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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亦舒小说改编剧系近年电视剧领域引人瞩
目的热点现象。无论是2017年和2020年由编剧
秦雯、导演沈严先后合作的《我的前半生》和《流
金岁月》，还是今年4月、6月分别由田宇、汪俊导
演的《承欢记》和《玫瑰的故事》都引发了超高关
注度。尤其在近日热播的《玫瑰的故事》中，主演
刘亦菲因“美丽”而自带的流量效应和“一女四
男”的情感模式，更使该剧成为观众热议的中心。
赞之者誉其为“女性成长的时代镜像”，贬之者称
其不过是“依靠刘亦菲，浪费刘亦菲”的空洞之
作。在笔者看来，《玫瑰的故事》总体介于上述两
种评价之间；其的确显示了女性主导自我成长的
理想状态，但缺乏现实力度而绝未达到“时代镜
像”的高度；其的确渲染了女主的美丽，但这是原
著的人物设定，称其“滥用”演员的美丽不无苛
责。与之前热播的《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承
欢记》一样，《玫瑰的故事》显示了电视剧在改编
亦舒小说这种属于大众文化但同时又具有强烈
个人风格的言情小说时遵循的一些较为普遍的
规律。

从《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到《承欢记》《玫
瑰的故事》，四部电视剧均引发了读者和观众关
于改编是“违背原著精神的‘魔改’，还是迎合观
众口味的‘二创’”的争议。引发这一争议的原因，
在于四部改编剧与原著小说在故事背景、主题意

蕴、情节脉络和人物塑造上均存在相当大的差
异。就像《我的前半生》的编剧秦雯接受采访时所
坦承的那样：“我们这次只是移植了亦舒的一个
种子，把它种在了上海的土地里面，它长出了一
棵属于我们自己的树。”四部剧作均充分发挥改
编者的主体性对原著进行了“六经注我”式的创
造性改编，无论是其优长与缺陷，都为文学作品
改编电视剧提供了有价值的镜鉴。

本土性、当下性与充分电视剧化

《玫瑰的故事》《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
《承欢记》分别发表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描写
的是这一时期香港女性的都市爱情。由于时
代、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小说中人物的生存
境遇、价值观念、爱情方式均与今天内地情况存
在显著差异。为了增强当下观众的“代入感”和
情感共鸣，四部剧作均采取了将故事时空移植
到当代内地的改编策略。《我的前半生》《流金岁
月》《承欢记》的故事发生在当下的上海，《玫瑰
的故事》则以2001年至今的北京为主要叙事时
空。相应的，人物形象也被赋予了地域特质，
《我的前半生》开场罗子君集软弱、讲究和做作
于一体的个性，颇有上海小资女性的味道；《玫
瑰的故事》中黄亦玫滑冰、骑摩托车、开飞机的

酷飒，也颇有几分北京大妞的风采。除此之外，
电视剧设置的故事场景，多为高档写字楼、高级
酒店、奢侈品店、艺术画廊、日料店等时尚气息
浓厚的空间场所，上海外滩或是北京后海等城
市地标性场景时有出现，在打造流光溢彩的都
市生活景观的同时，也赋予电视剧独属于特定
时间特定城市的生活质感。

在情节与人物方面，电视剧的情感线更为丰
富，人物形象也更为立体饱满。女主形象自不必
说，男主形象也较原著的单薄和类型化有了相当
的改进。《我的前半生》《承欢记》中女主的情感归
属对象都是贯穿始终的人物，而不似原著那样在
后半段才“上线”；《流金岁月》中对于蒋南孙与两
任男友、《玫瑰的故事》中对于黄亦玫与庄国栋、
方协文的关系也做了大幅度的延展。这种变化，
既是电视剧体量较小说明显扩展的必然结果，也
是都市情感剧的题材要求使然。毕竟，如果剧集
长时间没有与女主“势均力敌”的第一男主出现，
对于习惯了都市言情剧套路的观众而言，将是一
种挑战甚至“冒犯”。

