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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生，请多指教》：以爱之名治愈人心

荧屏亮亮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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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自己，绝地反

击，坚韧、刚毅、

善良、勇敢，也是

真的。这正是

《江照黎明》的珍

贵之处——不卖

惨，不蹭女性题

材的红利，认真

关注女性生存困

境，“它表达的东

西，有沉甸甸的

分量；它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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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来讨论。”

有颜值、有反思，亲情写实但不失

温馨，爱情浪漫而不失励志，或许，轻

松、解压的《余生，请多指教》并不完美，

但甜蜜的氛围、温暖的底色，总会在某

一时刻，让荧幕外的你破防，或是因为

爱情，或是因为亲情，抑或是其他。

■ 钟玲

“当梦的声音渐弱，未来阴影斑驳。同
你并肩，追光的我就能熠熠生辉……”

没有想到，原以为只是专攻谈情说爱
题材的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竟然拥有
远超爱情之外的多元表达。在剧中，观众
能够看见的不只有甜蜜的爱恋，还有无惧
风雨的追梦赤子心，以及中国式家庭的亲
情羁绊。

3月15日开播的《余生，请多指教》，由
杨紫、肖战领衔主演，改编自柏林石匠创作
的同名小说，讲述的是一对性格迥异的男
女，从相见、相识、相知到相爱，从互不理解
到互相治愈，在各自获得成长的同时，也收
获美好爱情的故事。从外表看，剧版的《余
生，请多指教》妥妥是都市爱情剧的标配：
养眼的男女主角、浪漫的台词对白，以及男
有两女相争、女有青梅竹马相伴，自由恋爱
却必有一方父母不予认同的戏码。但，在
华丽的镜头之下，时而浪漫、时而写实，有
点简单，也有点甜的《余生，请多指教》亦有
更深刻的内涵——

暖心的是爱情。
阳光活泼的大三女生林之校，乐观、执

着，行事率性洒脱；高冷温和的医学博士顾
魏，敬业、严谨，做事不苟言笑。原本生活
在平行线上的两个人，因一次偶遇产生交
集，又因林之校父亲患癌的厄运，而将交集
无止境地延续。狭路相逢、相互厌弃、握手
言和、两情相悦……爱情的萌芽、成长、升
温，一如芸芸众生中平凡人的爱情，有甜蜜
的瞬间，有浪漫的时刻，亦有一时的不知所
措、一时的敏感多疑。像是忽生爱意时的
小鹿乱撞，爱未说出口前的猜度揣测，关系
渐渐明朗化后的心花怒放，一日不见如隔
三秋时的难舍难分……

和那些霸道总裁小娇妻模式、虐到深
处无怨尤模式的都市情感剧相比，《余生，
请多指教》的故事情节的确平淡了些，没有
那么多狗血的戏剧冲突，没有巨大的波澜
起伏让人在肝肠寸断与欣喜若狂间反复横
跳，但平淡之中，林之校与顾魏两人的情感
变化过程却刻画得细腻、真实。幽微之处，
少女的情绪多变，年上男的心细如发，都充
满了魅惑。从情愫的滋生到双双坠入情
网，种种爱情细节的呈现，皆是自然而然，

皆是婉而成章。
一段感情，始于不经意的误会，相互吸

引却源于灵魂的契合。她敬佩他对待工作
的认真与对待病患的善良，他欣赏她对梦
想的执着与面对挫折的不气馁，如此，才让
这相互理解、彼此包容的爱情，像三月的桃
花般明媚。

温馨的是亲情。
有多少人在林之校与父亲的身上，看

到了自己与父辈的影子？
看起来，林之校与父亲的关系再平常

不过，诚如现实社会里无数个父亲与女儿
之间的生活状态：“为你好”“九点前回
家”……父亲对林之校的种种规训，对她未

来的无限担忧，以“过来人”的姿态试图掌
控女儿的人生，而女儿则违背他意，有自
己的人生追求与规划，不屑父亲对自己的
管束。两代人之间的隔阂，紧张的父女关
系竟因为林父的一场重病而发生转变。

剧中的这一幕一幕，大概没有人会感
到陌生吧：总是当面贬低女儿的林父，在
与陌生人谈起林之校的时候，却是一脸傲
娇与自豪，一颗爱女之心溢于言表；自己
可以训斥林之校，但当外人指责女儿时，
林父立刻枪口对外；因为不知手术之后的
未来还有多少时光，林父出走竟是想要完
成女儿小学时想与爸爸做的100 件事……
那个固执、倔强的父亲，更是一个疼爱子

