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曲电视剧这一艺术形式自 20 世

纪 80 年代出现以来，“出新戏，出反映现

代人生活的戏曲电视剧”的呼声一直不

断。各地方剧种也尝试拍摄了多部以

现代生活为题材的戏曲电视剧，观众评

价优劣不一。作为全国最大的剧种之

一，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享誉全国的

《花木兰》、《对花枪》、《朝阳沟》等豫剧

电影，到《糊涂盆砸锅》、《状元与乞丐》、

《山里的汉子》等荣获国家级奖项的豫

剧电视剧，豫剧一直走在戏曲与现代传

媒结合尝试的前列。据不完全统计，30

年来，全国公开发行的豫剧电视剧有近

百部，其中近半数是现代题材剧。现代

题材的豫剧电视剧在题材与影像呈现

方面均表现出独特的乡土美学特色，成

为影像传播中生机盎然的“乡土之花”。

首先，在题材的选择上，现代题材

豫剧电视剧绝大多数以农村为背景，从

农民日常生活中撷取素材，加以提炼改

编，展现广阔农村的风土人情和农民的

精神风貌。

大多数豫剧电视剧均以二、三集为

主，侧重于“一人一线”的叙事线索，情

节也并不曲折复杂，戏剧的矛盾冲突一

般集中于农村常见的婚恋观念、妯娌纠

纷、婆媳关系或者生活理念的碰撞等方

面，承载着强烈的道德教化功能，而矛

盾的起因、高潮和最终的解决都源于乡

土社会中的“习”与“俗”：不孝敬婆母，

制造邻里纠纷，家门上只有一颗星所以

在村里抬不起头，耽误了儿女的亲事和

小儿子的学业（《福星照万家》）；儿媳不

孝，引起街坊邻居甚至自己娘家妈妈的

谴责（《养儿无错》）；自私的大嫂趁小叔

受伤需要巨额医疗费时买下二嫂的房

子，希图扩大自己的宅基地面积，二嫂

和小叔非但没有记恨，反而为大哥大嫂

的和睦说尽好话，使大嫂“顽石顿时化

成金”（《叔嫂情》）……

在当代纷纷以“反思传统”“打破传

统”“标新立异”为口号的影视剧创作大

环境下，这类豫剧电视剧无论是在情节

设置、人物塑造还是在叙事手法上都显

得简单甚至可以说粗糙，然而，也恰恰

因为这种简单朴拙的艺术表现形式，承

载着传统戏曲文化的叙事模式和审美

心理，同时又与当下农民的生命状态和

生活情态紧密结合，被广大受众所喜

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这样描述

中国的农村：“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

中看着长大的，在每个孩子眼里周围的

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

’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种“没

有陌生人”的乡土社会是中华民族长期

以来的生存根基，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文

化记忆。所以，面对豫剧电视剧中出现

的乡村中发生的故事，受众不会追问人

物塑造是否全面、人物性格是丰满的还

是扁平的，他们只是从这些看似平常的

日常小事中，感受到乡土文化中朴实而

厚重的伦理道德，并希望随着剧情被批

判的反面人物幡然悔悟，出现和睦和谐

的大团圆结局。

其次，电视影像特有的中近景为主

体的“镜头表达”，使得豫剧电视剧的乡

土特色更加真实充盈，与故事内容相得

益彰。

现代题材豫剧电视剧以实景拍摄

为多，也有虚实结合搭景拍摄，从拍摄到

剪辑都以纪实的手法为主，力求真实呈现

原生态的农村生活风貌。如果说，舞台剧

是通过演员的表演说唱和舞台美术充分

调动观众的想象力达到审美目的，那么实

景拍摄的豫剧电视剧则力求将观众“带

入”事件的场景之中，使观众有身临其境

旁观甚至参与事件发展的审美体验。如

《福星照万家》开始时摆摊卖货、吆喝场

子耍猴卖艺等拥挤热闹的农村集市；

《山里的汉子》中娶媳妇时门上的大红

喜字，墙上的秤钩秤砣，债主上门讨债

的吵嚷喧嚣……电视特有的真实记录

功能把观众带进记忆中的乡村，人物和

故事因为这些真实存在的景物更加真

实可信，而剧中人拉家常般的方言对白

与豫剧唱腔的完美结合，共同建构了豫

剧电视剧独特的“乡土”韵味。

“韵味”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概念，也

是评价中华戏曲的重要标准，相比越剧

的妩媚柔美、京剧的庄严整饬，豫剧的

“韵味”恰恰就在于它自身朴实奔放的

乡野之气，而戏曲电视剧的“电视特征”

