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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闺喜事》：轻喜剧成就“另类”古代女子群像

■ 苏展

近年来，塑造女性群像成为电视剧的
收视密码之一，不久前收官的《她的城》，
也以女性群像的故事引起了一定关注度。

《她的城》讲述了“北清大学”毕业的
“大厂”中层李英男、富商太太艾英、律师
英小美三位一起成长的校友在南方大都
市的奋斗和生活故事，她们的身份各有代
表性。饰演主角的三位女演员在演技上
带给观众不少惊喜，十分契合为当代女性
书写的“大女主”叙事。所谓大女主之

“大”，不仅体现在三位女主角在事业领域
不断上升的路径，更在于她们不断破局、
破壁，打破既往的观念对她们的规约。她
们作为“城”的主体，不断以主体的口吻言
说自己的故事和看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城”命名就显得
尤为巧妙。“城”是剧中主人公们所在的城
市，大都市往往被视为现代生活最典型的
组织形式，一方面，现代生活节奏稳定、分
工明确，在提供生活便利的同时对个性发
挥有所限制。而《她的城》向我们展现了

“城”的另一面。在这里，“城”真正成为女
性活动的场域，女性则是活生生的社会生

活建构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主体力量。
当然，即便在“她的城”中，三位女主

角依然面对以往影视剧对女性不断提出
的、观众也无比熟悉的难题：如何平衡家
庭与工作？虽然应对这个问题的策略各
不相同，但本剧中的女主角们给出的都全
然是不同于以往影视剧中给出的坚持、周
全、隐忍等答案。

在传统叙事中，家庭与工作的平衡存
在矛盾隐藏着一个必然的预设，即女性主
要承担家务、养育等家庭工作，并且，女性
所承担的家庭工作和她的社会发展是互
不相连、彼此冲突的反面。而在《她的城》
中，我们可以发现，创作者试图打破女性
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切割。比如，艾英
不仅仅在丈夫的生意中承担着很强的公
关协调职能，亦为企业家丈夫出谋划策、
提供情绪价值，可以说是一个没有职务的
公司高管。并且，艾英试图在对丈夫事业
的深度参与中，逐步走出传统的家庭主妇
角色，而这种尝试却被丈夫所警惕，也成
为她遭遇丈夫的背叛、陷害的原因。

身为大公司中层的李英男，既是称职
的妻子和母亲，又是家里在经济和决策上
的“顶梁柱”，而她也一直在这样的身份中

找到乐趣和价值。年轻却卓有成绩的律
师英小美，对女性困境的“破局”方法是专
注事业。三位女主角的“破局”办法各有
不同，但妙处都在于，她们生活的可能性
是充分敞开的，身份、定义、价值都是流动
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在家庭中找到价值
的艾英和李英男结束了婚姻，“单身贵族”
英小美却和年轻的偶像歌手谈起了一段

“非常规恋爱”。可以说，三位女主角和她
们伴侣之间的关系，皆不存在传统的有明
显经济、地位、观念差距的角色划分，他们
的关系回归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
在平等配合中流动地构建。

该剧的另一个亮点是女性自我表达
的直陈——“她”，真正成为叙事的主语。
电视剧开场即以李英男的第一人称叙述
展开，直接呈现女性的内心感受，而不是
创作者以第三人的视角，带动观众从外在
视角对女性角色进行观看与评价。而女
性角色的内心感受皆是她们对生活、职
场、人际关系等最真实的经验，使观众在
不加转述的自我袒露中达成对剧中人物
的共情。

剧中这些价值性的表达很密集，但并
不显得刻意和生硬。这种自然流畅的表

达首先基于剧中女性形象的立体塑造。
从世纪之交最受欢迎的偶像剧，到近年来
集中进行类型化尝试和突破的职场剧中，
都市精英的形象往往是完满却扁平的：他
们往往受到良好教育且充满智慧，足以游
刃有余地应对各种复杂情况，一定的财富
又使他们摆脱了现实中柴米油盐的烦
恼。然而，李英男应对职场霸凌所表现出
的懦弱、英小美对于爱情的犹豫和退缩
等，这些真切的、看起来不够潇洒的感受，
都使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女性，呈现
得更加有血有肉、贴近现实。

同时，剧中对现代人境遇的讨论远不
局限于三位女主角本身所遭遇的事件，而
是指向了更为普遍的、共性的人生体验。
比如对现代人职场压力、年龄焦虑的探
讨，都能广泛地引发观众共情。

值得一提的是，剧中的“她”不仅是言
说的主体，更是交谈的主体。在画外音的
表达中，三位女主角不仅有独白，更是频
繁地以对话交谈的形式表达她们对人生、
对世界、对女性处境的看法，成为这部剧
塑造女性友谊的独特方式。在观点的碰
撞中，她们不断深化着对自我与世界的认
知。专属于女性群体内部的你一言我一
语，也成为她们不断进行自我探险、突破
困境的重要路径。