女的父亲。
而林之校，即便是大学生了，也会在意

演出的观众席里没有父亲的身影，期许父
亲的肯定；与父亲吵架反抗他的“独裁”，可
在得知父亲生病后，立刻“贴心小棉袄”上
身，为父亲而奔走忙碌。

原本像是两个刺猬，互相保持着距离，
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们迅速摘掉尖
锐的刺，父女之情，一方是爱的深沉，一方是
爱的纯粹。亲情的柔软与细腻，在那些微小
的生活细节里，在无言的情感流动中。

现实的是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
在林之校的家庭，父亲干涉女儿对未

来职业的规划，以自己的经验之谈对她的
人生指手画脚；在顾魏的家庭，父母插手
他对爱情、婚姻的自由选择。保守的父
辈，勇敢的年轻人，因为不同的价值观、不
同的世界观，矛盾丛生。《余生，请多指教》
在坚持爱情叙事与展现温暖生活细节的同
时，没有刻意回避家庭矛盾，而是既探索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带来现实性疑问。

即使再亲密的关系也应有边界，在平
等的基础上互相尊重、互相爱护才是正确
的相处之道。但现实中，子女大多不是独
立的个体，而缺乏有效的沟通与交流，不能
站在对方的立场看待问题，无法真正尊重
对方的意愿，本该亲密的关系因为理念不
同而剑拔弩张……这才是中国家长与子女
更为常见的相处方式。

剧中的父子关系、父女关系，就是生活
中我们的镜像，我们在剧中见到众生，也见
到自己，他们的所作所为，即我们反省自身
与荧屏距离的丈量尺。

《余生，请多指教》中欢喜冤家的初遇、
再见等桥段，还是沿袭了传统都市情感剧
的陈旧套路，且有一点浮夸。而女主角的
行为举止也在制造与男主角性格更为明显
的对比产生反差萌，好在这样的林之校，没
有从头到尾一以贯之。些许瑕疵，也未改
变《余生，请多指教》的整体观感——爱情
线与亲情线并行的故事里，你还能看到年
轻一代对梦想的坚持，和对待人生低谷时
积极的态度。成长的阵痛、自我的救赎，不
仅是他们感情的催化剂，或许也可以成为
我们感悟生活真谛的密钥。

一切，以爱之名。爱情也好，亲情也罢。
《余生，请多指教》很好地平衡了两者

之间的比例，在兼顾美感和甜度的同时，
也从亲情羁绊、父女关系等方面成功寻找
到了观众的共情点，让人们代入自己、与
其共情，包括原生家庭对一个人成长的影
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沟与和解。

有颜值、有反思，亲情写实但不失温
馨，爱情浪漫而不失励志，或许，轻松、解压
的《余生，请多指教》并不完美，但甜蜜的氛
围、温暖的底色，总会在某一时刻，让荧幕
外的你破防，或是因为爱情，或是因为亲
情，抑或是其他。

■ 兰馨

真实与虚伪，往往源自同一镜像。不扎
进人心的江底，你永远不会知道，幽深不惊
的波光下，蛰伏着多少谎言与凶险——网剧

《江照黎明》的悬疑大幕，由一桩离奇的“溺
亡案”开启。暴雨夜，“完美丈夫”苏睿遇害，
横尸江滩。

时钟回拨，重放他最后 4 天的行动轨
迹，条条蛛丝牵扯出妻子李晓楠、情人于红，
以及岳母、虎哥、姐夫等一干角色，皆有杀
机，似乎都不无辜，全员恶人。

一番条分缕析，抽丝剥茧之后，看似凌

乱的碎片逐渐拼凑出谜底，一场可怖的杀妻
阴谋浮出水面。而所谓的“被害者”，原来竟
是执刀人！

够敢，够真！“现实主义”的前缀，表明它
并非来自虚构，而意在“写实”。所以，大到
故事脉络、桥段编排、人物命运，小到幽微细
节、内心波澜，都可能叠合着人间真实的影
子，而且不止一处。