情节与生活容量的拓展

作为脱胎于亦舒言情小说的电视剧，四部改
编剧均属于典型的都市情感剧，但其中也糅合了

家庭伦理剧、职场励志剧的情节与人物设定。与
原著小说相比，改编者大大强化了人物的职场事
业线，这使得电视剧一改小说“重人物轻情节”且
情节单纯围绕人物情感展开的叙事格局，内容较
原小说更为厚重，也更为贴合当下内地女性的生
活实际。

亦舒的原著主要聚焦于家庭、情感和婚姻主
题，职场生活所占的比重并不高，有些小说的主
人公几乎就没有进入职场，如小说《玫瑰的故
事》。电视剧则不同，其除了聚焦女性在爱情中的
成长，更将其范围扩展到亲情、事业，尤其对女性
在爱情、亲情与事业中的困境做了集中的展现。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的结局，是子君追随吴大娘
南下深圳为事业打拼，而不同于原著中嫁了理想
丈夫二人相偕去度蜜月；唐晶则继续她的职场

“白骨精”路线而不似原著中的远赴海外做了全
职太太。电视剧《流金岁月》中的蒋南孙和电视剧
《承欢记》中的麦承欢，同样走上了与母亲、奶奶
完全不同的职业女性之路。电视剧《玫瑰的故事》
中黄亦玫充满霸气的人生宣言“从此，世界在我
面前，指向我想去的任何地方。我完全而绝对地，
主持着我”，正是以其职场驰骋换来的经济独立
为底气的。这一点，改编电视剧与原著小说存在
明显不同。

除去职场事业线的加强，电视剧与原著小说
的差异还体现在家庭伦理成分的渗透和社会性话
题的植入上。《我的前半生》因为凌玲与众不同的

“第三者”人设和陈俊生进退两难的“前夫哥”形
象，引发了极高关注度；《流金岁月》中的阶层问
题、《承欢记》中的母女冲突、《玫瑰的故事》中的婆
媳矛盾和“凤凰男”现象，也都是最近几年引发社
会关注的问题。这些在原著小说中没有或并不占
重要地位的矛盾，都在电视剧中得到了强化，在体
现其现实精神的同时，也显示了出品方希望借助
高关注的社会话题制造“爆款”的改编策略。

“亦舒女郎”的完美化与人性深
度的削弱

亦舒小说的主人公，不同于琼瑶笔下奉行
“恋爱至上”的浪漫女性，她们虽然追求爱情但更
注重人格独立，常被称为人间清醒的“亦舒女
郎”。亦舒作品也因此具有了鲜明的女性主义意
识。这种意识与当下电视剧的“大女主”倾向存在
某种相似性，因而颇受创作界青睐。就近年播出
的四部改编剧而言，其的确塑造了在家庭、婚姻、
情感困境中顽强成长的独立女性形象；但另一方
面，这些女性与原著小说中清坚绝决、冷静自我、
有着一定性格灰度的“亦舒女郎”有着明显的差
异。无论是《我的前半生》中的罗子君、还是《流金
岁月》中的蒋南孙，以及《承欢记》中的麦承欢和
《玫瑰的故事》中的黄亦玫，电视剧都赋予其近乎

完美的人设。她们不但有着惊人的美貌，而且见
解卓越、性情豁达、品位不俗。与周围人发生冲突
时，她们不卑不亢，虽会暂时陷入困境但最终能
用自己的高情商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化解危机；面
临逆境时，她们淡定从容，虽一度消沉但最终能
以坚毅的意志破茧化蝶成为更好的自己。与原著
中那些虽清醒、独立但也有世俗算计与人性弱点
的“亦舒女郎”相比，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要完美
得多——但也因此消解了原著小说的人性深度。