可见，以《她的城》为代表的一系列女
性群像戏在不断努力探索女性关系的更
多面向。当下的女性群像戏依然多为城
市女性的群像戏，在广泛的女性群体中，
她们拥有更多的文化与经济能力去排除
生活的难题，从而进一步探讨女性的境遇
和出路。那么，小镇女性、乡村女性是否
能在大众文化领域中找到更有效的言说
出口？这或许是未来女性群像戏创作需
要关注的问题。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讲师，
本文为北京语言大学院级科研项目[中央
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中国当代
媒介形态下的文化意见表达”[项目编号：
22YJ050002]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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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超越性别的情绪劳动

■ 钟玲

一边是市井烟火，一边是宿命姻缘，
在欢笑与喧闹的交替之间，一个古代平民
家庭里五位女性的挫折与成长，一众小人
物的命运转折与人生变革便从开篇走向
了落幕……

由刘琳领衔主演，以喜剧方式为主打
元素的《兰闺喜事》，从开播起口碑一直表
现不俗，令人感到惊喜的是，一部既无流
量明星也无著名IP加持的古装轻喜剧，生
动演绎出逗趣又温情的合家欢故事，堪称
近期热播国产剧里的一匹黑马。

细想之下，原因倒也简单，《兰闺喜
事》除了在场景设置、剧情构建等方面有
其独到之处外，一反常规套路的角色设
定也很有新鲜感，可谓是这部剧的点睛
之笔。

《兰闺喜事》以寡妇杜如玉为四个性
格迥异的女儿寻找金龟婿的主线展开叙
事，剧中对女性群像的塑造起初是这样
的——母亲杜如玉精明强势、尖酸刻薄，
对“下人”极其苛刻；大女儿春锦荣爱慕
虚荣、好高骛远，以高嫁为人生目标；二
女儿春佩兰唯唯诺诺、优柔寡断，在家中
逆来顺受；三女儿春半夏刻板固执、不苟
言笑，不懂人情世故；四女儿春可灵，蛮
横无理、随心所欲，以一颗不知天高地厚
的心行走江湖。

别说是人设讨喜了，这些女性角色在
剧作前期很长一段时间里的人设并不太

“可爱”。在传统女性群像剧的叙事策略
中，女性通常被设定在世俗定义的“好女
人”模板中，例如仁厚慈祥的母亲、温柔贤
惠的妻子、懂事孝顺的女儿，但《兰闺喜事》
却反其道而行之，剧中以杜如玉为首的春
家女主人公们，其角色特质几乎是女性典
范的反义词，她们是以更显著的缺点与弱
点来呈现其各自鲜明的性格特征、人格魅
力的，聪慧睿秀、蕙质兰心、豁达通透……
这些普世价值观所认可女性的美好品质，
她们似乎都不具备。然而，即便如此，这些
看似缺点远比优点多的女性角色，却也被
演绎得立体饱满、有血有肉，更贴合生活中
的市井小民，并与后期剧情她们角色层次
的另一面，营造出“恶”与“善”的反转效果，
尽管有些角色的反转来得有些迟。

相对任劳任怨的春佩兰、刚直不阿的
春半夏，人设极不讨喜的另外两个主要女
性角色，都有了质的改变：虚荣的春锦荣，
想高嫁的原因只是为了三个妹妹能有丰
厚的嫁妆，而从爱慕世子的身份到真心爱
上世子本人之后，却能在他邀约她私奔时
予以拒绝，全为心中仍有一份对家的责
任；整日无所事事做着侠女梦的春可灵，

关键时刻就会化身“护家狂魔”，虽常常鲁
莽行事却也爱家、爱母亲、爱姐妹……

而杜如玉嘴硬心软的“外表”下，也
深藏着对女儿们的深深爱意，全然是“父
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爱之绵长。
于是，最初仿佛没有多少闪光点的女性
角色，都以隐藏在生活细节里的这些“美
德”，一一被“逆转”感官印象——她们，
既不是从前貌美而柔弱受男性保护的女
性，也不是近年来以“美强惨”为标志的
女性，而是具有复杂性格特征的普通
人。而这些不以“真善美”的人物弧光奠
定角色基础所塑造的女性群像，在平平
淡淡的日常中，以反套路的人设完成了

正向的价值观传递：自私自利只是她们
外在形象与内在性格交织呈现出来的表
象，为家庭敢付出、肯承担才是她们共同
的精神内核。

围绕家的责任，《兰闺喜事》所建构的
女性群像景观，也在突破程式化创作的性
别叙事下，表达了架空历史背景中古代社
会女性意识的觉醒。剧中女性角色自身
的独立性、思想性都具有现代女性的特
质，无论是她们努力在追求的婚姻自由，
还是对于人生之路的清醒规划。例如，年
过三十的春锦荣，不惧世俗的压力，不曾
将婚姻当作儿戏；春佩兰以人格魅力努力
争得与所爱男子路不平在一起的机会；春

