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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高鹏报道 晋级
四强时那场刺激的对攻大战依然令人回味无
穷，但辽宁本钢男篮在经过一天的休整之后，已
经迎来了全新的挑战！今晚8时整，他们将打响
与老对手新疆队之间的半决赛首战！

说起辽篮与新疆队之间，的确是季后赛中
的老对手了，尤其是最近四个赛季里，他们已经
是第三次在半决赛中遭遇。不过从交手历史来
看，辽篮还从来没有在季后赛中击败过这个对
手，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系列赛中，辽篮面对的
困难必然要比上一轮更大。

本赛季，新疆队的强大之处主要在于他们
在阵容储备上的厚度，尤其是在内线和锋线上，
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既有经验与实力皆备的当
打球员，也有充满活力与冲击力的年轻新秀，尤
其是在内线还有本土顶级中锋周琦坐镇，让他
们的防守一直处于联盟前列。

相比之下，辽篮在内线和锋线上的阵容储
备的确处于明显的下风，虽然在中锋位置上有
韩德君这样的顶级球员，但是轮转阵容却格外
单薄。在上一轮同浙江队的比赛中，对手的内
线并没有太多发挥的情况下，辽篮仍然让韩德
君在场上打了 40 分钟，而且早早身背 5 次犯规
的情况下，还让韩德君的防守效果在后期大打
折扣。

这样的情况，很可能在接下来的半决赛中
继续出现。因为在缺少了李晓旭之后，辽篮在
中锋位置上几乎就是靠韩德君一人苦苦支撑，

像上一场那样让贺天举临时顶替到中锋位置上
的特殊打法，在面对新疆队豪华内线群时基本
是不可能使用的。而唯一的替补中锋刘雁宇，
毕竟在经验和能力上都还有明显差距，在这种
季后赛级别的对抗中，恐怕很难帮韩德君分担

多少压力。
这样一来，使得辽篮内线承受的压力格外

巨大，一旦再出现韩德君过早领到太多犯规的
情况，恐怕内线就要成为不设防的状态。而且
即便韩德君在场的情况下，也必然要面对新疆

队范子铭和周琦这两名主力内线的轮番消耗，
在每隔一天就迎来一场比赛的情况下，对他的
体能也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而对于辽篮来说，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在
后卫线上了，郭艾伦、赵继伟和高诗岩的本土组
合，再加上外援梅奥，的确可以对新疆队后场带
来很大的压力。因为新疆队目前仅有曾令旭和
西热力江两名后卫可用，前者还受到比较大的
伤病影响。

但是对辽篮来说非常不利的一点因素是，
新疆队在平均身高上占据非常明显的优势，比
如他们的锋线球员可兰白克、齐麟和唐才育都
有2米左右的身高，并且能突善投。所以辽篮的
后卫线在进攻中也会遇到很大的压力，每一名
对位防守的新疆球员基本上都在身高上具有绝
对优势，可以很大程度干扰到辽篮球员的投篮
效率。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辽篮的内线再遭遇
压制，无法有效掌控住篮板球，那么实际上辽篮
后卫线上的优势同样也很难完全发挥出来。这
一点，其实在上赛季的半决赛中，就已经表现得
非常明显。

所以说，辽篮想要赢下比赛，首先要做到的
就是保存好自己内线的实力，只有内线拥有一
定保障的情况下，后卫线上的优势才能得到真
正的体现。当然，想要做到这一点也并不轻松，
所以辽篮在半决赛中遭遇的困难，绝对要比上
一轮更大。

辽宁新疆四年内第三次会师半决赛 今晚打响半决赛首战

辽篮守住内线才能发挥后卫优势

韩德君和周琦的内线对决将左右比赛走势。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查金辉 摄

近期，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和电
视剧《三十而已》走红荧屏，将“女性 30 岁”这
一话题一次又一次顶上热搜，拨动女性观众
的神经。正如《三十而已》中钟晓芹上司的

“扎心”考问：“站在 30 岁的门口了，知不知道
什么叫三十而立？”进入 30 岁，对于女性来说
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些影视作品以“30 岁”设立界限、展现
社会各阶层女性群像，是对现实生活的映射，
还是制造了剧里剧外的生存焦虑？有观众认
为，“每一个角色的遭遇都让人感同身受”，也
有网友批评，“这类剧用多倍镜放大当下社会
中的一些情绪，本质上是在贩卖焦虑”。不可
否认的是，这类影视作品的确存在迎合市场
的爽剧特质，但也确实反映出当下女性群体
所面对的社会现实。