一个较为显豁的例子是，与原著中女主在离
婚后放弃孩子抚养权不同，电视剧中的女性均全
力承担了抚养孩子的重任。无论是罗子君带平儿
的租房另居，还是朱锁锁带女儿到北京闯荡抑或
是黄亦玫的带女儿回娘家，剧中的女主均没有放
弃她们的母职身份，这与原著小说中几位女主完
全恢复自由身、无所顾忌地追求新生的姿态有鲜
明的不同。电视剧中的女性虽然不再以传统的

“贤妻”身份来束缚自己，但依然扛起了“良母”的
重任。这体现了电视剧“大女主”勇于担当的完美
人设，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电视剧主创的传统
思维。许多“亦舒粉”认为改编电视剧失去了小说
原著的犀利与深度，与这种近乎完美的女性人设
有着直接的关系。

也许是先天的创作个性，也许是受张爱玲的
影响或是香港殖民地文化的“无根”感使然，亦舒
小说中总是弥漫着一种淡淡的苍凉气氛。小说中
经常设定主人公远走海外的结局，虽然是新的人
生的开始，但也有一种漂泊无定之感。电视剧的
总体基调则明亮温暖许多，剧中人物在经历各种
困境之后都能寻找到自己的位置，以新的眼光和
认知开辟新的生活。这种明亮开朗的基调，也是
电视剧与原著小说的差异之处。

综上所述，在近年亦舒小说改编剧中，曾经
长期被遵奉的“忠实原著”的改编原则遭到了相
当的挑战。这一点也引发了部分“亦舒”粉的不
满。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审美接受规律表明，
观众在与自己相似的生活场景中更易激发代入
感与观看快感，也更易对人物情感和命运产生
共情与思考，而对熟悉小说情节、人物的读者而
言，这种本土化、当下化的改编则可以使其产生
新鲜感而避免审美疲劳。就这一意义而言，近年
出现的四部亦舒小说改编剧，不失为文学作品
电视剧改编的有益探索。但是，不能否认，近乎
完美的女性人设和过“甜”的男女情感处理，则
会使原本具备相当现实力度和人性深度的亦舒
小说趋向霸总剧、甜宠剧的水平，这一点不免令
人感到遗憾。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
文学女性形象谱系与现代中华文化建构整体研
究”（项目号 19ZDA276）阶段性成果。作者系中
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院长，戏剧与影视
学学科带头人]

当个体生活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便不再
是一己悲欢，它便成为了集体的记忆、历史的余
韵和变革的注脚。48集电视剧《新一年又一
年》（以下简称《新》剧）通过讲述北京陈、林两家
40年的起落沉浮，以参差多态的样貌呈现出岁
月长河里人们的精神足迹。几乎与此同时，
1999年版《一年又一年》在重温经典频道播出。
两个版本的映照对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
视角。

在大时代与小日子的对话中书
写成长型续篇

两部作品在叙事策略上，经历了从重现式
表达到重构式表达的转变。作为我国第一部
编年体电视剧，《一年又一年》将改革开放二十
年的社会生活放进了一年一集的剧作结构
中。编剧李晓明说，提到恢复高考、落实政策、
凭票供应、抢购风潮，觉得仿佛就在昨天，但仔
细一想又有恍若隔世之感，剧本只选取今天看
来依然具有“昨天”和“隔世”两个截然相反感
受的事件，通过人的命运展现由无数具体生活
构成的光阴，作品真正的主角就是“一年又一
年”。因此，剧中人物的行业设置最大程度地
反映了典型人物群像，以贴地飞行的现实主义
品质展示出广阔的社会画面。借研究政治经
济学的陈焕之口，告诉观众国家的经济改革和
社会状况；借售货员胡桂兰的身份，揭示了我
国从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的变化；借电影放映
员陈富生和电视台编剧林平平的视角，在梳理
20年中国电影脉络的同时，勾连出电影和电
视在百姓文化生活中地位的转变；还有陈家的
那位农村表叔，他的每一次出场都精准对应了
彼时农村的改革。透过“人的生活”，时代清晰
在场。

