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宇澄茅盾文学
奖作品改编、王家卫执
导首部电视剧、胡歌主
演，集合了这三个卖
点，让《繁花》这部剧
从曝出筹备消息开
始，就成为全网最受
期待的剧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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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作为王家卫的作品，“慢”也是公众
预料之中的事。从2020年开拍起，观众似乎就
习惯了这部作品的“遥遥无期”，但惊喜来得就
是这么突然，12月17日晚，《繁花》官宣将于12
月27日在腾讯视频全网独播，锁定跨年档，同
时曝光的多支预告也揭开了全剧风格。《繁花》
根据金宇澄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改编，由王家
卫执导，秦雯编剧，鲍德熹担任视觉总监，胡歌
领衔主演。本剧故事围绕由胡歌饰演的阿宝展
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人人争上游的大时
代，阿宝也变成了宝总，成功过，失败过，在沪上
弄潮儿女中留下一段传奇。该剧通过不同的人
物命运展现出实在又鲜活的上海气象。

马伊琍、唐嫣、辛芷蕾三位女主角也是该剧
的一大看点。马伊琍饰演的玲子，与阿宝在进
贤路合开一家充满市井烟火气的餐厅。作为上
海女老板，她八面玲珑、能屈能伸，有情有义。
胡歌形容“玲子与阿宝，犹如孙悟空和猪八戒，
孙悟空是玲子，神通广大，在前面披荆斩棘”。

唐嫣饰演的汪小姐，就职于外滩27号的外
贸公司，与阿宝的关系，犹如分针和秒针，在时
间的洪流里齐头并进。而辛芷蕾饰演的李李，
是风云际会的黄河路上的神秘来者，坐拥头牌
餐厅至真园。与阿宝的关系犹如大海和蓝天，
看似遥远，却互为镜像。三位女性人物，都有着
鲜明的时代风貌特性。

《繁花》定档的消息引发了全网关注，也随
即登上热搜。在定档的同时，《繁花》也曝光了
多支预告，满满的大上海和王家卫风格。王家
卫导演还特别对终极预告《繁花时代》给出解
读：“剧集《繁花》介绍的是时代，因为我们的故
事讲的是一无所有的阿宝，如何在短短十年，成
为叱咤风云的宝总。除了个人奋斗，他需要时
代的加持。我们选择黑豹的《无地自容》，因为

这首歌代表了那个时代无数个阿宝的生命力；
激情澎湃，悲喜交集。”

《繁花》原著的沪语是其特色之一，剧版《繁
花》如何处理这部分此前一直是观众关注的焦

点，记者得知，《繁花》将会推出双语版本，沪语
版的《繁花》有地道的上海味道，同时考虑全国
观众的收看习惯，该剧专门录制了普通话版
本。 辽沈晚报记者 张铂

王家卫新剧《繁花》跨年开播
双语版本同时登场

电视剧《鸣龙少年》正在央视八套
播出，这部聚焦高考的校园剧与2005年
经典日剧《龙樱》同源。与以往同类改
编剧不同的是，《鸣龙少年》把关注点放
到了青少年成长问题的症结上，本土化
的剧本与接地气的表演，让这部青春励
志剧有了面目一新的观感。

说起翻拍剧，恐怕没人会看好，但
这部丁黑执导、张若昀主演的《鸣龙少
年》可能会颠覆这个固有印象。这部又
名“中国版龙樱”的校园剧开播伊始，便
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作为《大秦帝
国》《警察荣誉》等力作的执筒人，丁黑
导演的作品一直以来都不乏扎实的剧
本和与角色相契合的演员阵容，而在新
生代演员中，以“会选剧本”著称的张若
昀在近几年也是佳作频出，此次两人继

《警察荣誉》后再度合作选择了一部翻
拍剧让人有点意外。

作为一部关注高考的现实题材作
品，《鸣龙少年》讲述了教师雷鸣（张若
昀饰）和桑夏（黄尧饰），从教育和心理
辅导等角度因材施教，创新教育教学方
式，帮助五位来自不同家庭、面临不同
困境的后进生创造高考奇迹，实现人生
翻盘的故事。最终，不被看好的学生们
通过努力考入心仪的大学，主动掌握了
自己的人生旅程。

《鸣龙少年》原作热血励志的爽剧
模式具有一定悬浮感，把这个高考集体
逆袭的故事嫁接到国内教育环境下，也
对作品的现实性构成了挑战。不过只
要追看不难发现，《鸣龙少年》是在原作
的剧情骨架中填入了本土化的故事血
肉，翻拍的仅仅是“出人意表的师生关
系”这个外壳，该剧的核心聚焦的是每
个家庭在应对社会高速变革时，投射在
孩子身上的教育问题，而这些问题，又

“反噬”着孩子身边的每个人，教育从简
单的应试话题，逐渐过渡到关注孩子身
心健康，这又与全社会日益关注的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问题非常贴合。

剧中的问题学生多少带有一些边缘
人格的倾向：因为寄人篱下的讨好型人
格、因为担心父母冲突而形成的回避型
人格等在剧中均有所体现。张若昀饰演
的“空降教师”，出场就抓住了根本问题
所在，在学校大操场上以前进和后退的
方式让所有高三的学生看清自己所处的
位置，然后告诉大家，这种原生家庭问题
造成的差异，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奋斗与
努力去改变的，越是处于劣势，越需要通
过高考来给自己的人生洗牌。

