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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疑外衣下探讨社会问题与人性善恶

打破时代的局限，不囿于诠释个体的情感和命运，《微雨燕双飞》在更宏观的叙事
格局下，描摹出了一对具有现代意识和思维的古代女性形象，展现了女性在父权社会
下勇于做自我的精神，以及对女性情谊和女性成长的诗意表达。

对女性情谊和女性成长的诗意表达

看电影影

■ 李舫

北京市广电局重点文艺精品项目
电视剧《温暖的甜蜜的》已经结束热播
有些时日，这部由宋茜、陈妍希、陆毅等
演员主演的电视剧，以新一代青年人生
观变化为立意，讲述当下都市女性事
业、婚恋、家庭的故事，赢得了观众特别
是青年观众的追捧。

《温暖的甜蜜的》真实地反映了现
实生活中最受百姓关注的话题，冰心曾
经写过一首打油诗，“琴棋书画诗酒花，
当时样样不离它，而今世事都更变，柴
米油盐酱醋茶。”这部电视剧不仅写出
了琴棋书画诗酒花的远方，也写出了柴
米油盐酱醋茶的人间烟火气。一部剧
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创作团队对作
品严谨的创作态度，数十位优秀青年演
员的精湛演技，越来越成熟、追求高品
位的受众人群对现实生活的强烈关注
和热切参与，剧中始终传递向善向上向
美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其中所体现
的现实主义的蓬勃姿态和伟大力量。

导演刘江很多重要作品，人们都很
熟悉，如《雪狼》《满堂爹娘》《归去来》
《媳妇的美好时代》《风语》《乱世三义》
《老酒馆》《光荣与梦想》等。在《温暖的
甜蜜的》中，刘江阐释了他对于新时代
年轻一代生活的深刻理解，那就是对于
已经进入而立之年的年轻人的生活，进
行一次丰富多元、全方位的观照，与此
同时，他也一直坚持着他对于生活的独
特表达，那就是温暖的现实主义。剧中
人尤其是新一代青年对不同社会关系
的处理，其实是刘江基于多年观察和体
悟的心得。

南飞和齐家宜这对都市好友年过
三十都面临婚姻的考题，南飞深爱的恋
人陈放正经历一场事业转型对婚姻犹
豫不决，前妻的阻挠、家庭的变故让两
人嫌隙丛生分道扬镳。齐家宜在结婚
前夕突然明白婚姻是因为爱情而非安
全感，告别了自私势利的丈夫后，她终
于遇上了真爱焦岳，但却因为自卑感而
踌躇不前……千回百转，南飞与陈放，
齐家宜与焦岳，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内
心，收获婚姻与爱情，领悟了美好生活
的真谛。

说实话，这个结局很多观众在看前几集的时候
可能就想到了，但是难就难在刘江让她们俩经历了
38集漫长的纠葛和波折之后才完成，尽管是“意料
之外情理之中”，然而分分合合的戏剧化冲突，却让
观众领略到“契合的灵魂永远不会因为时间和距离
而走散，真正的爱，即便拐角，也能再相逢”，这恰
是艺术的魅力，在这里，要为刘江和剧组主创正确
的女性观点个赞，她们爱情独立、事业独立、家庭独
立、社会独立，这才是充斥在我们身边的伟大而平
凡的女性。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领
域，现实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被广泛运用，并产生
了大量经典作品，对包括中国文艺在内的整个世界
文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远者有深受读者喜
爱的文学经典作品如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
凡的世界》和陈忠实的《白鹿原》。近者有党的十八
大以来电视剧发展出现的新的转型期、繁荣期、高
潮期所产生的一大批优秀作品，如主题创作的《毛
泽东》《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海棠依旧》《香山叶
正红》《外交风云》《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彰显
新时代精神风貌的作品如《最美的青春》《山海情》
《功勋》《在一起》《埃博拉前线》《和平之舟》《超
越》；有以优秀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的《人世间》
《装台》《大江大河》《父母爱情》《平凡的世界》等；
还有丰富了电视剧类型化创作的《破冰行动》《巡回
检察组》《扫黑风暴》《叛逆者》等，也用真实与共情
逐渐打动人心。

这些作品有一个共性，它们都反映了时代要求
和人民心声，始终不渝地引导广大受众提升思想认
识、文化修养、审美水准、道德水平。这就给我们一
个很重要的启示：文艺从发生到发展，无论怎样虚
构变形，怎样创新创造，文艺作品记录和探索人类
精神和心灵世界的宗旨不变，文艺创作的评价维度
就不会改变，它的历史性原则也就不会改变。这才
是我们应该坚持、坚守的文化立场，这就是辽阔的
现实主义。 （作者系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