《新》既是翻拍，又是续集。如果说《一年又
一年》的剧情与创作年代相距不远，创作上不难

“够到”，那么经过20年的沉淀与发酵，《新》剧
以当下视角再一次把笔触伸到了时间的前沿，
在与时代同行中回答时代之问。与前作不同的
是，一方面，《新》剧的现实主义表征较少体现在
对生活的客观描红，而是在泛着回忆光彩的暖
色调中，抵达一种提炼杂糅后的本质真实。另一
方面，《新》剧让时间服务于人物和叙事，撷取了
年代中人的细密心思和苦乐哀伤，写下了一个
由逼真生活情节、地道京腔京韵、生动人物关系
组成的故事。作品在大时代与小日子的对话中，
消弭了历史叙事与日常叙事之间的鸿沟，从那
些绵密而服务于人的细节里，我们得以看见一
个由个性鲜明而又相濡以沫的几家人构成的情
感共同体。

在陈焕和林平平的关系中，理想与爱情是
两个重要支点，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青年人
身上最鲜明的特质。抓住一切机会走出国门，
是林平平对宿命的挑战也是回应，而每天往返
于宿舍与讲台的陈焕随时盼望着她的归期，只
是她早已“反认他乡是故乡”。前作的结尾并非
陈焕与林平平故事的终章，正处于“进行时”的
人生之路等待着、也一定会被时间继续打开。
《新》剧顽强地向着时间深处掘进，以成长型续
篇实现了对人性的递进式追问。行至尾声，陈
焕和林平平分别组建了新的家庭，也都事业有
成，然而他们之间的情感羁绊，以及由此蔓延
至两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时常让人在凝视中省
思。站在“完成时”回望走过的一年又一年，当
前作中的很多“逗号”和“问号”变成了“句号”
和“叹号”，我们得以洞悉个中因果——每个人
都有人性困局，都是在势不可挡的推力下做出
了不同的选择，并且在命运的交错推演中走上
了不同的人生岔路。

群像的精神图鉴为观众提供了
共情空间

国产剧创作始终肩负着“向上向善”的价值
锚点，金钱和欲望的丛林中如何寻见光明，承载
理想主义的人物群像如何写出血肉实感？《新》
剧从小人物起笔，细细勾勒不同角色的成长、蜕
变与抉择，他们之间或交缠往复或平行对照，最
终落笔于时代。

看到别人赚钱心里痒痒的何大海，偷偷辞
职干起了倒买倒卖的营生，栽了跟头，也长了记
性，后来靠手艺和勤奋干起了做家具的老本行，
带给家人虽不富裕却无比踏实的生活。好不容
易回城的林一达靠倒卖批文发财，短短几年便
东窗事发，留给家人一个烂摊子，还有每天提心
吊胆的日子。两人虽为次要角色，却在剧中获得
了完整的人物弧光，并构成了一组丰富而有趣
的镜像式人物关系。时代和社会生活是风，个人
和家庭生活是草，风吹草动，通过细致描摹小人
物言行的“草动”，折射大时代变迁的“风吹”。林
汉民是供销系统的领导，很欣赏女婿陈焕的治
学悟性和处世心性，商品经济从起步到发展伴
随的阵痛与交锋，是二人谈不完的话题。把“摸
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进程放在翁婿关系中书写，
既以点带面表现了社会转型期和衷共济的求
索，又为其中的幽微留下了空间。

