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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心理师》：带来温暖治愈的力量 资讯讯

一曲勃拉姆斯写给母亲的挽歌
新书架架

《女心理师》首播即获得了灯塔
全网正片播放市占率和Vlinkage网
剧播放指数“双榜第一”的好成绩。
作为小说原作者，毕淑敏对电视剧
《女心理师》寄予的最大期望就是
“超越自己”。而女主角的饰演者杨
紫，则希望“这部戏可以给观众带来

温暖治愈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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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华策克顿传媒、企
鹅影视联合出品，李慧珠
担任总导演,黄斌担任导
演，李沁、秦昊领衔主演的
古装电视剧《锦绣南歌》，
日前在全球众多优质电视
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
2021年第49届国际艾美
奖（2021 International
Emmy Awards）“最佳
电视连续剧”（Telenove-
la）的殊荣。作为首部荣
获国际艾美奖的中国电视
剧（含港澳台地区），《锦绣
南歌》收获了来自全球影
视行业和观众的认可，亦
成为践行“华流出海”过程
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电视剧《锦绣南歌》主
要讲述了侠女骊歌（李沁
饰）和彭城王刘义康（秦
昊 饰）于天下积弊积弱之
际，秉持初心，用智慧谋略
和侠义武功对抗外敌豪
强，护国卫民的传奇故
事。二人将热血浪漫的江
湖侠气和立志行义的成长
志气相结合，谱写出一段
立意深远的美好篇章。

截至目前，《锦绣南歌》在腾讯
视频已累计收获播放量35.9亿次，
曾上榜2020腾讯视频电视剧会员
转化价值TOP10，并获得2020腾
讯视频“观众选择剧”、入围微博电
视剧大赏“人气剧集”。

此次《锦绣南歌》斩获的艾美奖
是美国一项用于表彰其电视工业杰
出人士和节目的奖励，其中的国际艾
美奖则用于表彰非美国首播的优秀
电视节目。据悉，此次11个获奖的
国际艾美奖节目和表演跨越 8 个国
家，参赛作品题材丰富、数量众多，评
审流程严格，更有来自巴西、葡萄牙
和新加坡的三部优秀电视剧与《锦绣
南歌》一同入围角逐“最佳电视连续
剧”奖项。《锦绣南歌》最终斩获该奖，
正是对剧集品质的高度认可。

作为《锦绣南歌》的独播平台及
出品方之一，腾讯视频一向是“华流
出海”的优秀践行者。凭借对优质
内容的精准把控和精细化布局，腾
讯视频已向海外输送大量精品剧
集，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层
次的挖掘，展示属于中国好故事的
东方魅力及精神价值。 (钟玲)

■ 吴玫

在这场音乐会之前，我对圆号的认识就是交
响乐团铜管组的一个分支。听过那么多场音乐
会，我见识过两次圆号的惊艳表现，一次是来自大
洋彼岸的著名交响乐团，他们的圆号组居然是由
8位姑娘组成的；还有一次，出现在上海交响乐团
演出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时。那时，位于复兴
中路的上海交响乐团还没有落成，他们的音乐会
有时会安排在上海音乐厅举行。那一场在上海音
乐厅举行的音乐会，主要曲目是柴可夫斯基的第
六交响乐，又名《悲怆》。何以多了一个别名？因
为该作品的第二乐章真的是悲从中来。如此苍凉
的情绪，谁来代言最合适？圆号！第一乐章和第
二乐章之间短暂的间隙里，我看见乐队的圆号首
席悄悄离开舞台来到了观众席二楼的一间包厢
里，不一会儿我们听到，一把圆号与乐队遥相呼应
起来，那怅惘的叹息声因此不绝如缕。

