票房保证不再是肤浅的商业元素，而是扎实的电
影内容。 （许 莹）

专家热议中国电影市场
现状与未来

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天山电影制片厂
创作拍摄的音乐歌舞片《歌声的翅膀》11月1日在京举行专家研
讨会。该片讲述了3个不同民族的年轻人，怀揣音乐梦想，行走天
山南北、戈壁草原、乡村城市，从各民族丰厚的音乐舞蹈资源中，从
各族群众火热的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和素材，最终实现音乐梦想
的动人故事。与会专家表示，影片以音乐歌舞的艺术形式将新时
代新疆独特的文化特色和民族特色集中展现，同时全景式呈现了
新疆五彩斑斓的山川大地、异彩纷呈的民风民情，是一部有理想、
有情怀、有担当的作品。

《歌声的翅膀》是继《塔克拉玛干的鼓声》《远去的牧歌》《昆仑
兄弟》之后又一重要的新疆题材电影。专家谈到，该片紧紧围绕青
春励志和坚守梦想的题旨，时代特色鲜明，文化象征意义明晰，是
对新疆自然美和文化社会美的一次艺术发现。在叙事上，该片以
人物为重，意境是唯美的，不仅描绘了自然的景象，还写出了内心
和精神的走向，把美丽的新疆风光和浓郁的多民族风情、多民族歌
舞形象与思想内涵艺术化地结合在一起，是中国音乐歌舞影片的
一个重要探索。同时，与会者建议，该片的主题表达可以更加鲜
明，爱情线可以设计得更为动人一些，歌舞与角色、情节的结合也
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余 非）

电影《歌声的翅膀》：

歌舞类型片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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