“一岁又一岁，一年又一年，怎能不知这追
寻有着怎样的航线？”前作主题曲中的歌词道出
了创作者的初衷。时间是如何从人们身上驶过，
又留下了什么？两部作品让渐行渐远的时光有了
回忆的载体，也让我们在时空共情中更加相
信——即使历尽悲欢离合，依然拥有自我成全的
力量和自我超越的勇气。这是剧中人所求，也是
观剧人所愿。（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本报讯 6月18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
电视剧《群星闪耀时》研讨会在京举行。《群星闪耀
时》由芒果TV、湖南卫视、芒果超媒、芒果影视出
品，万里扬执导，黄琛、浦维编剧，李现、任敏、周游、
王紫璇等主演。该剧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价值，
讲述了抗战时期一代有志青年对人生路径的探索
选择、对理想信仰的不懈追求。他们历经生死考验，
坚定信仰、肩负使命，最终将点点微芒汇聚成闪耀
星河，成为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优秀战士。

《群星闪耀时》以“小切口”展现“大历史”，是湖
南广电现实主义创作的又一精品力作。湖南广播
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副台长徐蓉谈到，《群星闪耀时》秉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紧密关注青年成长与理想

追求，体现了文艺创作与人民和时代紧密相连的
关系。这一芒果自制精品剧集，在人群覆盖、社会影
响、话题讨论等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

与会专家认为，《群星闪耀时》以环环相扣、
险象环生、不落俗套的叙事方式，讲述了青年人
华桢于群星闪耀中成长为革命者的故事。该剧既
有青年人“匡扶正义，保护百姓”的人间烟火气，
又有“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革命信仰，在这样
的交织推进下，华桢这一青年形象变得可感可
塑、立体鲜活。也有专家谈到，该剧融合了革命、
谍战、青春等多种元素，打破了当下与历史之间
的壁垒，不仅拍出了一群大时代年轻人的信仰力
量，也拍出了他们的信仰犹如璀璨星辰般的浪漫
唯美。 （许 莹）

专家研讨电视剧《群星闪耀时》

以青春为题传递信仰力量

本报讯 6月22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民政部共同指导，中国广电主办，北京歌华有线
承办的“重温经典”频道进养老机构启动仪式暨
首场活动在北京举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杨国瑞出席活动并致辞。电视剧《金
婚》导演郑晓龙携主创团队参加了活动。

杨国瑞谈到，“重温经典”频道的开办播出，
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文化为民惠民的
理念，充分彰显了经典视听作品的永恒魅力与价
值，对于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大
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
献给人民，增强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更好地发挥“重温经典”频道在丰富老年人精
神文化生活方面的作用，更好地服务养老社会建
设，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民政部决定在全国开
展“重温经典”频道进养老机构活动。这是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和中央关于老年工作部署要求的重要举
措，也是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的

深化、拓展与提升。
据中国广电介绍，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民

政部指导支持下，中国广电将制定“重温经典”频
道进养老机构总体方案，组织全国广电网络公司
统筹采用有线、直播卫星等方式，全面推进“重温
经典”频道进养老机构，争取到今年10月底基本
实现全国养老机构全覆盖。活动期间，中国广电
还将以多种形式持续举办助老活动，让更多经典
影视剧的创作者、参与者走进养老院、养老社区，
为老年人送温暖、送服务，让广播电视的改革发
展成果惠及银发群体。

活动现场，电视剧《金婚》导演郑晓龙携主创
林永健、王雷、李菁菁、赵秦和谭洋与现场观众进
行互动交流，分享创作经历和体会。郑晓龙表示，
2007年面世的《金婚》对当下社会婚育问题仍具
有启示意义，经典作品之所以历久弥新，在于其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让观众从荧屏上
见到自己、父辈乃至后代的影子。坚持精品创作，
作品才能成为经久流传的经典。

（许 莹）

“重温经典”频道为老年人送温暖
大时代与小日子的对话求索

——兼议《新一年又一年》与前作的比较

□张 硕

新作点评

尊重原著与满足观众期待之间的博弈尊重原著与满足观众期待之间的博弈
——近年亦舒小说改编电视剧得失谈

□□王翠艳王翠艳

《《承欢记承欢记》》

《《流金岁月流金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