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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最近，朋友向陈津隆重推荐了《觉醒年代》，因

为知道他喜欢鲁迅。于是，陈津在下班后吃外卖的

时候顺手打开了剧，当看见“书局中的青蛙呱呱，

蔡元培演说时的蚂蚁爬爬”，还有鲁迅先生后园的

那两棵枣树时，这些“闲笔”让这个 90 后文学男青

年停下了筷子。

对此，《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隔空”解释，该

剧实拍的第一镜，是骆驼蹄子踏入镜头；第一集结

尾，陈延年喝水时发现碗里有一只活着的蚂蚁，小

心翼翼地用手指挑出，放生到路边的野花上；第二

集中，陈独秀把青蛙扔到了院子的水池中⋯⋯“动

物是隐喻，至于隐喻背后的含义，希望观众看的时

候能有更多元的解释”。

《觉醒年代》，一部讲党史的主旋律正剧，豆瓣

评分 9.0；优酷站内数据显示，在该剧发布弹幕的

人 群 中 ，90 后、95 后 的 占 比 是 全 站 基 准 值 的 1.6
倍。

这不是个例。近来吸引这届年轻观众的，还有

讲扶贫的《山海情》《江山如此多娇》，讲行业的《巡

回检察组》《暴风眼》⋯⋯主旋律剧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青春过。

这个故事与我有关

80 后刘玲玲跟着家中老人开始看《山海情》，

没想到越看越上瘾，甚至熬夜二刷，“这部剧演员

不像演员，感觉就是村民”。

刘玲玲的日常工作是与群众打交道：“扶贫工

作其实也是群众路线的实践，考验体力和脑力，我

想看看人家是怎么解决的。”看到“种蘑菇”，刘玲

玲和身边的很多妈妈们，又开始去给孩子买种蘑

菇的材料了⋯⋯

90 后姑娘范雪没想到，自己会逢人就“安利”

一部当代国安题材剧《暴风眼》，“最初只是好奇国

安是干啥的，后来发现看了开头猜不中结尾，可能

还有反派人物没有露出马脚，越看越好奇，到底还

有谁是间谍。”

剧中的反派人物乔西川，之前戴着一个面具

假扮老年人，摘掉面具的镜头着实吓了她一跳；而

男主角对包括家人在内都隐瞒了自己的国安身

份，这让范雪觉得，干这一行的人很神奇，“这类剧

非常需要‘出圈’，让我们去了解一个群体”。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暴风眼》总编剧梁

振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谍战剧的年代剧非常

多，但当代国安题材是非常稀缺的品类。以前这类剧

的人物和观众年龄层偏大，但《暴风眼》的主角设定

都是 30 岁左右的青年，他们入行五六年，有着婚恋

的需求，有着正常人的生活，只是在这个“职场”肩负

着特殊使命。

梁振华说：“现在的年轻观众不会接受过于观念

化的作品。所以，得让他们看到一个曲折动人的故

事，附着在这个故事上的观念才会深入人心。”

在《暴风眼》中，鼎华集团里的每个人都有可能

是间谍，你是一个普通人，这一刻是宁静的，却站在

风暴中央。“当观众觉得这个故事与自己有关，有了

代入感，就一定能提起兴趣，国家安全与普通人息息

相关。”梁振华说。

自从开始追《暴风眼》，范雪就对国安工作肃然

起敬，“以前觉得他们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影视剧的

普及让我们更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剧里的人说国

家利益高于一切，真的不是说说而已。他们也应该得

到更多的理解和关心”。

立体的人物，诚意的细节

张永新说：“在创作之初，我就跟全组的人说，要

摒弃传统的逻辑，竭力寻找两个方面的表达：第一，

堂堂正正地宏大叙事；第二，塑造立体的人。”