由圆号、小提琴和钢琴组团完成的一场室内
乐音乐会，效果会如何？何况，我知道小提琴家

王之炅和钢琴家陈默也的演奏水平，但吹奏圆号
的曾韵再晚一年出生就是“00”后了，由他领衔的

“如歌圆号三重奏”组，现场效果会怎样？犹豫了
好一会儿后，好奇心占了上风。

整场音乐会总共演出4首乐曲，其中，罗伯
特·卡恩的《小夜曲》等2首是在中国首演的作
品。节目单上这么一标注，我以为罗伯特·卡恩
是一位当代作曲家，其实不是。

罗伯特·卡恩，1865年出生在德国曼海姆一
个犹太家庭，早年在慕尼黑接受音乐训练。走上
作曲之路后，罗伯特·卡恩曾先后受到过当时名
重一时的小提琴演奏家约阿希姆、柏林爱乐第一
任首席指挥彪罗、钢琴家克拉拉·舒曼以及作曲
家勃拉姆斯的提携，特别是勃拉姆斯，曾经邀请
罗伯特·卡恩到维也纳小住过一段时间，这对年
轻的作曲家帮助很大。

罗伯特·卡恩的《小夜曲》，创作于1922年，
虽为单乐章，仔细听来这首作品可分成三个部
分：优美而节制的第一部分、轻快而充满活力的
第二部分和主题变奏的第三部分。可对不熟悉
这首作品的大多数乐迷而言，这就是一首流畅的
13分钟时长的小作品，圆号、小提琴和钢琴轮番
演奏着罗伯特·卡恩为作品安排的音乐动机，犹
如挂在树梢的秋叶，大风一吹就会纷纷坠落，美
得叫人心悸。果然是言为心声，完成《小夜曲》后
不久，已经在柏林音乐学院教授钢琴和音乐理论
多年的罗伯特·卡恩，为躲避纳粹的迫害在73岁
那年不得不逃往英国。

创作于100年前的作品，何以直到今天才
在中国首演？听过下半场的曲目勃拉姆斯的
《小提琴、圆号与钢琴三重奏》后，我们自然就
找到了答案。

1864年，勃拉姆斯31岁。三十而立，大概是
针对男人的世界标准，就其已经发表的作品而
言，31岁的勃拉姆斯完全具备了跻身作曲家行列

的资本，但由于他的艺术追求与彼时的潮流格格
不入，始终被当时的同行和艺术评论家诟病。想
想也是，当由艺术家结集起来的队伍高喊着“向
前看，忘掉过去”的口号前行时，队伍中的勃拉姆
斯却想回转身去成为歌唱过去、向古典时期音乐
家靠拢的作曲家，他怎能不与时代潮流相颉颃？
孤独至极的时候，勃拉姆斯想要对逝去的母亲说
些什么。

在古典音乐所有的音乐形式中，室内乐无疑
是表现内心彷徨的最佳选择。钢琴、小提琴、中提
琴、大提琴、单簧管、双簧管等等，可以互相配合搭
配成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甚至九重奏，但是，一
架钢琴、一把小提琴和一把圆号的三重奏组合，是
古典音乐舞台上少见的表演形式，所以，特意为之
写作的曲目少之又少，像我们在上半场听到的罗
伯特·卡恩的《小夜曲》，作曲家原本是写给双簧
管、圆号和钢琴的，是曾韵、王之炅和陈默也为了
这场音乐会，特意用小提琴替代了双簧管。

31岁仍孑然一身的勃拉姆斯想要向天上的
母亲倾诉情感困顿时，想到的第一件乐器便是圆
号。原来，圆号是勃拉姆斯幼年时的最爱，打从
能用圆号吹成曲调的那一天起，勃拉姆斯就喜欢
吹奏圆号安慰操劳的母亲。确定用圆号来代言
母爱的温暖和庄严后，这首《F大调小提琴、圆号
与钢琴三重奏》的基调也就确定了下来：一首哀
悼亡母的悲歌。

