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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杰群

2020 年临近尾声，国产剧“交卷”。

今年年初，大家宅家抗疫，电视收视

率 大 幅 增 长 。 据 “ 中 国 视 听 大 数 据 ” 统

计 ，2020 年 第 一 季 度 每 日 户 均 收 视 时 长

增长半小时。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国产剧开始了一

整年的狂奔。尤其在复工复产下半年，有

专家指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制播

市场爆发式地释放作品，台网两端半年内

推出的剧集几乎消化了一整年的规模。

《安 家》《三 十 而 已》《隐 秘 的 角 落》

《沉 默 的 真 相》 ⋯⋯ 品 相 良 好 的 类 型 剧 ，

不必担心被“埋没”。无论是上星剧还是

网剧，观众手中的“打分机制”趋于理性

与包容，也对注水和敷衍的剧集更加不留

情面。

这一年，国产剧部分常规题材实现效

果显著的创新和突破，“冷门”题材冲出

“逆袭者”，也有一些被寄予厚望的作品高

开低走只完成“半部好剧”，作品的周边

话题掩盖了对作品本身的讨论。

2020 年 你 追 过 多 少 部 国 产 剧 ？ 请 打

分。

高国民度作品背后：一部
剧不只是讲好几个人的故事

回 顾 2020 年 认 可 度 较 高 的 几 部 国 产

剧，可以发现共同的“爆款因素”：以很

强的社会关照意识和人文关怀感作为支撑

故事的“主心骨”。

2020 年 上 半 年 电 视 剧 的 “ 收 视 之

王 ”《安 家》 是 上 半 年 收 视 率 唯 一 破 2、

收视份额破 7 的电视剧。

《安家》 看似一部职场剧，展现一家

中介公司的“双店长竞争”，然而该剧的

视角和野心远远高于门店职场纷争——房

产中介在帮助客户安家之余，也见证客户

生 活 中 的 喜 怒 哀 乐 。 表 面 看 买 卖 的 是 房

子，可人与人之间交换的是细碎而真实的

人生冷暖。

展 现 “30+” 女 性 群 像 的 《三 十 而

已》，之所以受到关注，也绝不是观众想

看 3 个 姑 娘 的 生 活 有 多 “drama”。《三 十

而已》 戳到了太多都市女性的痛点：职场

性别歧视、催生催婚、家庭与事业难以平

衡⋯⋯表达出了女性面对困境的勇于抗争

与 自 我 救 赎 的 积 极 态 度 ：“ 才 30 岁 怕 什

么？”“女人应该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社 会 关 照 感 推 动 作 品 出 圈 ， 在 2020
年如黑马般杀出的悬疑题材“迷雾剧场”

中也得到验证。

“迷雾剧场”网剧 《隐秘的角落》，在

美国 《综艺》 杂志 2020 年评选的 15 部最

佳国际剧集中位列第二，也是榜单中唯一

的中国剧集。《隐秘的角落》 和 《沉默的

真相》，除了悬疑题材天然优势、精湛的

制作和演员的出色表演，对于影视行业而

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所有观众在案件

进展过程中触摸到平日里隐秘和沉痛的家

庭问题、社会问题。

聚焦抗疫题材的首部“时代报告剧”