文化观观澜澜

文艺从发生到发展，无论怎样虚构变
形，怎样创新创造，文艺作品记录和探索人
类精神和心灵世界的宗旨不变，文艺创作的
评价维度就不会改变，它的历史性原则也就
不会改变。

■ 端木紫

人性、悬疑、犯罪……
当这三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电影《消失

的她》仿佛从一开始就自带“破圈”气质，加上
监制和编剧是以《唐人街探案》系列电影成为
百亿票房导演的陈思诚，以及具有一定票房
号召力的朱一龙、倪妮、文咏珊领衔主演，无
论从哪个角度看，《消失的她》都有成为端午
电影档期票房王者的潜力。果不其然，《消失
的她》最终以5.07亿票房遥遥领先其他影片，
为端午档贡献了超过一半的票房。

《消失的她》，开场就十分惊艳。
一对夫妻出国旅行，妻子却离奇失踪，丈

夫苦寻无果时一个陌生女子出现坚称就是他
的妻子……种种谜团的轮番出现，几乎不给人

“喘息”的机会，且在丈夫何非寻求真相的过程
中，与“律师”陈麦一起推理出的可能性更加令
人感到细思极恐，这让观影者的大脑也随之一
直在“高速运转”，不停地在追问——先是代入
何非的视角疑惑：妻子是有计划地离开，还是
不幸被他人掳走？归来的那个“妻子”又是谁，
这么做有何目的？而后是以上帝视角质疑:是
妻子真的被掉了包，还是丈夫的精神出了问题
患上了妄想症？何非与其妻子李木子，到底谁
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
由此，剥开迷雾，便成了戏中人与观影者

在银幕内外共同的目标。
不得不说，陈思诚是懂悬疑的，无论是画

面的布局、镜头的运用、悬念的设置，还是各种
冷血动物符号性的隐喻、诡异“畸形秀”传说的
引入，以及频繁出现的梵高作品带来的象征意
义，既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也控制了观众
的情绪跟着预设的情节坠入主角的迷途——

作为一部悬疑犯罪电影，《消失的她》高
饱和色调的镜头之下，在场景设置与视听语
言上营造出了浓郁的悬疑氛围，即使隔着银
幕，观影者也自然而然地为角色的命运焦虑，
且陷入危机的制造者是谁等问题的猜测中。
从妻子的失踪到丈夫的谎言，再到闺蜜的追
寻，不断颠覆解密方向的“罗生门”叙事方式，

在局中局的层层设定中，制造出了一环接一
环的悬念感、紧张感、压迫感。于是，追随着
影像在不同空间的转换，观影者也会感受到
何非找不到妻子时的无助，感受到他无法立
案时的焦灼，也感受到他堕入圈套后被所谓
的“曼德拉效应”支配的恐惧、无奈与绝望。

从类型影片的角度上来说，《消失的她》
具备悬疑类型影片的一切特征，有复杂的角
色、有细节的铺垫、有意外的转折、有烧脑的
逻辑、有令人恐惧的余味，更重要的是思想主
题的深刻：

追本溯源，若是“考古”电影史上的相同
类型影片，就会知道《消失的她》的故事架构
并不新鲜，不过，无论是拥有版权的苏联电影

《为单身汉设下的陷阱》，还是更早的美国悬
疑影片《失踪之谜》，都来自罗伯特·托马斯于
1960年编剧的戏剧作品《孤独男人的陷阱》。
同一题材，历经几十年的岁月流逝，尽管框架
结构相似，但脱胎于现实生活真实案例的《消
失的她》，进行了具有时代关联性的改编，并
对主题进行了迭代更新。

影片以“她”为名，看似承担主要叙事功
能的角色，是在不同情景下频繁更换心境的
丈夫何非，但事实上，推动整个故事发展的却
是三位女性，倪妮饰演的为闺蜜讨公道的“陈
麦”，文咏珊饰演的蛇蝎美人“李木子”，黄子
琪饰演的以悲惨命运结束人生的“她”。是她
们共同促成了何非人物心理的转换，以及整
个故事情节的演变。与此同时，《消失的她》
着力探讨的也是与女性相关的社会议题，包
括爱情的困境、婚姻的困境、人生的困境。

而在何非谋划的恶性事件背后，《消失的
她》也具有温情与积极的一面，化身为“陈麦”
的沈曼，用一场颇为复杂的布局，为闺蜜的失
踪寻找真相，这是坚固的女性友谊为《消失的
她》注入的炙热温度。

一部优秀的悬疑片，除了拥有那些悬疑片
应有的各种要素，还要有可以让人无限散发思
维的能力，结局予以一定程度的留白，才能引
发后续的思索和讨论，因为不同的人总会有不
同的解读，不同的解读也会呈现不同的人性思
考。如至今令我印象深刻的电影《调音师》，在

