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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讯《我最爱的家人》：致敬不凡的亲情与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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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屏亮亮点点

既看不到女性成长观念的
突破，也看不到真实可信的
girls help girls 以及能够打动
人心的女性情谊，穿着励志的外
衣走着狗血的套路，徒有奋斗轮
廓的《我们的当打之年》，依旧不
过是“假励志，毒鸡汤”的伪命题
剧罢了，它忽略了：女性的奋斗
精神与自我成长，从来都不该只
是一句看似热血沸腾的“宣言”。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首创“呼啸山庄”译名的
翻译名家、作家杨苡 103 岁
了。今年，她收到一份特殊的
礼物——南京大学教授余斌
历时10年整理撰写的《一百
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
自传》由译林出版社正式出版
面市。

杨苡原名杨静如，1919年
出生于天津，先后就读于天津
中西女校、西南联大外文系、
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曾任职
南京国立编译馆翻译馆、南京
师范学院外语系。她翻译的
《呼啸山庄》是最流行的中译
本之一，她也是此中文书名的
首译者。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
事：杨苡口述自传》是杨苡先
生唯一口述自传，这是一位女
性的成长史、一代知识分子的
心灵史、一部个体见证下的百
年中国史。

书内收录自20世纪初以
来珍贵历史照片150张，辅以
翔实图注作为口述的延伸和
补充。由“中国最美的书”得
主周伟伟担纲设计统筹，苍青
配色寓意生命常青。正文采
用纯木浆纸印刷，藏读两宜；
图片采用古典艺术纸印刷，还
原真挚本色。锁线裸脊，装帧
典雅，尽显岁月沉淀之美。

本书为《一百年，许多人，
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上部，
从 清 末 杨 家 发 迹 写 起 ，到
1946 年，抗战胜利后杨苡从
重庆随中央大学北返南京告
一段落。以 1946 年分界的

“上学记”与“上班记”是杨苡
人生的双重变奏。据悉，下部
文稿已基本整理完成，将于近
年出版。

时代不是她的人生背景，
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杨
苡是五四运动同龄人、西南联
大进步学子、翻译名家。在这
本书中，杨苡讲述了她的亲
情、友情、爱情和世情：祖辈的
煊赫、北洋政商两界的风云变
幻让她难忘。民族危亡之际，
她自天津、上海、香港到昆明，
西迁途中高唱《松花江上》。
在沈从文的建议下，杨苡转入
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朱自
清、闻一多、刘文典、陈梦家、
陈嘉、吴宓……群星闪耀的西
南联大在她的记忆里是一个
个年轻的身影，一串串日常的
弦歌。

杨苡的人生经历了几个
时代，见证了无数的人与事，
家族旧事、豆蔻年华、求学之
路，一个世纪的人与事在口述
中徐徐展开，杨苡把回忆比作电影，“一个
一个的画面，人和背景在一起。想起过去的
人与事，也像过电影似的，只是一会儿是彩
色的，一会儿是黑白片”。她的“场景式记
忆”带来大量细节。

以倾听抵抗遗忘，以细节通向历史的真
实与温度。“不同时代的年轻人，成长的环
境不同，要承担的责任也不同。我出生在五
四，成长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困难
的时期。但就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年青
一代的朝气、热情和责任感一点都没有
丢。”杨苡的赤子情怀，跌宕起落间的从容
优雅，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

百年回眸中，许多人，许多事，杨苡眼神
清澈，依旧信心满怀：“巴金说，长寿就是惩
罚。我说，活着就是胜利！”一如1940年她
留在昆明西南联大莲花池畔的诗句：“我爱
日月，晨之晴朗，夜之朦胧，更爱看一条雨
后出现的彩虹！”

■ 素波

近日，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热播的家庭
情感剧《我最爱的家人》迎来了大结局。这部没有
流量明星参演、没有精心营销“破圈”的年代剧，看
似有些冷门，表现却十分亮眼，收视“破1”。制作
团队以细腻沉静的人物刻画、写实又入心的场景
拍摄，将剧中人物40余年来的人生沉浮、情感转折
一一铺展开来。40余年的沧海浮尘中，时代在变，
个体的人生际遇也都随之发生着重大改变。不变
的是，每个人心头都始终有来自家的温情力量在
牵引、守护。