比如，“人前人后两张脸”的好男人苏
睿。

人前，苏睿俨然谦谦君子，专情男人。
在外，头衔光鲜，收入不菲。在家，温柔体
贴，知冷知热，心心念念都围着妻子转，白天

开车接送上下班，晚上陪着出摊卖炒面。
亲戚同事、街坊四邻，但凡跟这对夫妻

有交集的，谁不啧啧羡慕，夸李晓楠命好福
深，人漂亮，业务拔尖，丈夫赚得多，又懂得
疼人，要多完美有多完美。

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西装笔挺、斯斯文文的苏睿，往油腻腻、

烟熏火燎的大排档一站，格格不入，特别扎
眼。但他毫不在意。外套一脱，领带掖进衬
衫里，卷起袖子，埋头刷碗、抓料、上菜，啥活
儿都干。

一直忙活到夜深人散，收了摊，李晓楠
弯腰拉着一车家伙什儿，苏睿尾随后边押
车，一起回家。两个人的影子，被路灯拉得
老长老长。

看似温情动人，细细品来，处处都透露
着诡异、不安：苏睿到档口帮忙，李晓楠没半
点笑模样；虎哥带着古惑仔现身，苏睿脸上
变颜变色；李晓楠拉车，苏睿没出半点力气，
一路都在发微信……

这种不和谐的感觉，就好像棉花糖里的
碎玻璃、饭里的沙砾、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
嚼着嚼着，猛然有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谁都不知道，李晓楠守着一个可怕的秘
密，不敢对外人说：私底下的苏睿，冷血、残
暴、贪婪，是个小人、暴君、恶魔！

苏睿出身低微，靠着勤奋走出家乡，对
于财富、权势，他有着近乎变态的渴望，可才
华撑不起野心，只想走捷径、捞偏门。因为
好赌成性，欠了高利贷。

命运被逼入穷巷，苏睿动了恶念，决定
杀妻骗保。反正在他眼中，李晓楠只是个会
挣钱的“人形沙袋”，她的死活全由他主宰。

苏睿偷偷解锁妻子的手机，把她寿险保
单的赔付额度增加到100万。而后，他倾尽
心机和智慧，炮制一个又一个杀人计划，要
亲手把枕边人送上绝路。

半夜，李晓楠哮喘发作，几近窒息。苏
睿慢吞吞地起床找药，嘴里念叨“怎么找不
到”，却站在鱼缸前，逗弄自己养的冷血宠物
蜥蜴。那穷凶极恶的眼神，阴森的笑意，让

人不寒而栗。
万幸，李晓楠偷偷藏了一瓶喷剂，塞在

柜底，才捡回一命。
罪恶的色子一旦扔出去，就停不下来

了。苏睿怎么可能甘心！破坏刹车、牛奶下
毒，一劫又一劫，李晓楠每次都侥幸死里逃
生。

李晓楠亡姐忌日当晚，苏睿决定放手一
搏，务必置妻子于死地。他从身后猛地一
推，妻子跌落湍急的江流中，终于奸计得
逞。可惜他机关算尽，可怎么也算不到，妻
子没死，自己却被姐夫灭口，一命呜呼。

最后，真相大白！原来，李晓楠并非懦
弱的受害者。丈夫的杀心，她早有觉察，时
刻提防。为摆脱恶魔，她不惜以自己作饵，
推他一把，冒死录下证据。凭着火中取栗的
胆魄、临危不乱的定力、机敏过人的智慧，这
位不幸的女人亲手拆掉牢笼，闯过黑暗，冲
出了一个黎明。

这是女性自己的视角，自己的体验，自
己的抗争。24集，总有那么一个瞬间，让你
泪流满面。

拍摄全剧最惨烈的那场家暴戏时，李晓
楠的饰演者马思纯身子被重重推到墙上，一
下下撞击；脖子被铁钳般的双手死死掐住，
力度一点点加重；肚子上记不清被大脚狠踹
了多少下……她坚持无保护措施上阵，想给
观众足够真实的感受。

或许，地名、人名、关系、故事是假的。
但，日复一日，不得不忍受丈夫的算计、暴力、
摧残、侮辱，是真的。取证艰难，孤立无援，惊
恐、绝望、无助、伤痛，是真的。保护自己，绝
地反击，坚韧、刚毅、善良、勇敢，也是真的。

这正是《江照黎明》的珍贵之处——不
卖惨，不蹭女性题材的红利，认真关注女性
生存困境。它聚焦女性的成长、女性的自
救，聚焦家庭暴力、杀妻骗保等问题，也用一
个悬疑故事来隐喻社会现实的痛点，诸如原
生家庭对女性成长的影响、无处不在的性别
歧视……“它表达的东西，有沉甸甸的分量；
它提出的议题，需要板起脸来讨论。”