半夏一直饱读诗书和学习医者的技能；春
可灵则为了不被束缚自由而与四皇子据
理力争……

有人坦坦荡荡喜爱名利，有人大胆追
爱直面内心，有人热衷“纵马踏花向自
由”……可以看到，尽管她们不完美，却在
成长中渐渐形成了独立、自主、奋进、勇敢
的个性，在不利于女性生存的古代社会选
择了由自己掌控人生。

从女性角色的不完美到讨人喜欢，
《兰闺喜事》除了让女性角色经历了这样
的反转外，还在人物设定上选择了对不
同性别的一视同仁。近年来的一些女频
剧，热衷于塑造女主角与男主角的角色
反差，要么“女强男弱”是常态，要么以男
性的不堪衬托女性的美好，而《兰闺喜
事》却对男女主角们进行了类似的设
定。剧中的男性角色，最初也是一个比
一个不着调——有雄心却技能稀松的路
不平，“一番操作猛如虎”把自己变成了
一个普通家庭里的“勤杂工”；头脑简单、
不学无术的凌王府世子，整日研究的是
如何攀附皇权；“坑蒙拐骗”为营生的李
腾云是以“狗头军师”的形象出现的；天
性善良的四皇子，也谈不上有多出类拔
萃……真是主打一个公正公平！

当然，这一众男性角色也在剧情的延
展中渐渐显露本真，即便是出场就以反面
角色示人的世子与李腾云，真实的内心也
是善良的，所谓狠辣只是虚招。

作为一部以女性群像刻画家庭代际
与情感关系的古装题材剧，《兰闺喜事》无
疑是荒诞与理想共存的结合体，它荒诞在
无厘头的喜剧元素弱化了一些剧情的逻
辑却营造出轻松治愈的氛围，它理想在被
嵌于古代历史背景下的人们其一些行为
跳脱了社会环境造成的桎梏。不得不
说，剧作依然是精彩的，不仅是人物设定
跳出了拘于常规的以优点盖过缺点的狭
隘天地，还在塑造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
群像的同时，探讨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以及身为子女对于一个家庭应该承担的
责任。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但在寻
求个人自由的同时，家庭羁绊对于人们
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兰闺喜事》给出了
自己的答案。

亲情线与感情线并行交织，《兰闺喜
事》用独特的审美方式和叙事逻辑，描绘
出了一幅“另类”古代女子群像图。并且，
在温情的反思与戏谑的励志之间，以一个
家庭两代女性的人生际遇，呈现了女性意
志、女性情感与男性平等对话的叙事空
间，这个故事，没有宅斗，只有一家人平凡
的日常生活；没有大女主的逆袭，只有一
群女性在琐碎生活里的向阳追逐。

在温情的反思与戏谑的励志之间，《兰闺喜事》用一个家庭两代女性的人生际遇，呈现了女性意志、女

性情感与男性平等对话的叙事空间，这个故事，没有宅斗，只有一家人平凡的日常生活；没有大女主的逆

袭，只有一群女性在琐碎生活里的向阳追逐。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黄婷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社会多么不重视情绪劳动，只要看妈妈不
在时家里有多乱，人们对服务行业有多苛责，就明白了。”

1983年，霍克希尔德在《心灵的整饰》中首次提出“情绪劳
动”这个概念，以空乘人员、记账员等为中心考察人类情绪商业
化的现象。她在20年后的新版代后记中说，对情绪劳动的研究
应该增加家庭与性别的维度。2023年8月，新星出版社出版了
由吉玛·哈特莉的新著《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
情绪劳动》，她以霍克希尔德的理论为基础，将情绪劳动的定义
进一步扩展到“为了让每件事情顺利运转而承担的无形精神负
荷”上来，揭示了传统社会规训下的情绪劳动，呈现出女性在家
庭、职场和社会中面临的困境。

在近日举办的新书分享会上，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孙萍、北师
大青年教师安超、艺术家周雯静与媒体人青青子共聚郎园图书市
集，从情绪劳动的定义与自身体验出发，对本书的主题进行了研
讨。三位嘉宾谈到“情绪劳动”这一概念的提出，能让大量付出此
类劳动的人们被看见。

比起“情绪劳动”，安超更喜欢“情感劳动”这一概念：“比如我
所在的教育领域，中小学教师、幼师（尤其是女性教师）是情感劳动
非常密集的群体，这个概念可以为他们在经济、社会乃至法律领域
赋权。”

