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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紫》：仙侠剧对女性力量的又一次诠释

玫瑰书书评评

女性题材剧应注重伦理价值表达

荧屏亮亮点点

未来的女性题材剧在表现女性意识的崛起与发展时，应注重以伦理价值为起点、以理性精神为指引建
构人物形象，塑造具有鲜明中国文艺特色和审美品格的女性题材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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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静

由杨超越、徐正溪主演，刘国辉、刘镇
明执导的古装仙侠剧《重紫》正在腾讯视频
热播。自开播以来，收获全网热搜总数
1088+，先后登上包括猫眼剧集热度总榜、
灯塔全网正片播放市占率等榜单的榜首。

《重紫》讲述的是从小身为乞丐的女孩
重紫，被命运几番捉弄，却凭借自己的力量
逆转人生的故事。本是九幽邪灵的她，与
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重华尊者相遇，
从无助相爱到无奈相杀，二人本该壁垒分
明，却辗转三世仍旧情丝难断。最终，两人
在自己坚定向善的信念下牺牲了自我，成
全了挚爱和苍生。

作为目前深受年轻群体追捧的题材，扎
堆入局的古装仙侠剧在历经十数年的飞速
发展之后，也不可避免地进入同质化、套路
化、程式化的创作瓶颈。如何在直观承接
东方美学意蕴的基础上，打破过往创作路
径依赖，在主题表达与内容呈现等维度上
有所突破，成为当下古装仙侠剧打破沉疴、
焕发新生机的灵丹妙药。

对于女性力量的构建，以及女性魅力的
重塑，是不少古装仙侠剧的尝试方式。特
别是在“她力量”全面崛起的背景下，将原
本多数处于附属地位、角色形象偏柔弱单
薄的女性塑造得更加丰满立体。这些自我
目标明确同时内驱力强大的女性形象，唤
起了观众内心的情感共鸣。

《重紫》塑造了一个不屈服于命运，在
逆境中成长的女性角色重紫。这个“天生
煞气、注定入魔”的少女不向厄难与苦痛低
头，即便身负误解与非议也坚持与命运抗
争到底，这种在成长中蕴含的深邃、迸发出
的生命力，也是对时代发展浪潮中崛起的
女性力量最直白的呼应。

注重完整人格的塑造与内心动力的激
发，是重紫这个角色真实自然打动人心的
内核所在。刚出场时就被当作小偷示众的
重紫，属于典型“生于微末、起于草莽”的人
设。但她最终扶摇而上凭借的却不是腹黑
与狠辣，而是她原本纯良的内心，以及仙人
楚不复修身养性、不动邪念，行好事修善果
的教诲；在被重华尊者洛音凡收为弟子无
限宠溺后，重紫也并未肆意滥用这让人生
妒的溺爱，而是一心想要修习法术，让自己
变得强大不被欺负——这恰是重紫在小乞
丐时期被欺负的悲惨经历中所学会的现
实，只有选择努力修炼抓住机会自救，而不

是依赖师父洛音凡、好友秦珂等人的援手，
才算是真正意义的自我成长。

因为她天生煞气，被认定无法摆脱注定

入魔的宿命。为了保证她日后不至于闯
祸，师父洛音凡选择不教授她任何法术武
功，只留在自己身边端茶递水解闷。平静

的生活固然安逸，但最终一事无成的结局
似乎也完全可以预见。当自身通过修炼变
得强大的愿望，与可敬可亲的师父并不准
备教授法术的现实发生冲突时，重紫的抉
择才更能体现出女主角之所以能够成为

“女主角”的原因。
重紫人设出彩的重点就是对于宿命拼

尽全力的抗争：初上南华山求道修仙被督
教尊者以“天生煞气”拒绝时，尚是无名小
卒的重紫立刻大声抗议“修仙不能带有偏
见”；在督教闵云中、天机虞度再度以“天生
煞气，必留后患”为由，劝说已经收重紫为
徒的洛音凡将其除之而后快，重紫毫不畏
惧，直言自己无论如何都要留在重华宫；在
师父洛音凡保护自己而不教授法术时，重
紫并不耽于享乐，拒绝被当作宠溺花瓶的
她，更期望自己能够成为通过奋斗来打破
宿命的强者。

她心地善良，愿意帮助他人，说话直率
且富有正义感的性格，在男主角登场之前
就已经形成；渴望自身强大而不受欺负的
内心动力，也在洛音凡和重紫的爱情线展
开之前就已经激发。洛音凡的出现，不过
是推动重紫进一步坚定打破自身宿命的助
推器。

