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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屏亮亮点点

《《甜小姐与冷先生甜小姐与冷先生》：》：都市情感剧里新女性的都市情感剧里新女性的““人间清醒人间清醒””

女性价值的实现不需要男

性力量的助力，女性命运的改

变不需要男性情感的救赎，《甜

小姐与冷先生》在甜蜜爱情的

外壳之下，内核依旧是女性的

觉醒、成长，以及对自我力量的

探索与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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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翻跟头、变脸、高钓鱼、踢慧眼……那一刻，蜀风

蜀韵的川剧，凝聚成中华民族情感认同的向心力，仿佛隔离了时空和地域……

■ 高洁

妇女解放与儿童启蒙伴随着近
代中国的变革浮出历史地表，承载
着知识精英阐释时代之变、中国之
变、社会之变、文化之变的话语表
达。两股新生的潮流与时代主潮之
间的同频与错位，投射出中国从传
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历经的突破与
顿挫。蔡洁所著的《摩登与弄潮：
近代中国的文化与社会》，正是以
女性解放和儿童启蒙为研究切入
点，探究近现代中国变局中的政党
政治、消费文化和世俗心理，挖掘
女性和儿童在民族复兴思潮下觉
醒的主体意识，解读他们挣脱传统
桎梏和时代约束的“破茧”尝试以
及难以真正“成蝶”的复杂因素。

不过，《摩登与弄潮：近代中国
的文化与社会》并非仅将妇女和儿
童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将之视为一
种研究方法，揭示背后的政治文化
元素交织而成的历史图谱。

为带领读者重返历史现场，这
本书注重“以图证史”，挖掘老照片
和老电影，生动立体地解读图中情
境的内涵、创作者的立意、编剧和导
演的旨趣、女性形象的演绎及观众
的情绪。在儿童节日，通过挖掘儿
童拜谒中山陵、代表发言、节目表
演，官员为儿童颁发礼物等图片场
景，透视政府当局对小国民开展训
育的真实用意；在健美运动的历史
图像和影像资料中，柔软操、比赛、
游泳、骑马的流行，使得女性的身体
不再是隐秘的存在，成为一种可公
开的、附带民族振兴内涵的生命符
号，由此展现了身体解放与女性解
放、民族解放相互变奏的鲜活画面。

同时，兼顾妇女儿童群像考察
和个案研究，凸显地域文化，也成为
《摩登与弄潮：近代中国的文化与社
会》的特色，因此，书中既聚焦南京的学龄儿童和上海
的健美女性，也着眼地处东南边陲的广东潮汕姿娘，考
察不同区域对妇女儿童解放的接受和推进情势。而对
于北京，也从民国时期至改革开放这一长时段、大脉络
的动态语境，挖掘女性与时代潜行的暗流和世俗价值
之间存在的若干错位及其带来的成长顿挫。

对于女性儿童主体意识苏醒的观察凸显时代性和
空间感，书中涉猎了跨国度语境下的性别文化差异。
在北京，穿越民国时期的胡同、建国初期的军区大院、
改革开放伊始的公交汽车，捕捉女童、少女、女青年挣
脱传统伦理与世俗眼光的主动姿态；在上海，漫步体育
场、校园、中山陵、庆典会场等，还原地理意义上的空间
与妇女儿童主体身份建构的联动。除此之外，《摩登与
弄潮:近代中国的文化与社会》还释读了妇女儿童从家
庭走向社会这一文化层面的空间触发的位移，包括健
美女性试图跻身资产阶级行列的欲望，固守体制内岗
位的女性投身洋溢着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儿童意识到不再是“家庭私有物”，而是国家民族“未来
的主人翁”，摘除了“缩小的成人”的标签，以独立、个性
的主体昭示着近代中国的星光。

父权制文化的残存、女性认识的有限性、资本市场
的席卷，无形中演变为制约女性发展的新镣铐。民初
上海女教师周静娟在自由结婚和恪守伦理之间的撕
裂，家庭伦理、报刊舆论、司法争执、艺术戏谑的夹杂，
模糊了“他杀”与“自杀”的界限。商家对健美产品的引
导宣传、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凝视、电影对健美运动的畸
形演绎、南京国民政府在新生活运动中倡导“妇女回
家”、女性对健美标准的追逐，致使她们在获得身体解
放的同时，又主动或被动地钻进新的牢笼，背离了女性
解放的原初目标。而《摩登与弄潮:近代中国的文化与
社会》把握摩登都市资本的霸权逻辑，剖析健美女性迫
切实现阶层上迁的文化心理，解读她们接受国民教育、
掌握经济自主权、参与革命的有限性，以及同广大劳动
妇女的隔膜程度，进一步审视了健美风潮因何无法真
正实现女性解放的重要维度。