《在 一 起》， 在 豆 瓣 被 7 万 余 名 观 众 打 出

8.7 的高分。医护人员、外卖小哥、服装

厂老板⋯⋯各行各业的平凡人们共同投身

抗疫战斗。

年底播出的 《装台》，讲述装台人的

悲欢离合、酸甜苦辣，以及古城西安在改

革开放大潮中的故事，圈粉无数，被称为

“国产剧里的清流”；《大江大河 2》 目前

9.3 分，维持了第一部的“硬”叙事和时

代感。

2020 的 高 国 民 度 剧 集 ， 不 只 是 讲 好

几 个 角 色 的 单 薄 故 事 ， 须 以 吸 引 人 的 叙

事，折射社会群像和时代特色。

常规题材也有“加分项”：
大量创新点有待发掘

2020 年 国 产 剧 集 中 ， 有 一 些 常 规 题

材 涌 现 惊 喜 “ 加 分 项 ”。 青 春 剧 、 悬 疑

剧、女性题材等都被发掘出新亮点。

国 产 青 春 剧 的 群 像 感 变 得 突 出 。 青

春，不是只能靠甜宠“撒糖”才能打动观

众。青春故事，也可以具备一群人陪伴、

奋斗的浪漫。

《棋魂》《风犬少年的天空》《二十不

惑》《冰糖炖雪梨》《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

呢》 等青春剧，整体都不只是限定于一两

个主角的故事线，而是延伸对整个年轻群

体的描绘。

当 群 体 面 貌 色 彩 在 青 春 剧 里 愈 发 明

显，传统的青春校园题材也传递出一些更

有广度和深度的内容。

比如 《以家人之名》《我才不要和你

做朋友呢》，引发观众对亲情和友情的思

考 ；《二 十 不 惑》《风 犬 少 年 的 天 空》 描

写 少 年 和 社 会 初 次 交 手 时 的 纠 结 、 茫 然

和痛苦。

改 编 自 日 本 动 漫 ，“ 低 开 高 走 ” 的

《棋魂》，收官后豆瓣评分继续走高至 8.6
分 ， 在 年 底 引 发 观 众 感 慨 “ 真 香 ” 的 好

评。这部剧“不谈恋爱，只谈热爱”，凭

借既隽永又很燃的围棋少年群像，让围棋

这样一个冷门主题“逆袭”出圈。

青 春 校 园 已 是 常 规 题 材 ， 但 关 于 少

年，关于青春，还有很多人群、角落和情

感思维未被关注和发掘。

另外，聚焦女性群像的剧集，发展出

更丰富的纬度，既有 《二十不惑》《三十

而已》《了不起的女孩》 等围绕女性生活

情感的剧集，也有 《摩天大楼》《白色月

光》 等从悬疑视角侧面关照女性权益问题

的作品。

有 一 些 因 “ 套 路 感 重 ” 被 唱 衰 的 类

型 剧 ，2020 年 依 然 争 取 到 了 自 己 的 观 众

和口碑。谍战题材的 《隐秘而伟大》，盗

墓 题 材 的 《重 启 之 极 海 听 雷》 第 二 季 、

《龙岭迷窟》 等作品，均获得不俗的市场

反馈。

对国产剧集讨论热情高：
观众的“打分器”更严苛

2020 年国剧市场，很值得肯定的一点

是，没有盲目、扎堆儿追逐以往“圈粉”的类

型，很多从业者、创作者积极挑战和探索多

元题材，不畏“冷门”，不惧“试错”。

相较于往年，观众习惯照着自己口味

一 头 奔 向 特 定 的 剧 集 品 类“ 取 餐 ”，2020
年，观众既能体验到更多陌生“新店”带来

的惊喜，也会对一些从前不看好的品类投

以关注和期待。

不 过 ， 在 今 年 国 产 剧 答 卷 上 ， 有 些

类 型 、 题 材 剧 集 的 创 作 ， 还 有 需 要 提 升

的空间。

《安家》《怪你过分美丽》《平凡的荣耀》

等剧，撑起了今年的都市职场剧板块，观众