则更倾向于缩短与观众的距离，让观众

在观看中自我体验，实现“完整动人的

故事、自然真实的讲述风格”的审美期

待。现代题材豫剧电视剧扎根于乡土

文化土壤，将具有浓烈乡土气息的叙事

方式和现代影像的传播技术相结合，既

完成了最朴实的道德教化功能，又着眼

于广大农村人的视觉文化环境，满足受

众回望家园的怀旧心态和审美情感，从

而达到收视群体的最大化。

当然，豫剧电视剧从剧本创意到拍

摄剪辑，尤其是如何充分利用影像完美

地展现豫剧艺术、扩大演员的戏路以更

加真实自然地展现豫剧电视剧的叙事

魅力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彰显

“乡土特色”也并非是所有地方戏电视

剧的最佳定位。戏曲作为我国传统艺

术的精粹，之所以历经千年传承而不

衰，不但因为戏曲具备善于吸收、综合

其他艺术的优长，还因为戏曲善于调整

运用适应受众需求的传播方式。在现

代传媒飞速发展、信息爆炸的时代，戏

曲面临的冲击和挑战是可想而知的，一

直以来，人们都在寻找将这一国粹艺术

保存、流传并发扬光大的途径与契机，

然而，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在传

媒大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各种艺术形式

已经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一个剧种

无论以何种载体传播，都不可能满足所

有受众的审美期待，这与不同流派的音

乐、舞蹈、曲艺等艺术形式在当前面临

的冲击是相同的。各地方剧种纷纷推

出的戏曲电视剧有成功也有失败的案

例，其实质就在于是否在认真分析、遵

循自身艺术风格的前提下，对受众群体

和传播方式进行积极探索和准确定位，

寻求与电视剧相结合的最佳题材和表

现方式。在这一点上，豫剧电视剧的成

功尝试确实为其他地方戏电视剧制作

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经验。

艺术·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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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中的“乡土之花”
———现代题材豫剧电视剧的审美风格—现代题材豫剧电视剧的审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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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降魔篇》的故事是《大话西