与女性相比，南京国民政府的政党规训凌驾于儿
童身心成长规律，对于儿童福利的推行同知识精英关
于儿童解放与发展的构想相差甚远，导致儿童长期陷
入“被言说”“被安排”的失语状态。书中披露，儿童代
表的发言明显有成人代笔的痕迹，儿童参加各项仪式
演练时兴奋与煎熬交杂于心，三民主义渗入儿童读物，
流浪儿童被排斥在儿童福利的门外，导致儿童节日成
为一场“有产者的狂欢”。

饶有趣味的是，《摩登与弄潮:近代中国的文化与
社会》对潮汕姿娘之“困”的解读，夹杂着作者从潮汕走
出的女性生命体验。作为潮汕三市之一的汕头是近代
中国最早开埠的口岸之一，后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腾飞，但至今潮汕女性为人称颂的依旧是“贤妻良母”
的标签，这是一个常被忽视却又值得深思的话题。这
本书追溯了秦汉以来中原至潮汕、潮汕至南洋的移民
浪潮，如何保留并加固了传统的性别秩序。五四新文
化运动在传播的有限性、出走的新女性鲜少反哺的分
析思路，对于考察其他内陆地区的妇女问题亦有借鉴
意义。当代潮汕地区的祠堂文化、节日规范是否依旧
维护着传统的性别秩序？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普遍
提高，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带动女性经济自主的提升，
省内和省内外通婚的推进，或能为理解新潮汕新女性
的发展提供一个开拓性的维度。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
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国北平儿童福利事业
研究”（20LSC01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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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与弄潮：近
代中国的文化与社
会》，以女性解放和儿
童启蒙为研究切入
点，挖掘女性和儿童
在民族复兴思潮下觉
醒的主体意识，解读
了他们挣脱传统桎梏
和时代约束的“破茧”
尝试以及难以真正
“成蝶”的复杂因素。

■ 邹安音

情动蓉城，川剧《白蛇传》再现烟火
人间

五月的蓉城，被锦江滋养的天府之国花开
遍野。走在成都的街上，似乎连空气中都暗含
着蜀地独有的舒适和安逸。那种活色生香的
城市气质，总想把人引往另一个“百花”盛开的
地方——四川成都城市音乐厅。

2023年四川省首届川剧汇演重点剧目于
此荟萃，19家省内外川剧院团（单位）、共28场
演出精彩呈现，没想到其中唯一一部武戏让锦
江沸腾，它就是由南充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选送，南充市川剧团（川北灯戏剧团）复排的
川剧大幕戏《白蛇传》。

西湖定情、仙山盗草、水漫金山……是谁
在悲情呐喊？一声声高腔，一阵阵鼓鸣……最
后都化作滔天的巨浪，在女主人公执着的情爱
奔赴中，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白蛇传》再
现烟火人间。

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翻跟
头、变脸、高钓鱼、踢慧眼……那一刻，蜀风蜀
韵的川剧，凝聚成中华民族情感认同的向心
力，仿佛隔离了时空和地域……

舞台之上，故事情节起伏跌宕：佛殿挣
锁、收青下凡、船舟借伞、水漫金山等9个场
次，讲述了白蛇仙姑被如来佛祖囚禁于白莲
池中，恨天规无情乃挣断枷锁奔向人间。与
许仙结为夫妻后，法海和尚尾随下凡，欲拆散
他们的姻缘，由此白蛇与青蛇水漫金山，勇斗
各路恶神仙将……

舞台之下，中国“梅花奖”两度获得者、著
名川剧表演艺术家陈巧茹不禁心潮澎湃。她
亲手执导的川剧《白蛇传》，老中青同台献艺，
年龄跨度从16岁至81岁，其中南充川北灯戏
非遗传习班的40名学员成了骨干，81岁的司
鼓郭光玉担任乐队指挥。

蜀山蜀水蜀韵，名家新秀相携共同演绎的
这一段川剧情，何尝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星火
在闪耀。