什么是立体的人？“不只是表现他们的高光时

刻，还要把他们性格的多面性表现出来，涉及他们的

家庭生活、个人性格，我们是不避讳的，包括人物性

格中的瑕疵。”张永新说，当然，这种创作首先建立在

对史料的梳理上。

《山海情》美术指导王竞曾对媒体说：“就没拍过

这 种 戏 ， 又 要 盖 房 子 ， 又 要 种 蘑 菇 。” 在 《山 海

情》 中，村民家里的“炕围子”，一些家具、生活

用品是去西海固的老村子挨家挨户收集回来的。金

滩村的场景搭起来后，附近居民会开车来参观，一

位老大爷一下车就哭了，说一下子就想起当年的

苦，感觉穿越回去了。

对于细节，《觉醒年代》 也是较真儿的：北大

学生怎么喝水，教室怎么取暖，教授的桌子上摆了

什么⋯⋯有一场戏，蔡元培在北大校园里吃饭，用

的铝饭盒，剧组就需要查证，那时候到底有没有铝

饭盒；类似的细节还有那时候中国有没有铅笔、暖

水瓶，那时候的电影招牌怎么写⋯⋯

这些细节在片中也许只有几十帧，但张永新以

为：“一种历史风情、一种意境的营造，离不开这

些点点滴滴。在不经意间，观众能潜移默化地接收

到这些点点滴滴，就会相信这个故事。”

脱贫题材的《江山如此多娇》讲的是 2016~2019
年的故事，与观众的时间完全同步，观众对细节就更

挑剔了。制片人张筱玺说，为了让观众觉得这是“真”

的，剧组找了真的县委大院、镇政府大院来拍戏；演

员罗晋跟着一个村支书去上班，了解他的工作状态，

如何与村里的贫困户沟通；种猕猴桃三年没收入，老

乡如何不理解⋯⋯“很多人看了之后一拍大腿，这不

就是我们村的事吗！”

创作者的诚意，观众是能感受到的。在芒果

TV 站内，《江山如此多娇》 播放量达 5.3 亿，实时

热度居电视剧排行榜前列，同类题材表现最佳；在

湖南卫视播出时，11~30 岁的观众占比 21.4%，是

2020 年 以 来 年 轻 观 众 份 额 最 高 的 一 部 脱 贫 题 材

剧。而因为该剧的热播，“碗米溪村”的主取景地

湖南牧笛溪村，瞬间成了网红村，旅游创收超过

3000 万元。

年轻人拍年轻人的故事给年轻人看

梁振华归纳，主旋律剧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

是承载国家重大使命或者重大时间节点的传播任

务，比如建党百年的 《觉醒年代》；二是传递不同

行业的行业精神，比如检察官的 《巡回检察组》、

国安人员的 《暴风眼》、缉毒警的 《破冰行动》；三

是贴近普通人生活、涌动着民生情怀，比如 《山海

情》《江山如此多娇》 等扶贫题材剧。

在梁振华看来，主旋律剧一直传递的是主流价

值观，只是近年来更走向“市场”。首先，创作观

念与时俱新，不再机械地传递观念，而是结合人物

形象、结合时下观众审美，一些“梗”也适合互联

网传播；其次，题材其实与观众关注的社会议题密

切相关，比如国家安全问题、民生问题；最后，千

万不要低估当下年轻人的接受能力，他们不只是喜

欢架空甜宠，他们也能亲近家国情怀，只要提供了

高品质的作品，他们不会拒绝。

“不要把主旋律剧和商业剧看成两种剧，‘市场

化’不是贬义词，主旋律剧也可以用类型剧的创作

方式。创作者有操守，观众有审美，在创作者与观

众的双向互动中，主旋律剧就会赢得观众。”梁振

华说。

《暴 风 眼》 编 剧 姜 大 乔 是 一 个 85 后 ， 在 他 看

来，“年轻观众看美剧和韩剧比较多，更喜欢快节

奏，所以我们要更高效地推动剧情；而不论任何

剧，如果正方全是正义，反方一定邪恶，这戏可能

就没法看了，所以在设计人物的时候，我们会深挖

他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江山如此多娇》 的制片团队也很年轻，制片

人张筱玺就是 85 后。她回忆，在创作时与编剧一

起去采风，走了 400 多个村落，与当地的村支书、

扶贫工作者一对一地走访，“看到了大量 80 后、85
后、90 后，甚至还有人献出了生命，给我们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这届年轻人真的了不起”。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王声啸的研究课题是扶贫