表示终于不是打着上班的幌子谈恋爱了，

越来越贴近真实的职场。不过整体看，优质

职场剧数量有限，国产剧中的职业多样性

还有待拓展。

《中国电视剧风向标报告 2020》显示，

在 2020 年 网 络 剧 播 放 量 前 30 名 中 ，有 16
部是古装剧。古装剧版块，《锦衣之下》《琉

璃》《传闻中的陈芊芊》《三生三世枕上书》

等几部属于高热度剧集，但和 2019 年频出

爆款相比，今年古装剧集总体口碑一般。

有几部开播时观众给予极高期望的古

装 剧 集， 如 《清 平 乐》《大 秦 赋》《燕 云

台》《有翡》 等，均未能取得理想成绩。

比如今年年初时，坐拥强大主创阵容

的 《新世界》，刚开播评分高达 8.2 分，但

由于不少观众吐槽节奏缓慢、剧情冗长，

豆瓣评分一路下滑，如今仅有 5.7 分。

也有一些剧集在播出之际，热热闹闹

的“周边话题”强势掩盖了对剧作本身的

讨 论 ， 例 如 《爱 情 公 寓 5》《我 是 余 欢

水》 等。

当国产剧“菜色齐全”地被端到观众面

前，随之而来的就是水涨船高的评价机制。

在网络空间里大家拿起“打分器”的热情比

往年更加高涨，愿意接纳新类型，同时也对

剧集品质提出更严苛、更直接的要求。

不过，也有一些被舆论场“忽视”或低

估的佳作。

比如，以民国梨园为叙事背景的年代

剧《鬓边不是海棠红》，充分展现京剧文化

底蕴，又将梨园人物和北平城内的时代风

云相互交织于一体。该剧堪称有匠心有好

品相的剧集，评分达到 8.1 分，但也一直未

能登上网络舆论力推的精品剧之位。

又比如，当我们看到今年有热度的古

装剧都不过 7 分多时，其实豆瓣上也低调

存在着两部均为 8.2 高分的古装剧：《侠探

简不知》和《少年游之一寸相思》，两部剧一

共近 8 万人标记看过。

对于“被忽视和低估的精品”，有观众

在豆瓣小组里感慨：“一直在安利，从未被

赞赏。”每年登台的国产剧，难免有如是遗

憾，唯盼后续还会有回眸赏识之人，以及市

场能少一点这般被忽略的角落。

2020 年你追过多少部国产剧？请打分

□ 任冠青

作家金宇澄说，自己特别反感一些过

度简化的评价标签，比如年轻人动不动就

称人是“渣男”。因为人不是这么简单就可

以涵盖的，我们也不该用如此幼稚的词去

解读复杂的人性变化，去草率地评价一件

文学作品。

从这个意义上讲，纪录片《和陌生人说

话》具有它尊重人性的“文学”一面。它讲述

的每一个非虚构故事都颇具戏剧性和离奇

感：“大衣哥”朱之文成名后，生活被乡亲们

360 度直播 ，每日谈不上有多少隐私和个

人空间，可是他依旧选择待在老家，始终不

愿搬离；北漂女生网恋遭遇“杀猪盘”被骗

光积蓄后，展开了一场硬核复仇“反杀”，成

功让骗子坠入情网后送其入狱；88 岁的独

居老人失妻丧子，最终决定将 300 万元房

产送给非亲非故的水果摊主⋯⋯

难得的是，故事虽然离奇，节目的观察

方式却绝不猎奇。它拒绝煽情，不去评判，

而是用温和、克制的方式呈现着最为真实

的生活纹理，以平视的视角深入人性幽微

之 处 ，以 期 带 领 观 众“ 穿 越 离 奇 ，看 到 理

解”。

最初看到“老人将 300 万房产送给水

果摊主”的热搜话题时，不少人都会产生一

丝本能的警惕与戒备：老人会不会被 PUA

了？家人为何没有得到房产？水果摊主是否

早有预谋？“不理解，往往是因为不了解。”

《余生只信陌生人》一集，便穿透了冰冷的

利益计算和动机揣测，还原了陌生人间的

可贵善意与依偎温情。

老人的儿子去世之后，只有这位水果

摊主游先生陪他完成了“白发人送黑发人”