游》的前传。也许，对周星驰本人来说，

是他当下心境的写照——即先成魔，后

成佛。《降魔篇》和《大话西游》在风格上

大不相同，《大话西游》诙谐有趣，有感

人至深的“仙履奇缘”，而《降魔篇》则黑

暗、血腥、残忍、冷静，虽说也有有趣的

部分，但更多的是惊悚。两者的主线相

似，都是孙悟空、唐三藏在经过生离死

别后，走上取经之路。但《大话西游》的

重点在生离死别的爱情，《降魔篇》的重

点在“小爱到大爱的顿悟”。 周星驰在

本片里是在引导观众而不是说教，这也

是该片的可贵之处。同时，《降魔篇》表

现出的爱情主题较弱，想必是周星驰有

意为之——苦海，翻起的爱恨，在世间

难逃命运，或更应相信缘分。

《降魔篇》再次用爱情的主线颠覆

了为儒、释、道三重思想所捆绑的神话

西游。《降魔篇》制造的魔兽世界，首先

从造型开始，无论是与电视剧还是之

前的《大话西游》系列相比，《降魔篇》

里的大圣与八戒拒绝了美观或可爱的

一面，因而更彰显出浓重的妖魔化色

彩。故事的表象光怪陆离，讲述爱情

催人泪下，而隐藏在故事中的周星驰，

对世界的看法却犀利得一针见血。究

其原因，是因为这次周星驰真的深刻

了，此片也是他迄今为止最具观赏性

和感动性的电影作品。

影片中，最“真善美”的就是驱魔人

段小姐了。虽然这个女人爱钱、不会撒

娇 、很 霸 道 ，但 她 却 是 最 为 真 实 的 存

在——她可以放下身段、不拘小节地倒

追心爱的男人。她可以使用很多让陈

玄奘遭殃、却很用心的手段获取他的

心，也可以为了支持他的理想献出生

命……虽然有些俗套，但她就是这么一

个天真、可爱的女孩。她的心愿很简

单，就想和陈玄奘在一起，如果不能在

一起，就希望他能好好地生活。其实，

她就是“真善美”的代名词。然而，这样

一个“真善美”，最终却被毁灭了，换来

了陈玄奘对小爱、大爱的顿悟和死心塌

地的西行。

相信周星驰在电影里展现的悲情

和喜感，对应了他的性格——成熟与

纯真。至于电影里表达的信仰是否代

表导演本人的信仰，我们也不必矫情

地猜测。总而言之，周星驰的电影作

品是让人笑过再回味的，从这点来说，

《降 魔 篇》与《大 话 西 游》是 一 脉 相 承

的。周星驰赢了，他赢得了时光对一

个人的雕琢，赢得了这 20 年间所有的

物是人非，赢得了这部电影该有的票

房和口碑。但他也输了，输了一个真

正爱他的人，输了本该拥有的长相厮

守的人。电影里挽回不了，是因为陈玄

奘 有 更 伟 大 的 使 命 。 电 影 外 挽 回 不

了 ，是 因 为 周 星 驰 依 旧 陷 在 他 的 小

世 界 里 。 所 谓：自 己 走 不 出 去，别 人

也 走 不 进 来 。 而 如 今 ，重 听 一 曲《一

生所爱》，卢冠廷的唱词直勾人心、摄

人心魂。

春节携手情人节，让 2013 年

早春的电影市场又一次迎来花

团锦簇的盛况。大年初一，周星

驰《西 游·降 魔 篇》席 卷 全 国 院

线，6 天破 5 亿元票房，情人节当

天就收获 1.22 亿元。都市爱情

作品《101 次求婚》完全针对情人

节档，在林志玲、黄渤和高以翔

的超高人气带动下，情人节单日

收获 4350 万元票房。除此之外，

还 有《在 一 起》、《爱 情 不 NG》、

《我的老婆是只猫》等多部电影冲

击情人节档期，令人应接不暇。

然而，每当银幕上的恋人们相拥

而 泣 ，席 间 观 众 却 总 是 无 动 于

衷。这不禁引人反思，我们究竟

需要怎样的爱情电影？

都市爱 情 一 直 是 国 产 电 影

的主要题材。剧本好创作、制作

低成本、票房易回收是近年来爱

情片铺天盖地的重要原因。然

而，这也让国产爱情电影越来越

千篇一律。

《在一起》是一部集结陈妍

希、柯震东等新锐偶像的小成本

电影，讲述了两对恋人相识、相爱

的故事。这种多线叙事模式并不

少见，几年前的《全城热恋》、去年

的《LOVE》均是如此。主线以女

主角乔乔频繁失忆来展现和男主

人公酷警官的爱情。前男友阿唐

回归，二人立刻完婚。阿唐纠缠乔

乔时，亲人又在婚礼当场倒戈。副

线中，警察阿仔和拜金女周胜男通

过微信相识，在7天的爱情游戏中

并未看到动心之处却爱到死去活

来。整个影片给观众带来的是莫

名其妙的混乱感而非幸福感。

《101 次求婚》是今年情人节

档期的最大热门，讲述了才貌双

全 的 大 提 琴 手 叶 熏 拒 绝“ 高 富

帅”未婚夫许卓，与“矮穷挫”包

工头黄达相爱的故事。与去年

情 人 节 档 期 的《I DO》一 样，该

片讲述的也是女神、高帅富与屌

丝男之间的三角爱情，其预告片

以“看屌丝如何逆袭女神”的口

号抓住了年轻人。然而，影片本

身漏洞百出。就剧情而言，黄达

将辛苦讨回的债款全部用来买

彩票，又用中奖的两万元为叶熏

买钻戒。当叶熏拒绝黄达时，他

一气之下将钻戒扔掉，这些都不

符 合黄达的务工人员的身份定

位。再有，主人公的转变均过于

突兀。比如叶熏刚刚拒绝黄达

求婚，又因为黄达扔掉钻戒而与

他相拥而泣。前男友许卓突然

归来，执著地要与叶熏结婚，却

在最后一秒突然放弃……可以

说，《101 次求婚》尽管有唯美的

镜头和强大的明星阵容，但戏剧

冲突牵强、情节发展突兀、人物性

格虚假，的确很难服众。

可以说，如今的国产爱情电

影过于关注情人节的票房市场，