整首作品共由四个乐章组成。一般而言，作
曲家会以“快板”开启一首室内乐，但这首作品的
第一乐章却是以“行板”速度开始的。在“行板”
中，钢琴伴奏小提琴先奏响了这一乐章委婉动听
的主题旋律，再由圆号悠然吹响——哪怕在灯光
幽暗的音乐厅里，我们都感受到了勃拉姆斯赋予
这一旋律的温度，真是甜蜜又温暖。带着这样的
感情底色进入到作品的第二乐章，勃拉姆斯给

“谐谑曲”标注的演奏提示是“欢快而有力的”，三

位训练有素的演奏家们通过天衣无缝的配合，给
了我们跳跃的听感。虽然乐章进行到中段是出
现了有些低回的歌唱性抒情段落，但很快又回到
了“欢快有力的”节奏中，那一瞬间，我不由自主
地拿出节目单又读了一遍作品简介，《F大调小提
琴、圆号与钢琴三重奏》的确是献给母亲的一曲
挽歌，那么，哀伤呢？最动听的第三乐章“哀伤的
柔板”来了。这是一曲圆号、小提琴和钢琴的三
重唱，三位演奏家或“联手”或“对抗”地推进着第
三乐章安谧、黯然的旋律主题的过程中，我们能
听到激动的片刻，那是勃拉姆斯在创作时回忆起
了母亲生前的美好时光。昨日再现以后作曲家
的情绪更加低回，紧接而来的乐句，于是更加沉
郁，那失去以后无可挽回的忧伤，奔涌而来。

以为勃拉姆斯痛悼母亲的作品会在第三乐
章营造出来的氛围里归于沉寂，不想，作曲家为
末乐章确定的感情基调是“充满活力的快板”，忠
于作曲家创作意图的三位演奏家，就分别用圆
号、小提琴和钢琴呈献给我们奔跑着的跳动着的
音乐，那旋律，让我们在初冬就嗅到了万物复苏
的春天的气息——亲炙过勃拉姆斯的罗伯特·卡
恩为什么没能成为一流作曲家？听他的《小夜
曲》时，我想到了不久前刚刚读完的塔米姆·安萨
利的著作《人类文明史》，在阐述印度文明时作者
写道：“印度河本来由六条支流汇成，但最大的一
条支流后来消失了，只剩下五条。所以，虽然河
流谷底土地肥沃、生活富足，但这里的人们恐怕
也会有盛极必衰的忧患意识吧。”罗伯特·卡恩的
《小夜曲》就是在优美的旋律里灌注了强烈的盛
极必衰的哀鸣。后来，作曲家也的确在73岁高
龄时不得不离开祖国。但是，艺术家更应该给芸
芸众生以生活的信念和勇气，就好比勃拉姆斯，
漫长的生命旅程中他虽总是形只影单地与不完
美的世界拉锯着，但他从不会忘记为忧郁的情感
记录添加上甜美的光泽。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网剧《女心理师》已于11月23日在优酷独
播。这是一部以多元个案触摸当代人心理围城，
溯其本源、给予出口的都市暖心疗愈剧。剧集通
过广泛的心理咨询案例，回溯各个心理问题形成
的社会外因与成长内因，探寻相应的疏导路径与
解惑出口，展现出最现实的情感。与此同时，剧
集从案例本体也延伸出对当下社会心理相关热
点话题的探讨，以此提高心理问题的能见度，敲
响全民关注心理健康的警钟。

这部剧的创作拥有怎样的前世今生？近
日，同名小说《女心理师》的作者毕淑敏、剧中
女主角贺顿的饰演者杨紫接受了中国妇女报
全媒体记者的专访，真诚讲述了剧集幕后的精
彩故事。

毕淑敏：对电视剧的期望是“超越
自己”

网剧《女心理师》改编自国内最大的心理励
志题材IP、作家毕淑敏的同名小说《女心理师》，
此剧的播出距离小说出版已过去14年。从1998
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开始攻读心理学专业硕博
学位，到漫长的写作过程，再到小说出版后的14
年间，毕淑敏一直密切关注着社会大众的心理健
康问题。