而在安超看来，日常生活中被忽视的情感劳动还有很多。“比
如在家庭中，隔代抚养孩子的老人群体是特别容易被忽视的。职
场里的情感劳动，比如酒桌上因为长幼有序、尊卑有别衍生出的敬
酒文化，以及女性遭遇的职场歧视都包含对情感劳动的忽视。”

在青青子看来，情绪劳动的承担者多是从事服务业的基层劳
动者，比如家政工、小时工、保洁员、服务员等，而且它不仅有关情
绪的管理，也是对身体“非常密集的控制”。“就像霍克希尔德在书
中提到的，空乘人员不仅是要面带微笑，Ta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
言也要严格管理。”

在这本书中，作者吉玛·哈特莉认为，女性承担着更多的情绪
劳动，但情绪劳动不应该被仅仅视为女性议题。几位嘉宾也认为，
这是一个超越性别的议题，而且涉及众多弱势群体。

正如该书所说，每个人都是传统性别分工下的受害者，从负面
的情绪劳动中解脱出来，不仅关乎女性，而需要不同性别、不同群
体的互相理解与联合。

■ 丹玉

“孩子，相比做学霸，我更希望你们懂得玩耍。因
为，那是活生生的世界，而不仅是书本里的平面道
理。也是你们，活色生香的未来。”这是作家叶萱在她
的家庭教育文集《和孩子一起玩，是最好的陪伴》中最
吸引我的一段话。因为第一眼看的时候，我对“玩”字
仍然是表意上“不务正业”的理解，但读完全文才知
道，叶萱老师想要阐述的“快乐学习”，不是为了快乐
而放弃学习，反倒是把学习化解成为家庭内部的游
戏，在寓教于乐的过程中实现全家人的一起学习、相
互陪伴、彼此启发。当求知与探索成为生活中的习
惯，那么“懂得玩耍”的那个孩子，就渐渐成长为一个
丰沛又快乐的人。

从百万畅销婚恋小说到家庭教育类图书，从公务
员到大学教师，叶萱的视角与身份都发生了改变，但她
的文字却一如当初，还是那样的温情满满。是诚意十足
的推心置腹，而不是家教类图书里常见的训诫——不得
不说，教科书式的家庭教育理论分析其实是有知识理解
门槛与具体执行门槛的。相比而言，《和孩子一起玩，是
最好的陪伴》不仅有温暖的亲情故事，更是兼顾情感分
享与亲子教育，用讲故事的方式阐述教育道理、提供可
以模仿借鉴的沟通方法，真是一本非常具有实用性的

“育儿手册”了。
尤其是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叶萱在这本书中分

享了许多“家庭学习小组”的组建经验——显然，随着
越来越多的家庭有了“二孩”甚至“三孩”，这本书的实
用功能就更强了。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的晚自
习，我们的夜生活》一文，通过每天晚饭后把餐桌铺上
桌布一起学习，不仅潜移默化培养了大宝的学习习
惯，还让二宝也产生了对学习的向往，特别期待自己
也能加入“晚自习”这么神圣的家庭活动中。以及，在
这样一起安静学习的夜晚，爸爸妈妈也在桌边阅读、
写字，是全家人相互陪伴的好时光，更是家庭内部共
同进步、共同求知的好氛围。

也是在这本书中，婚恋小说作家出身，如今在高
校从事性别研究相关工作的叶萱老师，将亲子陪伴的
意义扩展到了家庭陪伴、婚姻陪伴的多个层面。是
的，父亲对于儿童成长陪伴活动的有效、专注参与，是
对家庭生活的负责，也是对婚姻关系的尊重。也难
怪，购书时看评论区说有读者买这本书看完后，还专
门把它包装为礼物送给了自己的朋友、配偶——开放
视角下，一本家庭教育类图书的意义，不仅仅是方法
的可借鉴，更是思路的可打开，是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学
习，也完成了对个人、家庭观点的优化。

这不是一本刚刚出版的书，但幸而，我刚好遇见了它。它用真
挚的故事、恳谈的风格，缓解了我的焦虑——幼升小的分离、养育
过程中的困惑、与家人有了养育矛盾怎么办……都是第一次做妈
妈，难免磕磕绊绊，偶尔也会疲惫难过。但就像叶萱老师说过的：

“要谢谢‘做妈妈’这件事，让我们可以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蹲下
身，再体验一次童年，再做回一次孩子。”

成长很慢爱却很长，如果说和孩子一起玩儿是最好的陪伴，那
么和孩子一起成长，应该就是对孩子甚至对我们自己而言，最好的
爱吧。

叶萱的身份与视角
虽然发生了改变，但她
的文字却一如当初，还
是那样的温情满满，用
最动人的娓娓道来，带
给所有妈妈最温暖的心
得分享。

《她的城》：都市女性的自我言说和勇敢破局

——《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