的痛苦旅程；老先生跌倒后昏迷不醒，是由

这 位 摊 主 及 时 发 现 并 送 到 医 院 ，住 院 期

间 ，由 于 亲 人 的 缺 位 ，游 先 生 担 起 了 悉 心

照料的职责；老人之所以邀请摊主一家住

到 自 己 家 中 ，除 了 表 达 感 谢 之 情 ，更 有 抵

御孤独、体味天伦之乐的情感需求⋯⋯

在这一集中，公证员李辰阳还讲述了

更多令人动容的故事细节。一位摩的司机

因为好心搀扶跌倒老人而相识，此后，他们

彼此帮扶，在真心交互中变得有如亲人。老

先生喜欢散步，却总因膝关节脆弱而难以

成行。于是，摩的司机不做生意时，便载上

老人，以十码的“龟速”“哒哒”前行，让他尽

情欣赏两边风景。这一幕，简直比《甜蜜蜜》

中的经典桥段还要浪漫动人。

在社会新闻的简要描述中，这些戳心

时刻往往显得“微不足道”和“不值一提”。

殊不知，这种相互陪伴恰恰是最为真实的，

它们串联起来，才是老人选择将余生托付

给陌生人的关键所在。

“杀猪盘”一集中，节目也跳脱出简单

化 的 社 会 想 象 ，还 原 了 沉 默 的 、被 遮 蔽 的

受害者心境。在描述那场充满谎言与幻象

的 骗 局 时 ，北 漂 女 孩 赵 静 使 用 最 多 的 词

语 却 是“ 真 实 ”：对 方 的 社 交 账 号“ 人 设 ”

是 如 此 真 实 可 溯 ， 彼 此 聊 天 带 来 的 快

乐 、 坦 诚 内 心 时 展 现 的 脆 弱 一 面 是 那 么

真 切 ， 他 所 提 供 的 关 心 和 情 绪 价 值 也 真

实 可 感 。 后 来 她 才 知 道，自己不过是这

场 “ 杀 猪 局 ” 中 被 “ 屠 宰 ” 的 对 象 。 对

方 的 任 务 ， 是 在 与 她 建 立 情 感 联 系 后 获

取 信 任 ， 然 后 诱 骗 她 参 与 海 外 线 上 非 法

博彩活动。

如果仅从行为进行评判，赵静的身上

可能会被贴上两种截然相反的标签：作为

骗局的受害者，她是“愚蠢”而“贪婪”