从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到自我人生价
值的实现，重紫在成长这条荆棘道路上付
出的努力与艰辛，正是构建起这个血肉饱
满角色必不可少的元素。

古装仙侠剧是成年人纯粹的童话故事，
但它更是现实世界里诸多映射的融合与重
叠。在这部以重紫为主要视角的剧集里，
多处都能够挖掘到现实生活厚重的回声。
譬如得知重紫要去南华山求道的小豆子，
即便朝不保夕的自己就连温饱都是个大问
题，依旧毅然决然搜刮出自己所有的钱买
了一块定胜糕，为好朋友践行。女孩子们
之间的这般纯粹的友情，细碎又温暖，珍贵
又迷人。

对于女性力量的挖掘，《重紫》并不简
单将其等同于武力值，而是注重展现善良、
坚韧等这些美好品质，呈现勇敢求真、不屈
命运的精神内核。就像一心向善的重紫，
却总被命运捉弄，不忍救命恩人楚不复误
入迷途却被误解与怀疑别有用心，但背负
误解与污名的她，最终却仍旧选择牺牲自
己，只为守护并不善待自己的云云。这种
哪怕不被世人理解，也要逆天改命；即使被
人唾弃，也要拯救天下苍生的决绝，更是一
次对女性力量的诠释。

古装仙侠剧是成年人纯粹的童话故事，但它更是现实世界里诸多映射的融合与重叠。

在这部以重紫为主要视角的剧集里，多处都能够挖掘到现实生活厚重的回声。

■ 许明 郭雪颖

央视举办的“大剧看总台”2023年电视剧
片单发布会，公开了30部开年将播的重磅大
剧。其中，包括谱写华人女性海外奋斗传奇的
《南洋儿女情》、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
楷模”张桂梅校长事迹改编的《大山里的女校》，
而在其他平台还有一些女性题材剧待播，有秦
岚和邓家佳主演的聚焦女性情感困境的《灿烂
的转身》等。

近年来，女性题材电视剧绽放荧屏、网端，
古装剧、仙侠剧、都市剧、职场剧，包括传统的家
庭伦理剧，都有一个或几个女性角色被推向前
景，成为表现主体和观照对象，《玫瑰之战》《幸
福到万家》《关于唐医生的一切》《风吹半夏》等
剧作演绎了不同背景、不同职业的女性风采，共
同构筑起关于中国女性的群像。

女性题材剧的涌现体现着女性意识的觉

醒与崛起，同时也反映出社会经济、观众结构
的变化，女性成为影视剧观看主体背景下，女
性题材剧的流行正是此种社会现象和风尚在
影视艺术中的体现。女性与男性作为构建社
会两性关系的一体两面，从女性题材剧中可以
看出社会、男性对待女性的价值观、行为方式，
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平和进步程度。
细观近年一些女性题材剧，可以发现，有些剧
作以女性为标签和“看点”，却忽视女性主体意
识、伦理价值观的自主表达与建构，无视女性
题材剧的本质和题中应有之义，从而影响了剧
作的思想高度和艺术精度，既无法引起女性观
众的共鸣与认同，也无法从审美接受的角度满
足大众的期待视野，引发全社会的情感共振与
价值认可。

女性题材剧以影视艺术的形式再现女性
形象和女性经历，同时以影视具有的媒介属性，
在大众认知中建构起关于女性印象与女性意识

的共识。这说明，优秀的女性题材剧除了要剧
情好、表演好，还应注重影像本体意识的建构，
让观众透过影像感知到背后的内涵意蕴，特别
是其伦理意识的表达。伦理是关乎人的哲学道
理，以人的理性为最高原则和出发点，揭示什么
是应该做，什么是值得做的标准，这个标准来自
人的理性，人通过践行道德的原则来体现和完
善这个理性。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则是一致的。从认识论的角
度看，当下的女性题材剧视域已能把更广背景
下、更多视域下的女性形象及其事迹纳入影像
的范畴予以表现，那么根据前述存在的问题，可
以看出女性题材剧未来需进一步解决好的问题
在于如何提升剧作的内涵，即如何通过影像表
现人物的理性与主体意识，即女性角色形象的
自主性、独立性、原则性如何在人的理性精神和
道德原则感召下得到彰显，而这种彰显又不仅
仅停留于人物形象本身，而是应透过剧作的视