工作，他也是 《江山如此多娇》 的忠实观众。“现

在很多一线的扶贫干部是 80 后甚至 90 后，我也跟

他们下去做过一些调研，发现他们立志为老百姓做

大事做实事，并不是做大官。从他们的故事中，我

看到了诗人尼采所说的‘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

代’。”

在 《觉醒年代》 中，除了小动物，观众还惊喜

地第一次看到了鲁迅后园中的那两棵枣树，毕竟

“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是在互联网上

流行的鲁迅名言之一。张永新透露，当初在横店拍

摄时，遍寻横店找不到那样的枣树，只能特地从山

东买了两棵运来。由此，我们才能看到那个长镜

头，从开始动笔的鲁迅缓缓往窗外拉，院子里一袭

清冷的月光洒下来，打在枣树上，而纵深景中的鲁

迅奋笔疾书的正是 《狂人日记》。

《觉醒年代》 中的角色，相当大的比例是年轻

人。有一场张永新自认为拍得还不错的戏，是陈延

年烈士的父子告别。“影视剧中有一个技法叫‘闪

回’，这里用的比较新的叫‘闪前’，就是看到了 N
年以后的情况。这场戏，包括我们组里很多年轻

人，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这些 100 年前的年轻

人的故事，希望获得今天年轻人的认可。”

主旋律剧凭什么让年轻人追到“上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林雅华最近在和

中学任教的同学聊天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老师家长都力推孩子看《觉醒年代》，孩子竟然难

得‘听话’，和家长一起坐下来，看得津津有味——

代际之间形成目光的交汇”。

《觉醒年代》凭什么吸引年轻人，或者说，当下

收视和口碑双赢的主旋律剧，究竟有什么秘密，让

年轻人如此“上头”？

在林雅华看来，主旋律剧首先是影视剧，要遵

循的是艺术创作规律。比如，以往主旋律剧以脸谱

化的单一方式去呈现人物性情，而现在更加多元

化，既有琐碎日常的人间烟火气，又有家国天下的

慷慨激昂处。

“从这个角度看，主旋律剧就像一座桥梁，能

让观众从人间烟火气走向慷慨激昂处。”林雅华

说，而这座桥梁建得比较成功的另一方面，是呈现

了一个图景，“不同派别人物的交锋，神仙吵架，火花

四 溅 ，让 观 众 看 到 历 史 书 上 的 人 和 事 是 如 此 活 生

生。”

第二个原因，当下的主旋律剧在题材上有填补

空白的意义。比如，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前后，在与

各种思想、“主义”的交锋中是如何胜出的，关于这个

“建党前传”的问题，尤其是从思想和文化的角度探

讨“建党前传”的问题，此前影视作品并没有如此大

量、具体、生动的呈现。

林雅华说：“《觉醒年代》一类的作品，让观众对

各种‘主义’有了一个真实可感的方式去把握、去了

解。跟随着这些剧作，年轻观众也随之进入了一场思

想的旅行，可以说，这是一段极富启发意义的思想之

旅、红色之旅。”

第三个原因，林雅华认为，当下是一个主旋律剧

大放异彩的历史契机。如果没有脱贫攻坚战取得全

面胜利，《山海情》一类的作品也就没有如此坚实的

依托，年轻人也不会对此形成话题的场域。在国家与

社会昂扬奋进的总体氛围中，新的话题随之产生，新

的“流行”亦随之产生。年轻人是社会中最活跃的文

化群体，他们对国家与社会的变化也是感受最为敏

锐的群体，在某种意义上，这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

“同频共振”。文化领域的现象更是如此。

为了“打入”年轻人的圈子，主旋律剧也逐渐善

于“娱乐”。“娱乐，不是娱乐化，可以理解为一种更成

熟的引导方式：去寻找年轻人感兴趣的话题切入点，

构建起一个话题热度，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并在社交

媒 体 等 多 平 台 营 造 出 一 个 氛 围 ，精 准 到 达 各 个 圈

层。”林雅华说，“大环境建好了，近年来爆款主旋律

剧的诞生，不是横空出世，而是有迹可循。”