嘉陵艺苑，搏击中流是她所想要抵
达的诗意远方

位居四川东北的南充，嘉陵江绕城而过，
山是大地的脊骨，水是山川的血脉，蕴藏了一
江的诗意和繁华。这里是国家级非遗川北灯
戏的发源地，国脉盛而文脉兴，南充市川北灯
戏非遗传习班应运而生。

“春节来南充，听说南充川剧团川北灯戏
非遗传习班的孩子们就要毕业了，他们想拍一
部川剧《白蛇传》来献礼青春。这正好契合四
川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振兴川剧四十年主题，
我当时就决定参与执导。”陈巧茹动情地说，就
这样与南充艺苑再次握手交融。

她第一次融入南充，是受邀扮演川剧《红
盐》的女主角，这是当年南充川剧团倾情推出
的一部大戏。还记得那震撼人心灵的主题旋
律吗？在一片被烈士鲜血浸染的红色山河中，
女主人公的一腔赤胆忠诚，抒怀了川陕革命根
据地南充当年的红色故事。

如今，俯瞰脚下，江水奔涌，山河日新。面
对川北灯戏非遗传习班的孩子们，在他们充满
激情的年轻面孔上，陈巧茹似乎看到了自己青
春拼搏的影子。

“在短短的40天之内，能把这个戏排出来是

很不容易的。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剧团老
一辈们倾尽心血，孩子们努力上进，不管是在
功夫方面，还是在表演、唱腔和人物塑造上，
每天都在飞跃发展。”陈巧茹由衷地说。

“这就应验了我们行业的一句老话，
剧团，就是要‘剧’才能‘团’，要用‘剧’来
锻炼队伍，以这个戏来练他们的功，以这
个戏来铸他们的魂，让他们有荣誉感和
尊严感。国家如此重视，老师倾心培养，
娃娃们更要付出努力，我们的非遗传统
文化才能更好地发扬下去。”

在艺苑的风景线上搏击中流，是她
所想要抵达的诗意远方。“孩子们虽然还
显得比较稚嫩，但是只要他们能够爱川
剧，爱中国传统艺术，跟老师不断地
刻苦学习，将来是大有前途的，也能
够走得更远。”

省城川剧汇演结束之后，她
又受邀参加西南石油大学的川北
灯戏校园剧执导，再次把南充的
地域文化融合，为大学生汇演做
准备。

那一个个在舞台展翅飞翔的
青春少年，何尝不是一代一代艺术
名家们的薪火相承。回望人生，陈
巧茹心中仿佛仍然聚着一团希望
之火，助推着她一步一步从四川
泸州的叙永家乡，走到了省城成
都，再从这里走向了世界。

年少追梦，让艺术的
魅力跨越国界

川南泸州叙永县，山山相
连，民风淳朴。1967年2月，
初春的微风吹过山岗，沉寂一

冬的大地开始苏醒，陈巧茹呱呱坠地了。
在身为川剧演员父母的熏陶下，天资聪

颖的陈巧茹，12岁就被选入当地剧团。“那时
候条件艰苦，人们生活简单，没有电视看，川剧
就很兴盛。我每天拖着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
一年四季的衣服，到处去演出。1983年，当我
参演的剧目《打神》在宜宾地区获得青少年比
赛演出一等奖时，艺术之门从此打开。”

“回望过去，在乡下这六年多时间，每天演出
至少一两场，逢年过节还要演三场。早上练功，
自己煮饭，很辛苦。但我的传统戏曲基础，包括
所有的基本功和舞台经验，都是在这个时候锻炼
出来的。以至于养成了现在的个性和习惯，每天
要干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完，不得拖拉。”

1992年，已是四川知名川剧演员的陈巧
茹喜摘梅花大奖。这一年，她才23岁，就像
一只金凤凰，飞到了梦想中的舞台之上。

“当我带着经典川剧传统剧目《白蛇传》
到法国、瑞士、西班牙、意大利等巡演时，没想

到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他们尤其喜欢中
国独有的、原生态的东西，比如不带音响的原
声，服饰上的蜀绣、苏绣……仅在法国就演了
40场（有两场彩排），走了20多个城市。虽然
我们打的是中文字幕，但艺术的魅力已经跨
越了国界。我们与他们交流合作20多年了，
所以中国的传统艺术是永不过时的。”