明暗相间、虚实相生的正邪对决最后，以开放
性结尾将讨论的目标设置在人性的弱点，以及
何为真相上面，《消失的她》呢？

经历一系列反转，扑朔迷离的事件最终揭
晓答案，从开篇就被勾起来的破题欲望于此时
终止。那一颗悬着的心，随着结局那片美丽的
海底星空，放下了。但放不下的，却是更值得
回味的影片对一些社会话题的探索——

为什么亲密关系中的“算计”如此防不胜
防？为什么人性在利益面前可以扭曲到如此
地步？当一个人天真地以心换心时，可知否
身边的人是神是鬼……尽管采用了闭合式结
局，清晰地划定了正义与邪恶的边界，但影片
依然具有无限的讨论空间：《消失的她》戏剧
性地将主题放在了女性之间的互相救赎，继
而升华到人性的善恶选择、亲密关系中的女
性自救。

璀璨的海底星空，终结生命的牢笼，留下
的不仅是观众对人物命运的惋叹，还有对悲
情真相的唏嘘。

《消失的她》之余韵，不仅引导人们对这
一次的艺术创作进行讨论，更以悬疑+推理+
犯罪+情感+人性的叠加模式，在有限的叙事
空间试图唤醒人们对一些现实事件的延展
与探究。

郁热的夏，人性的恶与海岛的美形成鲜
明对比，在浪漫爱情与残酷现实、光明与黑
暗的交织中，意象化的色彩与光影赋予了

《消失的她》独特的美感。但在强调塑造视
觉上的奇观时，《消失的她》也不乏对人性进
行深度挖掘：何非从“受害者”到“施暴者”的
转变，是他无法掌控欲望的一念成魔，当欲
望泛滥，人性的贪婪与自私足以令人丧失理
智。而李木子的遭遇则是一种预示，在追求
本真内心的同时，我们不能放弃对复杂人性
的警觉与审视。

基于现实的再创作，《消失的她》从叙事
方式上抓住了观众对悬疑片所持的一贯审
美，而在情理之中的结局处理上也依旧给人
灵魂一击，或许，在聚焦个体的命运和情感之
余，《消失的她》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对人生
选择、命运几何的追问。

■ 钟玲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曾猜测，只是因这诗句唯美，由张楠、王

玉雯、孙艺洲等主演的古装女性成长励志
剧，才以《微雨燕双飞》命名，追剧之后才发
现，其实不然，剧名的妙，除了“微雨燕双飞”
贴合双女主的设定，还妙在让人联想“落花
人独立”的一语双关。

距离《梦华录》火爆荧屏一年后，又一部呈
现女性互助之美好情谊的古装剧《微雨燕双
飞》进入了大众视野。起初并不期待，毕竟这
部剧既没有“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原著IP，
四位主演中也没有一个是流量明星：原著《风
雨浓，胭脂乱》并非网络作家尼罗最具人气的
作品，而主演中除了男一号陈文德的饰演者是
具有国民知名度的孙艺洲，其他演员尚属新
人。不过，于6月初上线、于昨日收官的《微雨
燕双飞》，从开播起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与原著相比，《微雨燕双飞》除了男女主角
的命运线与感情线有相似，人设和剧情都做了
不小的改动，原著讲的是民国乱世传奇，而这
部剧是架空历史里一对姐妹花的曲折命运。
有趣的是，在这同一部剧里，不同时期却有不
同的观感。在白宅时，是轻喜剧；在罄州女学
时，是悬疑剧；而此后，是权谋剧，是战争剧。
以此为脉络，女主角们的自我成长也从“小家”
到“大国”的叙事里，发生了质的改变——

茉喜和凤瑶，作为一对堂姐妹，因家境不
同，从小到大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表妹茉喜，
寄人篱下，性格古灵精怪，做事懂隐忍会变通；
表姐凤瑶，养尊处优，性格端庄稳重，对事情有
自己的见解和思考。虽然性格迥然不同，但两
姐妹的人生却有相似之处，无论是父母双亡犹
如野草一样生长的茉喜，还是在父母膝下像温
室小花一般长大的凤瑶，都要面对命运不掌控
在自己手中的境遇。好在，二人从小感情很
好，一直相互扶持。更难能可贵的是，两个人
没有因为环境而改变内心的澄净，一个没有因
为地位卑贱而轻视自己，一个没有因为身份尊
贵而看轻他人，而是互相尊重。

在小小的白宅，看茉喜与视财如命的二叔
父和二叔母斗智斗勇，是这部剧前期最大的看
点。更令人欣慰的是，以往很多古装剧，都深
谙“宅斗”之精髓，女性角色之间彼此对立，不
是为了琐事勾心斗角，便是为了男人争个你死
我活。在《微雨燕双飞》，这一切都不存在，两
个人自始至终彼此守护，都可以为对方赴汤蹈
火，并共同面对长辈的各种“作妖”。