为了让剧情落地，《鸣龙少年》以现
实笔触引出了一系列青少年的教育问
题，但仅从电视剧开篇来看，剧情主线
依旧没有绕过高考逆袭故事的“先天不
足”——在解决问题的选项上显得过于
理想化和简单化。故事开局就抛出了

“问题学生一年之内考上‘清北’”的强
悬念，在主人公雷鸣老师的口中，高考
更是成为了解决生活中一系列困境的
唯一途径，似乎学生们只要跟着金牌老
师投入学习，就能百分之百实现人生翻
盘。原作的励志故事基底燃归燃，热血
归热血，但对于成长期的青少年来说，
现实又有很大的不同，帮助他们思考如
何面对高考的成功和失利，尤其是跳出

“一考定终身”的狭隘视角去看待青春
与人生，同样应该是高考题材电视剧的
题中之义。 据北京晚报

都市生活剧《故乡，别来无恙》正在北京卫
视热播，作为“我在他乡”系列的第二部作品，该
剧以写实的都市生活描摹，细腻的情感刻画以
及幽默元素的使用打破了都市生活剧的叙事套
路。播出后迅即成为同档期网评分最高的国产
都市剧。几位主演平实亲切的表演成就了这部
都市剧的烟火气。

四个女孩重聚故乡碰撞火花

《故乡，别来无恙》的主题从“他乡”变成了
“故乡”，围绕青年人对城市生活归属感的话题
却始终延续。剧集讲述一起长大的四个女孩张
沛（任素汐饰）、苟丹丹（史策饰）、董家希（王子
璇饰）和吴芸（李雪琴饰）原本生活在不同的城
市，但机缘巧合下又重聚故乡。面对阔别多年
的故乡，她们从不适应到熟悉，在挫折中找到了
人生方向，收获了友情、亲情和爱情。

对“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深度探讨，是该剧
贯穿始终的主题。和以往大多数强调在大都市
打拼的剧集不同，该剧采取了“反向操作”，结合
当前不少年轻人从一线城市返回故乡的“回乡
潮”，挖掘这股返乡潮中青年人遭遇的生活问
题，以更为细微的手段直面当下社会中青年人
的成长困惑。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桂琳看
来，《故乡》中出现了一种有别于情节剧激情化

的情感处理方式，“这种情感处理手法有两个特
点：一是将情感表达建立在以生活细节呈现复
杂现实的基础上；二是加入幽默元素来调和情
感，将激情变为温情。”

因此，该剧并没有掉入生活剧堆砌冲突元
素、制造狗血剧情的套路，反而以大量充满丰富
细节的生活化剧情，以细水长流的方式去展示
都市青年人返乡后面临的情感问题。剧中，苟
丹丹先后遭遇了丈夫出轨继而又车祸身亡、成
为单亲妈妈等一系列重大变故，但对人物面临
打击后的处理方式，剧集整体显得克制而温
情。故事中其他三位女主以及苟丹丹的父母都
成为了她的“防护网”，保证其没有跌落谷底，而
返回故乡后来自青少年时期的爱情萌芽，则成
为促使其实现人生扭转的关键。

李雪琴自带喜感本色出演

都市生活剧大多依赖成熟演员的表演，越
是惯性套路化的表演，越容易脱离实际，使剧集
流于悬浮。《故乡，别来无恙》的四位主角中，三
位都是有过喜剧表演经历的演员，脱口秀演员
李雪琴更算得上是表演素人，三位喜剧人的演
绎为该剧加分不少。

剧中，李雪琴饰演的社区工作人员吴芸从
东北考入街道社区任职，她的故事线既没有高
大上的职场白领情节，又没有文艺小清新路线

的腻歪感情。吴芸的故事线就是街道社区人员
与消防员的相濡以沫，二人在家长里短的社区
工作中结缘，又在处理鸡毛蒜皮的冲突中彼此
确认了相近的价值取向。李雪琴几乎本色出演
了吴芸的大大咧咧和善良乐观，和街道居民打
交道的故事也充满了普通人市井生活的意趣。
她并不出色的外形条件反而让吴芸这个角色显
得极为可信，口语化的表达方式，松弛的人物状
态，让整个人物变得可亲可感，角色和演员似乎
合二为一。

除李雪琴外，剧中其他演员也大多拥有喜
剧表演经验，主演任素汐自开心麻花出道，剧中
她饰演的张沛常常有出人意料的表达，偶尔毒
舌和有尺度的调侃展现了张沛这个人物的独特
气质。扮演苟丹丹的史策则参加过《一年一度
喜剧大赛》，其擅长的情侣戏份充满细节，情绪
收放自如，更是为剧中人物奠定了写实的基础。

这些演员给该剧带来了独特的观剧体验，
轻喜剧风格的表演方式也冲淡了故事中涉及的
厚重议题，比如和父母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亲
子关系，和姐妹之间的情感羁绊等。以生活流
的方式加幽默的表达，是《故乡，别来无恙》开创
的独有情感处理方法，这种“小而美”的剧集风
格在处处追求“内卷”的都市生活压力下，为观
众提供了情绪纾解和治愈的另一种方案，这或
许也是该剧获得如此多观众青睐的感情基础。

据北京晚报

生活剧“反向操作”讨观众喜欢
热播剧《故乡，别来无恙》不写大城的喧闹而讲故乡的烟火

“高考逆袭”激发
观众兴奋点
电视剧《鸣龙少年》对经典日剧
进行本土改造大胆“翻新”

《繁花》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