的，所谓的网恋也显得无比荒谬和可笑；

而作为成功“反杀”的代表，她又是“机

智 ” 而 “ 勇 敢 ” 的 ， 正 是 她 的 冷 静 和 果

断，最终将骗子送进了监狱。

这一看起来无比矛盾的集合体，究竟

是怎么形成的呢？在 《和陌生人说话》 的

镜头下，我们看到了受害者那些鲜为人知

的内心状态。她们之所以容易陷入虚拟的

情 感 陷 阱 ， 并 不 是 因 为 简 单 的 愚 蠢 和 好

骗，而是因为身处大城市中，她们往往是

骄傲而孤独的，她们渴望感情，希望得到

关心。只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总是可遇

而不可求。讽刺的是，屏幕另一端的骗子

之所以会被“反杀”，也是因为他人性的

一面被唤醒，因为他终于卸下了 AI 机器

的一面。

“之前我感觉自己 17 岁，现在的自己

像是 70 岁。”赵静的这句独白，让我们感

受到这场冷血博弈的残酷。而那些本应被

珍视的情感脆弱面，也不该被如此利用、

玩弄和嘲笑。

《鱼缸里的大衣哥》 中，偶然成名的

朱之文在农村老家成为被围观、被凝视的

对象。每日，卖假发、学唱歌、求合作的

各地来客踏破门槛，乡亲们举起几十部手

机对准他“蹭”流量。即便是关上门，也

逃不开天上嗡嗡的航拍器和门缝里探出的

手机镜头。这样不复平静的魔幻生活，朱

之文已经过了 10 年之久。

名气就像一头变幻莫测的猛虎，它既

给朱之文带来了人气与积蓄，又贪婪地侵

蚀着他已然退无可退的私人空间。这头猛

虎无法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他必须充满警

惕地与之博弈。于是，我们看到朱之文摸索

出了一整套处世方式：嘴角永远都在上扬，

“笑迎八方客”“小心驶得万年船”成为他最

朴素的做事哲学，就连翘个腿也要有所顾

忌、说句话都要小心斟酌。

让 很 多 人 感 到 不 解 的 是 ，即 便 对 360

度直播生活深感不适，即便完全有能力搬

离出去，朱之文依旧没有一走了之。相反，

他出资购买公共健身器材、修路、建学校，

继续在家乡深深扎根。因为到了 50 多岁的

年纪，家乡的左邻右舍、一砖一瓦、一草一

木皆已成为牵挂。对于成名带来的种种无

奈，朱之文的选择是直面，而非逃离。

每一个看似匪夷所思的决定，背后都

有其“存在即合理”的原因。以不解作为开

端，用温和砸开偏见，《和陌生人说话》正是

以一种缓慢的、不着急的方式，引导观众剥

洋葱般触达陌生人柔软、真实的内心，去发

现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其实，在审视、对话

陌生人的同时，我们自己的内心又何尝不

在接受审视？

为什么要和陌生人说话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放映的影

片 是 《飞 驰 人 生》 ⋯⋯ 电 视 里 正 播 放 着

‘555 京 港 拉 力 赛 ’ 的 赛 事 ， 赛 车 在 弯 道

上疾驰着，幼年的张驰瞪大双眼，痴迷地

看着电视⋯⋯”

“一座古香古色的院子，一男子身穿古

代服装，仰面躺在地上，满身血迹，穿着现

代服装的秦风蹲下身子，查看死者，秦风站

起来，左右踱步，审视着排成一排的家丁、

丫鬟，以及男子的夫人，最终停在一条狗的

面前⋯⋯”

这不是电台，也不是广播剧，而是正在

播放中的电影——专为盲人制作的《飞驰

人生》无障碍版和《唐人街探案 2》无障碍

版。对普通观众来说略显多余的画面解说，

在人物对白的间隙传递着关键信息。这让

电影艺术之旅，也带上了曾被遗忘在光影

角落的视障人群。

从 2011 年开始，中国盲文图书馆在每

周二上午，为盲人朋友们放映一场有解说

词的电影，至今已放映了 1000 多场。不过，

图书馆的放映厅只有 90 个座位，一周只放

映 一 场 ，还 得 到 现 场 才 能 看 ，这 对 于 全 国

1700 万有着不同程度视力障碍的人来说，

“看”电影的机会实在太少了。

从 2020 年 12 月 3 日 起 ， 他 们 将 有 一

个 新 的 选 择 ， 在 线 上 “ 无 障 碍 剧 场 ” 观

看。首批片单包括 《我不是药神》《飞驰

人生》《唐人街探案 2》 等院线电影，片

单将持续更新，计划未来 3 年推出 100 部

无障碍视频内容。

中国盲文图书馆口述影像项目部主任

乌日娜介绍，电影是一门视觉与听觉的综

合艺术，让盲人能看电影，要解决的是他

们因为视觉缺失而不能完整获取信息的难

题，比如人物的肢体动作、面部表情、故

事发生的环境，等等。所以，需要为他们

特别制作电影的无障碍版，即在原电影的

基础上，将一些画面用语言描述的方式表

达出来。

在图书馆的现场放映，一般是专业工

作人员和盲人朋友们坐在一起，一同观看

影片，一边看一边现场讲，“讲解必须在没

有对白的空白处插入”；还有一种方式，就

是把解说制作录制成电影的无障碍版，这

样就能随时随地欣赏，而不必有工作人员

在旁——线上无障碍影院即是如此。

所以，解说脚本就是整个无障碍化中

最核心的部分，它的风格、文字、所介绍的

内容，直接影响解说效果和盲人收听后的

感受。中国盲文图书馆现有 4 名专职人员

从事电影无障碍化的工作，乌日娜就是其

中一名脚本作者。

她在工作中总结了一些经验：“在解说

中，我们对故事情节的介绍不用太多。大家

欣赏到的故事是一样的，但每个人对电影

的理解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把太多

的主观想法传递给盲人朋友，而是更多地

把一些客观场景画面，一些人物表情甚至

是微表情，解说出来，让他们自己去体会这

个画面带给他们的感受。”