听、符号语言的整体意识来体现。
当下女性题材剧存在的问题表现在没有

从女性主体意识出发进行伦理层面的建构与表
达，剧集存在的审美取向、价值导向问题归根结
底是伦理意识不足、伦理判断不强所致，也就是
没有让伦理精神灌注进人物形象中去，使人物
从理性的高度出发自觉地行使自我权利、追求
自我实现。审美可以促进人的理性的达成，促
进人对伦理道德的追求，人通过伦理意识对审
美作出判断，要求获得审美自由，才能获得高尚
的审美趣味，摒弃低俗的审美趣味。

中国哲学讲：兴于诗、立于礼，西方伦理学
讲：文学艺术应使人脱离给定的自然，让人独
立地站立起来。中西在此是会通的，都旨在倡
导人从心中的理性出发，合于道德原则，自立
于天地间。女性题材剧应注重增强伦理意识
的诠释与表达，让人物形象更具有主体意识、
独立意识，把人物的行为动机建立在理性精神
的起点上；让审美表达更具职责意识，即女性
题材剧的真谛不在于以女性形象的展示为目
的，而在于从男女平等，尊重女性主体意识、独
立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出发进行艺术创作与价
值传递。

因此，未来的女性题材剧在表现女性意识
的崛起与发展时，应注重以伦理价值为起点、以
理性精神为指引建构人物形象、设计情节叙
事、表现内涵蕴藉。随着时代的发展，各行业、
各领域、各职业必将涌现更多杰出女性及其典
型事迹，这为中国女性题材剧的发展提供了广
阔前景。如果创作主体能够把理性的精神、道
德的原则、职责的意识灌注进人物形象中去，
伦理剧、都市剧、乡村剧、爱情剧等各类女性题
材剧中的女性形象与剧作的审美品格将会有
质的改变与提升，很多被观众质疑、诟病、吐槽
的情节设置、行为逻辑和话语方式会得到有效
克除，如此才能让体现主体意识、表现生动形
象、具有中国精神的女性角色形象跃然而出，绽
放荧屏、网端。

女性题材剧作为中国电视剧艺术一种重
要的类型剧种，肩负着推动两性平等、促进两
性和谐、彰显中国价值的文艺使命。为此，女
性题材剧应着力构建起伦理价值判断的标准
与体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内涵纳入女性影像视域与符号体系，
结合女性意识的崛起与价值主张，塑造具有中
国文艺风格与审美品格的当代女性形象与女
性题材剧。

（作者：许明 山东女子学院传媒学院
讲师 郭雪颖 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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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玫

2023年第一期《收获》文学杂志，
将朱个的小说《迷羊》归到了中篇小说
的栏目里。这篇小说，篇幅不大，如果
要概述它的故事，三言两语就能完成：
证券公司的职员钟宝信已过不惑之年，
与大学教师李先农结婚也有20多年。
两人结缡的这20多年里，钟宝信总是
被入错行的感觉搅和得想要辞职，但在
《迷羊》展示钟宝信的一天时，她还在那
家证券公司人力部门做着文案工作；李
先农呢？虽然评上个副教授都有些吃
力，却乐在其中地教着他的书。两人的
婚姻状态，以朱个的视角来观察，“她也
略微习惯了不解释自己，不反驳对方”；
面对妻子的不哼不哈，李先农总是“后
退一步，当然是笑了，脸上吃惊少一些，
慈祥多一些，中和在一起，是不置可
否。”

20年的时光，将钟宝信与李先农
磨合成了一对看上去颇为契合的中年
夫妻。在钟宝信的回忆中，他们的生活
模式堪称中年夫妻群体的标准像，朱个
怎么会想到要从他们的生活中抽出一
天来，敷衍成一篇中篇小说的？

直接原因是，那天晚上，钟宝信路
过李先农的电脑时，看到聊天弹窗里他
与女学生庄琳的对话。对话中，庄琳夸
赞自己的老师又伟大又可爱，这让钟宝
信一怔，感觉“仿佛一个只有自己知道
的秘密却被人偷了去”。将这句优雅的
文学语言“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钟宝信感觉这个名叫
庄琳的女学生贸然闯入了她与李先农的私人话语领
地。在得不到她认为李先农应该给出的解释后，朱个
选择了一个日子让钟宝信从公司请假出来，开着车按
照本地App上一条吃喝玩乐帖子的指示从城里来到
郊外，去看一条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说是写了钟宝信的一
天，从因为迷路不得不踩着泥地寻找App指点的那
条河的一路上，到坐在河边面对汤汤流水，与李先农
相识、相爱、携手走进婚姻以及婚后20年里发生的点
点滴滴，碎片一样壅塞在了《迷羊》里，就此我们拼贴
出，朱个其实是借鉴弗吉尼亚·伍尔夫著名小说《达洛
维夫人》的写法，用钟宝信的一天来拷问看上去相爱
得美好、相处得美满的婚姻。