其中，由傅晶饰演的返城知青林海燕，凭借坚
韧性格，闯过生活中的风浪，用真诚和爱化解家人
心结，将三个家庭凝聚在一起；还敏锐捕捉先机，
早早下海打拼，带领日出服装厂取得不凡业绩。
电视剧借助林海燕一角向观众展现了一个女性平
凡又壮丽的人生史诗，也诉说着爱与坚守之于家
人的重要意义。

“家”是责任与成全

看过此剧的人，很难不被剧中人物浓烈炽热
的爱以及由此而生的责任、坚守吸引。与时下主
张“颜值即正义”、热衷直白感官刺激的“古偶剧”

“玛丽苏剧”相比，《我最爱的家人》虽也是情感剧，
但对爱情的刻画却多了几分百转千回的人生况味
与隐忍沉静的责任担当。剧中人物不仅不惮于为
爱坚持，而且都在为爱牺牲。

林海燕与佟铁军一生相爱，但在佟铁军被陷
害入狱时，林海燕选择向握有权柄的陈要武“妥
协”，以保佟铁军平安；佟铁军在得知林海燕与好
友冯占梁“结婚”后，选择了默默南下深圳，只希望
林海燕可以幸福。肖小娅与冯战梁情定终生，但
当因采石场爆炸事故失去双腿后，她选择了“不拖
累”爱人，以一则去世的消息欺骗了冯战梁，悄然
远走异国；而冯战梁即便以为小娅已经去世，依然
将对小娅的爱深埋心底，至死不渝。同样的故事
在冯战花与马长顺这对烟火气十足的夫妻身上也
表现得淋漓尽致，马长顺为了不让冯战花伤心，默
默替她扛下了“不育”的名头，十几年中只字未提，
甘愿做“铁娘子”冯战花的贤内助……

苦难面前没有推诿逃避，幸福面前总是先人
后己，剧中主要人物的婚姻中都有不少“欺骗”，但

难得的是这一个个“谎言”都是为了“成全”对方的
幸福生活。这种成全与坚守构成了全剧最为深沉
的底色，有力地诠释着“家”的含义。

“家”是等待与坚守

面对挚爱亲人，承担责任、倾情付出之外，剧
中人物还坚守誓言，面对人生的变故，不改初心，
以无悔的坚守和等待守护家的团圆与安宁。

林海燕与冯铁军许下结婚誓言，但未来得及
成婚，便被命运捉弄分开，林海燕大半生都在等待
冯铁军，为给他平反而奔波求助，替其照顾母亲，
倾尽全力抚养两人的孩子长大，用爱构筑了温暖
的后方、不竭的力量之源；冯战梁等待肖小娅，在
误以为小娅去世的岁月里，将相思写满绿皮笔记
本，小娅也怀着同样的相思“等待”冯战梁，十余年
中念念不忘；冯战花自幼与弟弟冯战梁相依为命，
视弟弟为自己的“命根子”，冯战梁去世后，冯战花
也在等待中度日，将战梁的“遗腹子”当作生命的
寄托，一生呵护。

在冯战花、马长顺、林海燕与冯俊杰组成的这
个特殊家庭里，因为有这些扯不断的爱情、亲情与
恩情缠绕在一起，欢声笑语也一直回荡在这个家
中。马长顺烧得一手好菜，给这个家庭增添了烟
火气，萦绕在厨房的缕缕炊烟，为每个奔波在外的
人点燃了一把心火，也让这样的亲情守护分外长
远、动人。

“家”是奉献与大爱

与林海燕、佟铁军、冯战梁等人相比，陈要武
可以说是该剧唯一的反派。他先是抛弃下乡时期
的结发妻子郭水苗和一双儿女，回城做起了“陈世
美”，又设计陷害佟铁军，胁迫林海燕与他结婚。