毕淑敏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
时表示：“现在中国人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现实
生活中发现的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也越来越受
到人们重视，我觉得从这个发展阶段来说，这是
一件好事，如果不重视，就无法引起讨论、引起关
注、引出去寻找解决它的方法。”

攻读完心理学博士学位后，毕淑敏开过一个
心理诊所，诊所开张的三年时间里，“那么多的人
来呀”，毕淑敏才知道，“对普通民众来说，关注自
身心理健康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阶段。”

当时的她也意识到，以前的人们一门心思谋
温饱，但是温饱问题解决后，并不一定会让人们
感到幸福，人们需要更好的心理建设。她滋生出
这样一个想法：当心理医生再怎么努力，能看的
病人也有限，如果把这些案例写进书里，会让更
多读者看到，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基于此，小说
《女心理师》应运诞生。

因题材的新颖和内容对社会的观照，《女心
理师》荣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专项资金剧本扶持

项目，并被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列为
2020年重点影视项目电视剧。

“我觉得作为心理咨询师，自己的哲学观、价
值观、世界观、方法论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和
咨询者所建立的关系里，心理咨询师就是助人自
助，其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在书中，
毕淑敏创作出了女心理咨询师贺顿这一主角人
物，在她的设定中，“贺顿就是一位非常有职业理
想的心理咨询师，并且处于不断地学习和成长过
程中”。

一项《2018年中国心理咨询行业市场规模、
消费者分布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统计数据结果
显示，来访者与心理咨询师中女性比例均远高于
男性，稳居主导地位。毕淑敏认为，女性由于天

生的性别差异，可能会更为敏感，在有些时候也
会更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同时，女性不管是面
对生老病死，还是在与伴侣的相处过程中，都会
激起更多的内心波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女性也是非常需要加强自己的心理健康的一部
分人。”她说。

女性心理咨询师占比远超男性，可能“正是因
为女性在富有同情心、能够更多体察到他人的痛
苦和内心的情绪起伏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但毕淑
敏也指出，这种天然优势并不一定能保证女性成
为好的心理咨询师。“我觉得无论男女，要想成为
一个好的心理咨询师，都要去努力学习，不断去强
健自己的内心，才有更多力量去帮助别人。”

深刻主题吸引观众们开启沉浸式观剧。有
观众在看到婚前焦虑事件时通过弹幕一吐为快：

“讨厌妈宝男，最讨厌他说‘我妈说、我妈说’”；也
有不少观众看到尤娜事件时泪流满面：“火光亮
起的那一刻，有被震撼到，那是光啊!”；“我感觉这
个题材真的很好，之前只知道很多人受产后抑郁
症所困扰，现在终于知道产后抑郁症的严重性。”
一位观众在弹幕发出这样的感慨。

毕淑敏认为，观众们能够沉浸在里面，想必
是观剧引发很多联想，不由自主观及自身，“我想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希望大家如果在看
剧过程中，某些情节、某一个故事引起自己格外
大的震荡，那就要去思考一下这背后也许有一个
心结所在。”

《女心理师》首播即获得了灯塔全网正片播
放市占率和Vlinkage网剧播放指数“双榜第一”
的好成绩。作为小说原作者，毕淑敏对电视剧
《女心理师》寄予的最大期望就是“超越自己”。

杨紫：与贺顿一起体验成长的乐与痛

《女心理师》第一集中，接到女高中生尤娜的
求助电话，杨紫饰演的贺顿和井柏然饰演的尤娜
的代课老师钱开逸，就如何打消尤娜的自杀想法
展开紧急行动。拯救的过程中，贺顿极强的洞察