■ 司若 张维肖

近年来，以《山海情》《正青春》《星
辰大海》《女心理师》等为代表的影视
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正向引领作
用的典型女性形象，题材多元、形象真
实的“她故事”正崛起成势。在肯定

“她榜样”、呼唤“她觉醒”的时代，一些
女性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路径上，结
合青年观众的期待视野作出了导向性
转变——

一是荧屏女性形象向“重事业、重
成长、反标签化”的大方向演变。像
《小敏家》《正青春》《星辰大海》等现实
题材剧中越来越呈现出真实、多样的
女性形象，角色性格也更为立体。近
几年的剧集中，女主人公从业涉及律
师、销售、助产士、杂志主编、心理咨询
师等多种职业类型。《山海情》中就塑
造有大批扶贫攻坚的乡村女性楷模，
其形象质朴又不失现代女性的主动大
胆、热情自信，如“贷款种植蘑菇”的李
水花，如“带领全村女工苦练技术通过
电子厂考核”的麦苗，令人耳目一新。

二是围绕单一女性展开叙事的作
品已难满足观众胃口，“双女主剧”“女
子群像戏”明显走俏。各大平台在布
局其自制剧集内容时，越发侧重于多
样化女性形象及人物关系塑造的有益
探索。例如《盛装》，描写女性之间惺
惺相惜、相依成长，而非寄希望于男性
的拯救。相比之下，曾经充斥于国产
影视作品之中女性角色“钩心斗角、争
风吃醋”的老套桥段，实则流于“雌竞
心理、厌女倾向”等消极表达，如今影
视作品中对女性之间友谊的塑造则焕
然一新，或可烛照现实，鼓励观众尤其
是女性受众在面临共有的性别困局时
互相帮助。

三是故事反映女性现实处境的内容增多、背
景设置也更为宏大。在近年出圈的荧幕女性“名
场景”中，《女心理师》里的贺顿帮产后抑郁症妈妈
找回自己，《星辰大海》里的简爱吃苦耐劳重新开
始奋斗，《正青春》里的林睿打破外企惯例晋升中
国区总裁……诸如此类的情节紧密贴合社会热点
话题，正面聚焦女性常见的职场焦虑、生育焦虑、
年龄焦虑、容貌焦虑等，并给出了理想化、诗意化、
建设性的答案。

四是在叙事落点寻求女性个体的自洽和解，寻
求人生体验的平衡。在过往的荧屏上，塑造事业女
强人形象总难免俗套地描写其“不幸的原生家庭”或

“失衡的家庭天平”来凸显女性一心扑在事业或性格
刚强的合理性。但无论是《小敏家》中的刘小敏还是
《女心理师》中的贺顿，她们都不避讳温情，在职场体
现了各自专业性之余，其感情观和家庭观也与当下
的女性共情，提倡“先学会爱自己、治愈自己，才能爱
别人”。她们面对家庭的时候智慧包容，面对工作职
业的时候是认真勤奋，面对自己的人生当中的任何
的困境始终保持坚韧和乐观，不以牺牲家庭、爱情和
个性为代价获得成功，这样塑造的女性角色就不是
标签化的。随着时代审美变迁，女性本身社会分工
也在演进，观众或可从角色人生历程的缩影中窥得
自身的影子，并获得心灵的慰藉。

从种种转变中，也可以发现，角色背景架空、为
造梦而生的“玛丽苏”大女主剧已经不再是市场重
心，观众越来越钟爱真实、奋进、独立的荧屏角色，如
水花、刘小敏、贺顿等现实题材剧中的女性形象。或
是因为，优秀的女性题材影视作品，一方面像是社会
的镜子，折射出因性别观念问题而产生的婚姻权益、
生育权益、受教育权、职场歧视、被害者有罪论等现
实问题，并引领观众展开广泛深刻的讨论。另一方
面，积极、向上的内容也对观众有正向引领的作用。
优酷用户研究中心调查问卷显示，超半数的年轻人
通过荧幕职业女性角色，了解职场生存技巧，学习为
人处世的方法。对于面临职业选择的“95后”观众，
职场女性形象为他们提供了职场榜样，影响了他们
的职业选择……

随着女性意识的深度觉醒，“她经济”成为新
的市场增长点，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品质优良的

“她内容”问世，当然，女性题材影视作品唯有回归
真实，回归共识，才能真正绽放“她力量”，讲好“她
故事”。

文化观观澜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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