陈要武本应是林海燕恨的人，林海燕也确实恨
过陈要武。但当陈要武醉酒摔下楼梯去世，身患绝
症的郭水苗将一双儿女委托给林海燕时，林海燕毅
然选择了原谅。她原谅了作恶多端的陈要武，也原
谅了时不时对她恶语相向的婆婆鲁大英，不计前嫌
地帮助郭水苗的一双儿女长大成人。而在佟铁军远
走他乡的近十年岁月中，她也始终将佟铁军的母亲
姚玉玲视为自己的母亲，孝顺赡养至其终老。虽与
冯战梁“假结婚”只有几个月冯战梁便牺牲了，但在
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林海燕始终照顾冯战花，死
心塌地“对冯家好”。

林海燕用无限真情抚慰着家里的每一个人，
用善意的爱温暖着这个大家庭，以超越个人利益
得失的“大爱”凝聚“家人”，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们
也在爱心和理解中变得越来越好，相处得其乐融
融。林海燕的善良勇敢、坚强乐观、敢闯敢拼无不
深深感染着每一位观众，在她的倾心付出与全力
维护下，《我最爱的家人》之“家”也超越了“小家”
而走向了“大家”，而“家人”二字也有了更加深刻
丰富的内涵。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最爱的家人》
着眼“家”字，以家人之间的亲情与守护为切入点，
为40余年社会变迁下个人沉浮漂泊的生活铺就了
温暖底色，引领每一名观众深情回望、品思“家”的
意义与力量。

着眼“家”字，《我最爱的家人》以家人之间的亲情与守护

为切入点，为40余年社会变迁下个人沉浮漂泊的生活铺就

了温暖底色，引领每一名观众深情回望、品思“家”的意义与

力量。

■ 钟玲

剧情离谱+1！职场戏悬浮+1！价值观落
后+1！

由徐璐、陈都灵领衔主演的都市女性情感
励志剧《我们的当打之年》已近尾声，可惜，徒有
励志剧的虚名，恶评汹涌如潮，注定在2022年
女性题材剧的天空，无法添上闪亮的一笔。

剧中的两位女主角，谷峤，大学毕业后就
没工作，回家乡专注做了富二代男友七年未婚
妻的待嫁女；袁歌，毕业后在上海打拼，凭借自
己的努力成为上市公司的准副总裁。只看人
设就能大概了解，一个专攻家庭，一个专攻事
业，然而她们在即将30岁的时候，都遇上了人
生困境。一无所长安心做“待嫁小公主”的，在
婚礼前夕得知丈夫出轨，在婚礼现场怒甩老
公，离了婚却欠下巨债；做事业型“女强人”的，
因为卵巢早衰被医生建议谈谈恋爱，便开始了
相亲之路……

于是，一个在爱情里受了伤，需要职业奋斗
寻找人生意义，而一个因为事业太成功了，需要
恋爱解决健康问题，最后，原本处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两个
女性，在互相友爱的气氛里，一起奋斗，都获得了爱情与
事业的双丰收。

然而，我感动不起来，因为这剧情实在老套且离谱！
因老公出轨导致婚姻失败，人生重头再来，这样的大

女主逆袭剧情，已经在国产剧里存在多年，以30年为界，
远了有1999年的《牵手》、2011年的《回家的诱惑》，近了
有 2017 年的《我的前半生》、2019 年的《第二次也很美》

《我们都要好好的》……都是在家庭中曾经的“傻白甜”，
因为丈夫的外遇或者其他原因而致婚姻终结，重新开启
人生新篇章的故事，都是女主角在经历了初入职场被他
人歧视、被同事打压，而后逆袭成功的过程，可这相似的
剧情，相似的女主角，相似的女性成长之路，太过公式化
的剧情范式早已让人们产生了审美疲劳。

而之所以觉得离谱，是以双女主、girls help girls为卖
点的《我们的当打之年》，像是《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
的结合体，两个女主角的人生互为镜像、相互扶持，但她
们的人设单薄，脱离实际，在行动上并没有get到什么是
真正的奋斗与成长，以及什么是女性经济和精神双重独
立的精髓！

剧中所谓的girls help girls，就是逆袭人生的女主角，
终于不依附男性了，而开始依附女性！女主角之一的谷峤
能顺利逃离婚姻，从最初的职场小白成长为职业女性，靠