人物典型、细节感人
引发女性群体共鸣

在电视剧《三十而已》中，三位主角之一
的资深“沪漂”王漫妮在上海打拼8年，却囿于
在城市里扎不下根和不甘愿回家乡的困境；
另一名主角全职太太顾佳把家庭和老公的事
业打理得井井有条，却仍逃不过婚姻被入侵
者击溃；第三名主角都市白领钟晓芹在 30 岁
的关头遭遇了生育意外和婚姻破产的双重打
击……这些“30 岁女人”的经历，正是无数在
职场拼搏的中国女性的缩影。在各自不同的
人生赛道上，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奔跑着。王
漫妮有梦想、有拼劲，但在人生选择上存在着
脱离自身实际的虚荣想法；顾佳行事果决、目
的性强，但同时也展现出心机深重的一面；钟
晓芹天真善良，但对于自己的家庭和职场都
缺乏主见和掌控。这些性格各异、人设并不
完美的女人，以及她们面对生活的困顿、失意
和抉择，引起剧外女性群体的强烈共鸣。剧
中角色性格真实饱满、角色境遇贴近现实，因
此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全职太太算不算独立
女性”“生育应该有计划还是顺其自然”“房租
该不该占去收入的一半”等话题在网络空间
不断发酵，引发网友热议。

主角之外，剧情还设置了“太太圈”和早
餐摊老板娘两种同年龄段却过着截然相反生
活的女性群体作为对照。或许这两类人群离
电视剧目标观众的生活并不近，但它却在对
照中揭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生存焦虑——

“太太们”为跻身名流苦心经营，小吃摊主为
温馨小家风雨兼程——在快速发展的社会

中，每一个人都在想尽办法向上发展，而这奋
斗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却是“谁解其中味”。

从近期的一系列女性题材作品中可以总
结出，虽然生活方式各不相同，但对于“30+”
的女性来说，无论是职场、情场还是家庭，想
要“乘风破浪”并没有那么简单。

《三十而已》的导演张晓波表示，“虽然
《三十而已》讲的是三位 30 岁女性的故事，但
对于很多女性而言，她们面临的困境、焦虑是
共通的，希望观众能从剧中获得一些不一样
的情感共鸣和力量”。观众确乎感受到了共
鸣，在面对学业、职场、婚姻、养老、育儿等接
踵而至的压力时，或披荆斩棘，或如履薄冰，
可贵的是，一地鸡毛之后，仍能坚定心中理
想，仍有拥抱生活的勇气。

抛开“爽点”“痛点”
女性题材要有核心表达

女性剧集市场逐渐成熟，观众的口味要
求也逐步走高，剧迷们不再满足于常规女性
剧中轻易陷入恋爱旋涡的“傻白甜”女性角
色，也看不惯在职场上一路“开挂”、高歌猛进
的“玛丽苏”“女王”。摆脱虚假和稚嫩，拥有
独立人格和充实思想，并能以专业能力换取
职场成功的成熟女性，才是观众们真正喜爱
和期待的角色。

尽管《三十而已》已经出圈，但也存在角
色设计和剧情逻辑上的瑕疵。设定为销售精
英的王漫妮，并没有展现出其胜任岗位的机
智和才干，而是一味以鞠躬和微笑突出态度
好，使她扎根上海、阶层跃升的梦想显得更加
虚妄可笑。近期播出的电视剧《爱之初》以女
主角勇敢追爱的故事为主线探究30多岁女性
不同的婚恋观念。然而，事业有成才貌双全
的女主持人被人骗到国外追爱、为拿到绿卡
而找人结婚等不符合逻辑和当下现实的剧情
设计，不仅无法让观众共情，还引来一众指
责。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播出之后一
直是瞩目的焦点，近期观众口碑却逐渐走
低。

在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黄典
林看来，“当下的部分女性题材存在着输出强
烈观点和口号的偏好，时髦的话题搅动线上
线下，狗血的剧情掀起高潮，观众一哄而起宣
泄情绪。然而，剧作的文学性和内涵大打折
扣，这类剧或能成为一时热剧，但难成经典。
同时，一些作品观察女性的视角单薄且守旧，
这一点上，应该多听一听现实中女性的真实

心声”。
纵观近年来女性题材作品的得与失，可

以看出，影视作品讲述“女性故事”不该止于
制造“爽点”、挖掘“痛点”。支撑品质和口碑
的，还得是站得住脚的价值立场和有深度的
核心表达。

避免套路化创作
在反映现实中实现价值引领

从《欢乐颂》开始，不同性格、背景和人生
经历的青春女孩彼此依靠、共同成长的故事
便开始流行。《欢乐颂》里合租在“欢乐颂”小
区的“沪漂”女孩们在繁华都市里寻找美好爱
情和事业；《青春斗》里相识于大学的年轻女
孩们也开启了在北京追寻友情、爱情和事业
的征途；《三十而已》提炼出当下社会女性的
典型形象，配合能够引爆舆论的社会议题，再
加上符合当下观剧审美的剧情设定，也将成
为未来女性群像剧的创作范本之一。