比如，不要直接说银幕上的这个人很

悲伤，而是描述他微微皱起眉头、耷拉着眼

皮、低下头⋯⋯不同人听到这样的描述，会

有不同的感受。

“ 我 们 在 解 说 中 又 要 避 免 过 于 细 致 ，

其 实 影 片 中 能 插 入 解 说 的 空 白 时 间 并 不

多，需要我们尽量精简语言，把画面中最

重要的信息提炼出来。”乌日娜举了一个

例子，比如主人公走进一个垃圾厂，地上

一片狼藉，有易拉罐、卫生纸、烟头⋯⋯

这个场景也许和故事没有太大关联，主人

公 仅 仅 路 过 而 已 ， 那 就 不 必 介 绍 特 别 详

细；但如果地上的烟头正是一个非常关键

的影片线索，那就需要把这个场景详细描

述出来。

写一部电影的无障碍脚本，乌日娜往

往需要看 5 到 8 遍电影，反复琢磨，“在给

盲 人 现 场 讲 述 一 遍 后 ， 他 们 会 给 一 个 反

馈，我们会对脚本再作调整，最终确定一

个版本。在之后的录制过程中，我们会严

格按照脚本来解说一部电影”。

在写《飞驰人生》的无障碍脚本时，乌

日娜不仅解说了正片，对片尾彩蛋也没有

落下，“当张驰冲向夕阳的时候，所有为梦

想奋斗过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看向

阳光，其实也是看向自己的梦想⋯⋯我把

这个场景也解说给了盲人朋友”。

2006 年 ， 乌 日 娜 刚 到 中 国 盲 文 图 书

馆工作，当时盲人们最迫切的需求是希望

能用电脑聊天、购物、看新闻，于是她和

同事们就教他们怎么用电脑、怎么通过键

盘来操作电脑。需求在不断扩展，盲人也

需要娱乐，“看电影”是他们为数不多的

娱乐活动之一。

疫情期间，线下活动暂停，线上无障

碍影院补上了这一环：不用出家门，解决

了 “ 最 后 一 公 里 ”； 可 选 择 的 影 片 也 更

多，随时随地能打开此刻想看的电影。技

术，让无障碍影院更普惠。

这时候，新的问题来了，盲人朋友如何

独立用手机顺利“抵达”这个影院呢？

事实上，每一部手机都有无障碍功能，

打开之后，可以不用看手机屏幕，就能在语

音“旁白”的操作模式下，完成操作。优酷无

障碍化技术负责人田径杯介绍，视障人群

对文娱类 App 的需求其实更多，但整体来

说，如果 App 没有做无障碍适配，就很难使

用，要做非常费劲的操作才能打开他们想

看的内容。“专门针对无障碍的情况，我们

对播放器的控件作了全新调整，确保每一

个控件都是可以被点击的。”田径杯说，这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作量，细节需要反复

测试和调整。

我也尝试用“旁白”模式操作手机，从

开机开始，到 App 一步一步进入无障碍影

院，看了《飞驰人生》的无障碍版。电影正片

结束，还有彩蛋，这时，解说女声响起：“张

驰的赛车向着夕阳飞去，为了所热爱的事

情，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字幕：此片奉献给

你所热爱的一切。”

有时候，乌日娜会闭上眼“看”电影，在

黑暗中酝酿文字，填补光影的空白；田径杯

在测试系统的时候，也会把手机翻过来不

去看屏幕，切换到“旁白”模式，用盲人的方

式去操作手机。正在建一座无障碍影院的

他们，想让盲人也能热爱电影。

乌日娜记得，有一次放映 《山楂树之

恋》，影片结尾，男主人公慢慢闭上了眼

睛，女主人公抬头，看见天花板上贴着他

们俩的一张合照，男孩每天躺在病床上，

就看着照片。放映结束后，现场很安静，

大家没有动，也没有说话，乌日娜不禁提

醒了一句，“谢谢大家欣赏。”这时，一位

坐在第一排的盲人朋友叹了口气说，“让

我再缓一会儿。”

闭上眼，我们一起看电影

剥洋葱般触达陌生人柔
软、真实的内心，去发现小人
物的悲欢离合。

当国产剧“菜色齐全”地被端到观众面前，随之而来的就
是水涨船高的评价机制。

如何为盲人制作一部电影
的无障碍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