“我们就是要文化自信，要不断地学习，提
升自己的认知。我演了几百出戏，包括多部世
界名著，比如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尤金·奥尼
尔的《榆树下的欲望》，布莱希特的《四川好
人》。这就是我人生的阅历，舞台之上皆课堂。”

如此热爱自己事业的陈巧茹，会经常受邀
到成都七中等一些大中学讲述川剧和自己的故
事，在学子们的心中，点燃一团艺术的圣火。

川剧之光，传递“真善美”是一种幸
福与快乐

天府之国的四川，江河滋养了生灵，也孕
育了灿烂文明。岷山下，三星堆的烟火从不曾
熄灭，就像川剧高腔的声音一直在回响。

“20世纪90年代，戏曲演艺陷入低谷，那时
正好我到国外演出，看到外国人那么喜欢我们的
川剧，就有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文化自信
首先是要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认识到我们川剧
的艺术价值在哪里，这样才能够有文化自信。”

“南充在四川省振兴川剧40年亮相，他们
虽然也有不足，但是可以显示充足的后备力
量，证明我们年轻演员始终在成长。宜宾、自

贡和内江都开始这种模式，只
有这样，我们活态的非遗艺
术才能传递下去。”

陈巧茹由此给自己定
了一个目标，在未来的十
年，自己更多的工作是进

行艺术传播，去带更多
年轻的演员飞翔，让更
多的年轻人感受到戏
曲的美。

“我们要培养年轻
的川剧演员，更要培养年
轻的观众，让这批年轻的
演员去吸引这批年轻的
观众，这个很重要。舞台
上的传承和舞台下的传
承同样重要，因为中华文
化的传承，不只靠各位表
演艺术家，还要让我们普
通的老百姓都明白中华
文化的珍贵。”

20多年来，陈巧茹
带着她的团队常年进驻
校园，“在小学，我们就
让更多的小朋友们看到
戏曲之美，比如服饰的
美，让他们对传统戏曲

感兴趣；到中学去，就多用文学性强
的历史剧，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
记》等，可以结合他们的历史课和艺术课；
进入大学，就要用思想性和艺术性强的剧
目去征服，比如在《烈火中永生》。”

方寸舞台，品相世间，生旦净末丑，
人间烟火色。陈巧茹说：“在每一个千变
万化的人物角色中去感受他们的心境和
命运，从中传递真善美的人间情爱，这是
川剧演员的幸福和快乐。”

焦点人人物物

■ 钟玲

“做光芒万丈的自己，守护棋逢对手的爱
情”。原本并未想到，一句海报上的文案，亦可定
义一部剧的主题与精髓。

由王子文、金瀚主演的《甜小姐与冷先生》将
于本周收官。但“酷姐”与“霸总”的双强恋爱故
事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却并非男女主角的甜蜜爱
情，而是从不同社会话题中呈现出来的新时代里
新女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积极的生活态
度。没错，从剧名而猜想的姐弟恋兼甜宠爱情套
路，在剧中并没有那么多可以磕的糖分，且人设
也出乎预料：甜小姐不甜、冷先生不冷，而爱情让
位的结果，是反程式化地让女主角与女配角们共
同成就了新女性的“人间清醒”系列图鉴。

且听分解。
不被定义，不被限制，在任何环境都可以凭

借自己的努力奋斗活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这是
新时代女性对女性力量最好的诠释，而剧中的
女主角孟好恬便是这种坚定地追求自我价值实
现的践行者，亦是越来越多元的新时代女性形
象的杰出范本之一——

经济独立、精神独立，对人生拥有清醒的
认知，作为一个潜心搞事业的工作狂人和一个
依靠自我力量勇于追梦的创业者，孟好恬的奋
斗经历，“从头至尾”折射出来的都是正能量的
价值观。她身兼数职、从零开始，对待事业，努
力、进取、不退缩、不放弃，划出了从追求梦想到
实现梦想、从认识自我到超越自我的自立、自强
的人生弧线；对待生活，她不回避痛苦，勇敢面
对种种难题，即使受过爱情的伤，也愿意走进新
的情感世界，在拥有掌控自己人生的底气之余，
绘出了从被动等待到主动出击、从随遇而安到
积极争取的情感成长路径。