而非当下中国年轻人的恋爱现

实。在蛋糕效应的驱使下，情人节

市场支离破碎，没有大赢家，甚至

换来骂声一片，反而削弱了公众对

情人节档期作品的信任度。简而

言之，这种现象基本上可以归纳为

粗放式制作的短视行为，最终只

会破坏国产爱情片的整体利益。

在当今光怪陆离甚至残酷的

现代都市，普通男女在仰望高富

帅、白富美的同时对爱情逐渐失

望，爱情变为奢侈品。爱情电影

理 应 为 普 通 人 重 燃 爱 情 梦 想 。

《101 次求婚》虽是基于此初衷，但

影片本身却让观众绝望。试问，

包工头和艺术家的距离有多远？

缺乏共同语言、品位、阅历、学识，

这些都决定了黄达与叶熏的婚姻

必定阻碍重重。更不用说叶熏爱

上包工头的过程本身就存在极大

的逻辑盲点。那么，谁还会相信

屌丝会真的逆袭女神呢？

讲述当下中国男女最关心、

最普遍的爱情故事才是国产爱

情电影的成功之道。2011 年光

棍 节，《失 恋 33 天》红 遍 大 江 南

北，是因其朴实真切的失恋故事

引 起 了 广 大 青 年 男 女 的 共 鸣 。

其实，人们虽然幻想童话般的爱

情，但大部分人选择与一个靠谱

的人踏实、幸福地相伴一生。中

国婚姻讲求门当户对，生活背景

的巨大差异会为婚姻增加不稳

定因素。所以，电影尽管造梦，

但更应该对准真正的现实。最

重要的是，难道只有女神与屌丝

相爱才震撼人心？实际上，小人

物之间的小爱情或许更真切感

人 ，才 能 真 正 带 来 希 望 。 比 如

《失 恋 33 天》，比 如《春 娇 与 志

明》，它们让观众发现身边的人

和爱。所以，国产爱情片当为普

通人造爱情梦。为赶情人节档

期创作剧本往往带有极强的目

的性，很多来自对成功作品的形

式模仿甚至凭空臆造。这也暴

露出反映当下年轻人真实爱情

的现实主义作品严重缺乏的现

状。毕竟，我们需要的是属于自

己的爱情。

国产爱情片当为普通人造梦
鲁力立

周星驰又赢了周星驰又赢了
茅以毅

《朝阳沟》剧照

《西游·降魔篇》剧照

《山里的汉子》剧照

继 谍 战 剧、宫 斗 剧、穿 越 剧

之 后 ，《媳 妇 是 怎 样 炼 成 的》、

《房 战》、《当 婆 婆 遇 上 妈》、《天

真遇到现实》、《房战》、《夫妻那

些 事》等“ 家 斗 剧 ”开 始 轮 番 轰

炸荧屏。

所谓“家斗剧”，就是家庭情

感 剧 的 变 种 ，以 家 庭 矛 盾 为 卖

点。剧中家庭堪比后宫，婆媳、夫

妻、手足之间勾心斗角、混战不

止。在不少网友的吐槽中，低智、

非理性、无厘头成为这类作品的

关键词。而同类题材井喷上档，

让原本热得发烫的类型剧备受质

疑，如何让电视剧行业回归理性

值得业内人士思考。

不 少家庭剧已经沦为“家斗

剧”，并以斗争、矛盾挑战正常的家

庭伦理，这是不争的事实。有调查

显示，80.9%的人直言当下“家斗

剧”过多、过滥，44.6%的受访者认

为当下“家斗剧”质量差，58.8%的

人认为它们制造了一种充斥着斗

争、矛盾的家庭伦理。有观众认

为，当前“家斗剧”正在传递负面

情绪，居家过日子是有磕磕碰碰，

但有“家斗剧”表现的那么“鸡飞

狗跳”？若真如此的话，哪个家庭

恐怕都得崩溃。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朱红文认为，家庭题材的电视剧

不能仅仅成为闹剧，而要引起人

们对家庭关系的理性思考。当

前，在一个个小家庭的安定团结

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干扰和冲击

的情况下，大众文化应当宣扬温

暖而有深度的家庭情感，帮助进

行家庭美德教育。的确，家庭剧

本应该是温馨、抒情，更能体现亲

情、人伦之美的电视剧，而现在的

电视剧充满了婆媳、夫妻、手足之

间的争斗，似乎他们不混战就不

是家庭剧，这不是歪曲现实、丑化

家庭人伦吗？

笔 者 不 否 认 家 庭 剧 可 以 有

“家斗”，而且适当的“家斗”也容

易增加家庭剧的戏剧性和喜剧

色彩，从而提高收视率。但是，

“家斗”要有度，要有现实基础，

不能胡编乱造，不能违背现实可

能 。 笔 者 看 过 几 集《离 婚 前 规

则》，在剧中几乎看不到男女主

角的夫妻情分，充满明争暗斗，

而现实中的夫妻绝不可能如此

过活。因此，许多观众认同家庭

剧 应 该 弘 扬 中 华 民 族 的 传 统家

庭伦理和主流价值观，并

呼吁多拍摄和上映一些孝

亲、友爱的家庭剧。有网

友说，中国家庭剧拍摄不

妨学学韩剧，生活气息浓

一些，人情味浓一些，尊

老爱幼多一些。

在 这 个 幸 福 感 缺 失

的时代，反映家庭生活的

电视剧更有责任宣扬、解

读并引导观众体 会 生 活

的 美 好 。 笔 者 认 为 ，业

界 人 士 应 以 一 种 善 意 的

笔 触 巧 妙 地 处 理 家 庭 成

员 间 因 生 活 理 念 不 同 而

造 成 的 矛 盾 ，让 观 众 在

电 视 剧 里 学 到 处 理 问 题

的 方 法 ，感 受 家 庭 中 亲

情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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