的是肯为她赴汤蹈火的闺蜜——因父母重男轻女向夫家
借了巨债，谷峤在离婚时，袁歌代她出头谈判；欠下的200
万巨债，袁歌代她一次性偿还；来到上海居无定所，袁歌给
她地方住；没有了工作，袁歌给她一份工作……

谷峤的“站起来”，全是依赖好闺蜜袁歌的帮助，这
与《我的前半生》里的唐晶和罗子君、《流金岁月》里的朱
锁锁和蒋南孙的神仙闺蜜情，简直是如出一辙！当现实
中，越来越多的亲兄弟姐妹都在因为利益而互相伤害的
时候，这样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姐妹的感情，的确令人艳
羡，可就是缺了那么一点点真实感，肯为好姐妹两肋插
刀的女性，不是没有，但随随便便就拿出 200 万替闺蜜
还债的非富二代女性，而且还是向别人借的钱，这样的

“肝脑涂地”实在过于罕见，与普罗大众的生活圈相距甚
远，很难令人相信以及认同她们的友谊。我以为的
girls help girls是女性之间的联结和情谊，是互帮互助、
互相成就，并不是这样“夸张”的“你的人生，我来买单；
你的一切，我来搞定！”

重启人生、破立而行，从自救到崛起，一个没有工作
的失婚女性的华丽转身，的确很热血、很励志，可是人们
更期待的是这个女性以自己的力量自我进化，而不是摆
脱困境时的奋斗全靠他人随时随地神助攻，不依赖男性
而依赖好闺蜜，不过是换了一个“外挂”！遗憾的是今天
的国产剧里，仍有女性的独立自强之路，所谓的进步，就

是从靠男人的男权主义模式跌入女性依靠女性的
怪圈。

这算什么励志？
而另一女主角袁歌作为“霸道总裁”的能力在

剧中也没有所体现，她的形象不过是人们常见的
那种“概念化”女强人，她的职业特点模糊，精明强
干全靠台词硬凹，再加上这部剧缺乏对她职业深
入的细节和氛围打造，她在职场上的奋斗也就显
得虚无缥缈。

因为职场戏份的悬浮，无论是一直专注职场
的袁歌，还是刚开始进行生命跃升的谷峤，都很
难让人们看到她们在女性自我探索路上的真正
成长。一方面，《我们的当打之年》从女性的事业
方面来肯定女性追求自我价值路径的政治正确，
一方面却又无法展示她们努力拼搏的具体细节，
她们在职场的女性力量与女性魅力，也就无从谈
起了。

还有，谷峤因父母重男轻女被动地成为倒霉
的“扶弟魔”，醉心事业的职业女性袁歌疏于情感
身体出了问题……在《我们的当打之年》中，可以
找到很多社会热点话题，包括重男轻女的原生家

庭之殇，丈夫出轨导致婚姻失败后的自我救赎，女性因病
诱发的情感需要等等，可这些话题均无深度探讨，而是单
纯成了打造女主角们人设的苍白要素，当种种能够戳中
人们痛点的社会议题变成了无效拼贴，这些情节设置也
就变成了粗暴的蹭热度的“无用功”。

双女主、girls help girls，很容易让人想到相似题材的
电视剧《流金岁月》，以及电影《七月与安生》。曾经，以两
个女孩的命运互为镜像的《七月与安生》因为关注女性对
于自身的思考，而让很多人萌生了对人生应该如何选择
的反思，即便是女性情谊美如幻梦的《流金岁月》，也曾因
为两个女性的携手共进、共同克服生活难题的坚持而令
人为之感动。可在《我们的当打之年》，既看不到女性成
长观念的突破，也看不到真实可信的girls help girls以及
能够打动人心的女性情谊！

女性如何走出困境，本应是女性题材剧对现实中女
性境遇的关切，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要作出有力的反思
与温情的关怀，可是若只有虚假的奋斗过程与不切实际
的造梦之旅，又怎能实现对现实社会新女性如何摆脱生
活束缚寻求出路的深刻体察和价值引领？

终究，励志的外衣、狗血的套路，徒有奋斗轮廓的《我
们的当打之年》，依旧不过是“假励志，毒鸡汤”的伪命题
剧罢了，它忽略了：女性的奋斗精神与自我成长，从来都
不该只是一句看似热血沸腾的“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