自信、坚强，如此甚好！孟好恬，不愧于被

称为女性的励志榜样，她不以外界评价体系作
为衡量自己人生的标准，追求的是自我意志的
表达与自我价值的提升。

未婚的孟好恬，拥有着爱自己再爱他人的
能力，而其已婚的闺蜜姜蕾蕾呢？

人生的磨难有很多很多种，但于婚姻生活，
以男性为主、由男性掌握“经济命脉”的家庭结
构里，妻子们却大多拥有相似的处境——一旦
婚姻触礁，不管你是养尊处优的“全职太太”，还
是日日辛劳的“家庭主妇”，还是需要在事业与
家庭中寻找平衡的职场女性，都会在被抛弃的
状态下，一时之间彷徨失落、不知所措。如何拥
抱新生活？这是离异女性首先要应对的一个难
题。而剧中的姜蕾蕾，在受到丈夫出轨、再欠巨
债的双重打击后，只颓靡了一段时间，很快便从
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寻找到解决困惑的途径，
寻找到从头开始的勇气。

不怨天尤人，不沉溺过往，不惧怕未来。
坦然接受现实、快速走出阴影、乐观重启新生的
姜蕾蕾，对比那些将婚姻视作人生全部、生活在
男性价值半径里，离婚便宛如天塌地陷的女性
勇敢得多，也可爱得多。

在孟好恬与姜蕾蕾的“美好友情”世界，《甜
小姐与冷先生》于孟好恬的事业、职场设置了多
重波折，而在她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中，也出现
了更多在不同境遇里挣扎着的女性形象——方
惠，与姜蕾蕾一样经历了丈夫的出轨；夏央，长
期被丈夫习惯性家暴；唐娜，相亲时被身为有妇
之夫的“渣男”欺骗；玛吉，被渣男抛弃陷入自我
怀疑；沈纯依，因爱得卑微患得患失……

未婚与已婚，相亲骗局、家暴之痛、被出轨
之伤……她们形形色色的遭遇，映射的是都市
女性的生存现状和人生困境，每个人面临的有
关婚恋、家庭等方面的人生难题，每个人的“蜕
变”轨迹，既体现了艺术作品对现实生活的深刻

反思与精准投射，也在女性的自我成长与互助
关系中传递出了“girls help girls”的理念。这些
女性形象没有一味在痛苦中迷失，而是努力于
迷茫中学会了“自救”——曾试图轻生的方惠将
精力投入工作之中；如“惊弓之鸟”的夏央向孟
好恬求助终于摆脱不幸婚姻；唐娜在利益诱惑
面前选择公开婚介公司的骗局；玛吉快刀斩乱
麻决绝地与过去割席；沈纯依执着多年，最终决
定放手与不理想的爱情断舍离……

无论是职场女性的人设和闺蜜联盟的叙
事，还是女性处于单身状态被父母催婚、陷入恋
爱状态被男方 pua，以及婚姻走向终结后的破
与立等困境时的“自救”法则，《甜小姐与冷先
生》都以剧中女性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给予现
实中与之拥有同样困惑的女性更符合当代价值
观的解答：无论逆境与顺境，女性，都要坚持做
自己，人生有无限可能，不将未来依附于任何
人，拥有直面命运之困难的勇气，积极面对人生
之路上的挫折，才是书写人生的最优答卷。

女性价值的实现不需要男性力量的助力，
女性命运的改变不需要男性情感的救赎，《甜小
姐与冷先生》在甜蜜爱情的外壳之下，内核依旧
是女性的觉醒、成长，以及对自我力量的探索与
追寻。剧中涉及女性的事业、婚姻、友谊、生存
困境等多维度女性社会议题，所呈现的众多都
市女性的人生故事与内心世界，诠释的是女性精
神与女性力量的要义，与此同时，《甜小姐与冷先
生》也依赖一个看似恪守常规的都市情感故事，
清晰地表达了自己鲜明的观点——于爱情上，支
持女性打破年龄及身份差距的桎梏；在婚姻上，
鼓励女性不困囿于“曾经”与“过往”。

虽然，在《甜小姐与冷先生》中，男女主角之
间撒的“糖”我并未磕到，但女性在情感、婚姻、生
活中的选择、纠结、成长和蜕变，以及逐梦女性身
上的光芒，无疑，我都接收到了。

川剧名家陈巧茹

陈巧茹执导、南充市川剧团复排
的川剧大幕戏《白蛇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