力和观察力，以及在短时间内做出准确判断的决
断力所呈现出的专业范儿，令许多观众赞叹：杨
紫这次选对角色了。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中国心理卫生
协会心理咨询师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祝卓宏也送
上了这样的专业点评：“自杀危机干预体现了一
定的专业性，贺顿在对自杀者尤娜的情绪问题处
理上，有尽量复原热线危机干预话术中的重要部
分。在尤娜个案咨询部分，展示了女心理师专业
分析的视角……”

出演这样一部剧、这样一个角色，杨紫直
言，“塑造一个让大家能够信服的心理咨询师”，
是自己最大的挑战。也正是通过饰演这样一个
专业、温暖的女性形象，杨紫感受到，“女性的内
在能量很强大”。她说，“女性可能较难像男性
那样在纯粹的力量方面给予别人很多帮助，但
是女性散发的力量感，就像妈妈给予我们的感
受，妈妈永远是我们最大的港湾，所以我觉得女
性的潜在力量是相当强大的。”

在娱乐圈中，杨紫被不少媒体和同行称为
“快乐代表”“开心果”，很有治愈感。谈及自己与
贺顿这一角色的相似之处，她说，“我们都很热爱
自己的职业并且为之努力奋斗，并尽力在自己的
能力范围内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为了饰演好这一角色，杨紫在开机前曾专
门进入心理机构体验生活。“贺顿刚开始还是
有一些棱角的，比如在第一集中，她会为了自
己的正义感而选择辞职，在辞职后又开办了自
己的心理咨询室，又以此为新起点，经历了不
同的人和事，慢慢地治愈了他人，也收获了成
长，最后治愈了自己。”杨紫说，自己在拍摄过
程中能深刻感受到这些，并与贺顿一起体验成
长的乐与痛。

在剧中，每个角色都能令杨紫共情。“除了自
己所饰演的角色，还有每一位来访者，以及钱开
逸、叶家辉、汤莉莉这些角色，他们每个人的性格
都很鲜活，让人觉得是生活中会真实存在的人。”
杨紫又特别提到，小莫的案例让她体会最深刻，

“他无法拒绝别人，这是很多人都曾遭遇过的烦
恼。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发现人性可以有多
样解读，而最重要的是大家需要互相理解、互相
帮助、互相关爱，一起塑造一个良好健康的社会
环境。”

之所以接拍这部剧，也正是因为杨紫注意
到，“当代社会中很多人的心理健康出现了问
题，但是很难引起重视，甚至有的时候当朋友
们想自救或者向他人求救时，比如告知他人

‘我不太开心，我最近状态不好……’，得到的
反馈往往会是‘你太矫情了’，其实这一点很不
好。”她说，希望通过这部戏能让大家意识到，
当你发现身边的朋友情绪不对时，不要开玩
笑，更不要去打压他，应该给予对方帮助和温
暖，或者建议他去就医。”

“我希望这部戏，可以给观众带来温暖治愈
的力量。”暖心的杨紫还告诉记者，如果有朋友
与她分享烦恼，自己会很开心，“我会很认真聆
听，并且给予他一些建议。人生是非常美好的，
我们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幕后后

艺术家更应该给芸芸众生以生活的信念和勇气，就好比勃拉姆斯，漫长的生命旅程中他虽总是形只影单地

与不完美的世界拉锯着，但他从不会忘记为忧郁的情感记录添加上甜美的光泽。

杨克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本书是当代著名诗人杨克最新
的一部诗集，分为“吾文吾土”“云端
交响”“草木本心”三辑，收录的诗作
以近四年创作的成果为主。作品体
现了当代中国昂扬向上的发展步
履，精准表达了普通人的生活、情感
与精神面貌：《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
了我的祖国》，以小喻大，表现中华
民族像石榴籽紧紧相拥的凝聚力和
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是一首献
给时代和民族的深情之歌；《听见花
开》《大湾区的天空》则是诗人于建
党百年，为“风华百年路，歌咏新征
程”诗歌创作工程创作的动人心魄
的力作。 （端木紫）

《我在一颗石榴里看
见了我的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