翻看女性群像剧未来片单的剧情简介，
同质化问题更加凸显：几位社会不同阶层、不
同性格的女性均来到人生岔口，遭遇婚姻、家
庭、事业乃至思想的困境，携手并进共同成
长。故事梗概上显示的创作模式几乎是一脉
相承。同质化作品扎堆播出，难免会给观众
造成审美疲劳，尤其在《三十而已》这样不俗
品质的热播剧之后，想要再度突出重围，接下
来的女性群像剧就需要另辟蹊径，更新创作
模式。

在福建师范大学青年教师黄华看来，这
类剧在角色设定上视野需更加宽广。职场白
领只是中国女性的一种身份，还有在社会各
个岗位上发光发热的女性群体值得去发现、
去书写。其次，人物情感要有逻辑、要符合人
物的经历和背景。另外，在婚姻、生育和职业
之外，需要给女性更多讨论个体价值、展现个
人魅力的空间。与此同时，青年编剧王婧也
认为，“30 岁左右的女性或许要面对婚恋、育
儿、养老等问题，但这些绝不该成为女性必须
经历并且为之奋斗的一切。荧屏需要更多人
格独立、思想进步的女性角色，需要更多走入
人物内心世界、关注个体生存困境的女性题
材”。

未来一段时间，女性题材将会是创作的
热门。在洞察女性生活现实、展现当代女性
风采之外，还需从更高的创作视角出发，以精
耕细作扣准观众审美，以正向价值观引导纾
解女性群体的现实焦虑。 据《光明日报》

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在国内依旧延
续着超高点击量和社会讨论热度。而在“乘风破
浪”成为国内年度热词之后，《乘风破浪的姐姐》
也引起了海外媒体与网友的热议。

日本网友对节目热情高涨，纷纷在社交媒体
上公开为自己喜欢的姐姐助威；韩国网友表示也
想拥有这样一档节目，肯定节目中姐姐们的自
信、勇气；海外视频网站YouTube上，节目相关视
频多个超过50万浏览量。

“中国的娱乐业传统上更青睐 20岁出头的，
甚至更年轻的女性，《乘风破浪的姐姐》集结的是
30位30岁以上的女选手，打破了常规”“中国的娱
乐业不再只是单一审美，节目打破了常规真人秀
的 模 式 ”“30 岁 以 上 的 女 性 应 该 是 什 么 样 子
的？——对，做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
从国外媒体与网友的评价来看，该节目模式与内
容均受到肯定。据了解，7月5日，该节目已在新
加坡电信商星和电信上线播出，其他不少国家和
地区也正在洽谈节目模式与版权的“出海”。

作为一档原创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为何
能获得国内国外观众的普遍认可？主要原因还
在于题材与表达形态上的创新，以及具有在其他
文化环境中被广泛复制和传播的可能性。从故
事上，节目开掘出当代都市中青年女性真实率性
的“她故事”，让年龄相仿的观众看到了自己和姐
妹们的身影，激发普通人的共情。

从精神上，节目展示了30岁以上女性自信、勇
敢、互相成就、共同成长的魅力和风采。不少观众
表示，他们更想看的不是表演，而是姐姐们的个
性、突破和成长。透过密密麻麻的弹幕，世界各地
的观众纷纷感叹，30岁以上的女性不仅可以做好
妈妈、好妻子，也可以大胆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从传播上来讲，“她故事”“她精神”一改人们对
30岁以上女性固有的认识，有耳目一新之感。“她故
事”中具有普适性的文化属性和价值表达，嫁接上
中国文化中对“她精神”的独到理解，即使放到不同
国家和地区，也能引起情感上的同频共振。

《乘风破浪的姐姐》不但有节奏紧张的比赛，
更有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故事、谈话中的正能量分
享，独具特色的“她呈现”突破综艺节目的传统模
式，让人们看到综艺节目尤其是音乐节目更多的
可能性——除了演唱与选秀之外，节目还可以关注
什么、延伸什么、引起什么思考？这档节目做出了
探索，也拓展了思路，那就是关注更多群体、回应社
会问题，引发共鸣与反思。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荧屏“30+”女性形象 还需更高创作视角
从《乘风破浪的姐姐》
看原创综艺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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