待茉喜的二叔父和二叔母故去，她们失去
家园后便如漂萍，开始在罄州女学，开启了自
食其力的人生。当罄州女学的风波结束，茉喜
与凤瑶卷入战乱之中，又各自展开与陈文德和
万嘉桂的惺惺相惜、相知相爱，也开始履行身
为女性的社会使命，与丈夫一起守护家国。

可以确定，在三幕不同时期的成长故事
里，茉喜与凤瑶，完成了女性对于自身命运从
被动抗争到主动控制的转变。从反对“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到依赖自己的生存技能
安身立命，再到于战乱中应对各种危机，她们
从最初的追求个人自由，到逐渐生出对家国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她们的人生价值，已在自己
的奋斗过程中得到了升华。

于架空的历史氛围中，还可以看到，她们
都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对爱情，她们敢于

争取；对家事，她们勇于担当；对国事，她们亦
可深明大义。茉喜的侠义、勇敢，凤瑶的聪慧、
善良，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换来的精神归
属，投射了现代人对古代女性的华丽想象：即
使在并不利于女性依靠自身而生存的时代，女
性依然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被他人主
宰人生的命运。也不必觉得这种想象不切实
际，事实上，古往今来，中国的历史上绝不缺少
这样自信、自爱、自强的女性。

在国内的荧屏，女性剧从“大女主”剧渐渐

向女性群像剧转变的这几年，无论是古装剧
还是现代剧中的女性形象，都明显有了更强
调自身个性和自我独立的变化，与此同时，
剧中的男性形象也有所变革，从或是无所不
能的“霸总”或是十全十美的“英雄”式男主，
转而倾向塑造优缺点共存和更具人性化的男
性形象。在《微雨燕双飞》中，主创在刻画有
自主意识的女性形象时，也没有懈怠对有血
肉的男性形象的塑造。无论是被诬陷为叛军
的草莽英雄陈文德，还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将
军万嘉桂，都拥有他们各自的魅力。陈文
德，为人义气，特立独行；万嘉桂，英勇善战，
温文儒雅。巧在，生活中不拘小节的陈文
德，在感情上优柔寡断的万嘉桂，都心系国
家社稷，忠君爱国，即使所处的时代动荡不
安，也没有畏惧强权，失去做人的风骨。

性格鲜明的角色，是《微雨燕双飞》的加
分项，而在两位女性的成长过程中，亲情、爱
情、梦想等多个主题，也在剧中有所呈现：

茉喜与凤瑶的姐妹情深，温暖而坚固，即
便个别时候，茉喜曾在内心打过自己的“小
九九”，可一旦变故发生，她永远能挡在凤瑶
的前面为之出谋划策，而凤瑶也从未忌惮过
茉喜，一如既往做可以为之牺牲一切的好姐
姐；爱情上，剧中有茉喜与万嘉桂的纯美初
恋，有茉喜与陈文德的“先婚后爱”，也有凤
瑶与万嘉桂成为夫妻后的相濡以沫。三种不
同的情感，有的是浪漫，有的是诙谐，有的是
温润；关于梦想，茉喜与凤瑶，最初不过是在
乱世中求生存的普通女性，或许最原始的梦
想，不过是觅得一良人平淡生活，但在时代
洪流的推动下，她们脱离原本的生存空间，
既有为改变当下生活而拼搏的决心，也有对
未来世界的向往而付出的努力。

有趣的人物设定，脱离传统套路的剧情，
从轻喜到悬疑到权谋不断变更的叙事方式，
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的交织与相
融，《微雨燕双飞》在非遗元素、唐末风貌等
传统美学的加持下，有了自己独特的味道：
大到正义之道和国家危亡，有历史的厚重；
小到个人情感和家庭生活，有诗意的浪漫。

而其内涵，则是：打破时代的局限，不囿
于诠释个体的情感和命运，《微雨燕双飞》在
更宏观的叙事格局下，描摹出了一对具有现
代意识和思维的古代女性形象，展现了女性
在父权社会下勇于做自我的精神，以及对女
性情谊和女性成长的诗意表达。

是以，不被世俗所桎梏，不被时代所束缚，
勇往直前的女性力量，才更呼应那句“落花人
独立，微雨燕双飞”的唯美意境——

何止是相思！《微雨燕双飞》在呈现坚韧的
女性力量时，也在传达一种正能量的价值观，
像剧中的茉喜与凤瑶，哪怕生逢乱世，也乐观、
积极地应对所有的困难。于现实中的“你我”，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激励？

基于现实的再创作，《消失

的她》从叙事方式上抓住了观众

对悬疑片所持的一贯审美，而在

情理之中的结局处理上也依旧

给人灵魂一击，或许，在聚焦个

体的命运和情感之余，《消失的

她》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对人

生选择、命运几何的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