要说相爱得美好，钟宝信遇见李先农，那真是始
于一见钟情、进行在钟宝信敬仰李先农的过程中。

一次国际大事件发生后，同学们都游行去了，钟
宝信没去，而是坐在宿舍楼门前的椅子上翻书。过来
一个夹着书的男人，看见钟宝信后问她为什么不去游
行，像所有嘴巴不肯饶人的女孩一样，钟宝信反诘，你
也没去呀。知道男人是老师后，钟宝信在他露出灿烂
的笑后告诉他：“我不想说，你可以当作我是害怕了。”

“要说害怕也是我这年纪的害怕，你怕什么？”带问号
的回答让钟宝信沉默了一会儿，等到男人向抿嘴笑着
的钟宝信伸出手说我叫李先农后，不想伸出手去的钟
宝信礼貌地告诉对方，自己是谁——平淡如水的一见
如故更能指向美好的爱情，果然，作为经济系的学生
去中文系旁听李先农讲鲁迅的小说《伤逝》，当她听到
李先农针对那句著名的“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发挥道：“这句话很辩证，先后关系不是必然的。有
爱，不忽视生存，努力生存，我觉得这算一种比较‘平
常’的生活”“钟宝信简直有点恍惚，她盯着他看，几乎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被爱情炙烤过的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亦即在那
一刻不知灵魂飞升到了哪里，所以我们懂得朱个是在
用曲笔向读者交代，钟宝信被李先农征服了。

两个人结婚20年后，钟宝信挽起李先农的胳膊
时，能明显感觉到他不再紧紧地把她拉向自己，而只
是微微蜷起来，但她依然觉得李先农的“内心准则，比
起他的态度显示出更高的维度，他认为只是交流的方
式，常常被她当作对她的要求”，朱个通过钟宝信表达
的对李先农作为丈夫的肯定，得掩卷思考片刻才能想
通，明白过来以后正在阅读《迷羊》的读者，更加羡慕
被朱个呈现得如此尽善尽美的钟宝信与李先农的婚
姻生活。

尤其喜欢这个情节：钟宝信得知年过七旬的母亲
举报了从高风险地区出游回来后没有主动报备的游
伴后，非常吃惊地告诉母亲没必要去举报。“万一他们
传染给我呢？”针对母亲的疑惑，钟宝信开始讲道理，
一直讲到妈妈绷住了脸很不开心。一旁的李先农绷
不住了，边听边笑，拉着丈母娘去讲小话了——如若
要给这样的画面一个形容词，那只能是已被用成陈词
滥调的“温暖”了。

被这样的婚姻生活包裹着的钟宝信，怎么会因为
李先农与女学生的一通聊天而生气地请了假、不接李
先农的电话、一个人在郊外的河边胡思乱想？感觉庄
琳冒犯了自己，只是钟宝信甩开李先农一个人去河边
的一个抓得住的由头，朱个才不屑于再炒一遍因为第
三者插足导致中年危机的冷饭，她想拷问的是，像钟宝
信和李先农这样看上去又美又暖的婚姻，就真的步入
了如《诗经》所言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境界了吗？

“她可能终究不习惯两人之间这样的失落，不是
从尖顶直接坠落那样的剧烈，是在年深月久的缓慢
中，悄无声息下坡……作为伴侣，李先农从来没有表
现过失望，在他脸上，慈爱和关怀似乎渐渐替代了责
备，仿佛他已经不愿像当初那样去理解她，不再多做
争论与解释，他选择包容的同时，是否就等于宣告了
放弃？”是因为这样的感觉而非因为庄琳吧，钟宝信才
会在那一天一个人悄悄地来到河边，面对不断流逝的
河水，为着岁月无情而伤感。

那是钟宝信一个人的感伤吗？不，是很多婚姻
中的中年女性的感伤。只是，更多女性学会了攒足
热情去拥抱生活，就像《迷羊》中的钟宝信，明知道李
先农愿意与庄琳聊天，她依然决定“如果李先农再来
电话，她会用愉快的声音去接听的”，所以，朱个为小
说取名“迷羊”，绝非迷途羔羊之意，而是我们迷失在
生活中。

但，即使迷失，那又如何呢，我们仍要拥抱生活。

朱个通过钟宝信表达的对
丈夫的肯定，得掩卷思考片刻才
能想通，明白过来以后正在阅读
《迷羊》的读者，会更加羡慕被朱
个呈现得如此尽善尽美的钟宝
信与李先农的婚姻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