第四个原因，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林雅华认

为，当下的主旋律剧是对革命传统叙事的重新建构。

说到“中国”，我们总是会想起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

史概念，但现在，“中国”的概念有了更丰富、更坚实、

更现代的元素。

“除了古典的中国，还有近代的中国、新中国建

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之

后的中国、新时代的中国⋯⋯亿万中国人民所创造

的历史的进行时，正在构建新的传统。”林雅华说，

“这些新的传统和旧的传统，包裹联系在一起，就形

成了我们所期待的一种新的史观的建构。这种新的

史观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走向下

一个百年的重要出发点。”

随着国力提升，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可以“平视”

这个世界，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已经被唤起。主旋律

剧就可以带领他们回到更丰富的历史现场，去真实

地触摸中国从近代以来所走过的历程，尤其是去真

实地感受建党一百年来，这片古老大地如何焕发新

生。年轻的观众能够感受到历史原来不是印象中的

那么僵硬、那么单薄、那么单向，它有很多丰富性，而

这些丰富性是真正打动人的地方。

林雅华也提醒影视剧的创作者们，千万不要把

年轻观众看得那么肤浅，觉得他们只喜欢娱乐，“你

在展开历史的丰富和深刻的同时，你也唤醒了他们

的丰富和深刻，一旦唤醒，有些东西‘砰’地一下就产

生了。这不是精英主义的立场，而是真正的人民的、

普遍性的立场”。

有个中学教师告诉林雅华，现在的孩子们生活

在一个非常碎片化的时代，很难静下心来阅读大部

头 的 作 品 ， 他 们 显 然 更 愿 意 接 受 短 视 频 的 “ 轰

炸”，既“丧”且“佛系”，甚至面临着多层面的

“内卷”。但让这个老师感到奇怪的是，在娱乐化的

世界中生存的孩子们，为什么愿意坐下来和父母一

起看一部主旋律剧？

林雅华看完剧，觉得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无论是

《山海情》还是《觉醒年代》，剧中都有一个很突出的主

题——年轻人应该怎样活着。看剧时，父母坐下来回

忆他们的青春，孩子们所面对的正是自己的青春。”

“个人层面的痛苦和烦恼，每一个时代都有，每

一代年轻人都在时代的大潮中找寻青春的意义，生

命的价值。”林雅华说，“当下，身处巨大竞争压力中

的年轻人，在主旋律剧中，看到他们所不熟悉的风云

激荡的时代，看到上一代年轻人追寻意义的过程。这

在某种意义上为他们打开了视野，让他们看到了青

春意义与生命意义的深刻书写——那就是在为祖

国、为人民的奉献中，在为理想和信仰的奋斗中，克

服琐碎和平庸，从而获得某种超越。”

在好看和“上头”之后，主旋律剧的价值和意义

终究会凸显出来，年轻人其实一直在寻找活着的意

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奉献精神、牺牲精神，从这

些主旋律剧作中，带着温度和情感，穿越历史而来。

它所回答的问题是：你的青春应当怎样度过。

《觉醒年代》《山海情》回答的是：

你的青春应当怎样度过

□ 夏 南

从图坦卡蒙墓到秦始皇兵马

俑，考古学家的发现一次次刷新

我们的认知，这也让人对考古有

了更多浪漫的想象。可是，考古学

家自己的故事却往往被他们所发

现的传奇所掩盖。

于是，人们脑洞大开。在网剧

中，“考古学家们”一次一次深入

地底，在错综复杂的地下宫殿和

迷宫中进行着印第安纳·琼斯式

的冒险。看时的过瘾避免不了看

过 之 后 的 满 脸 问 号 ：Bug 也 太 多

了吧？

真正的考古学家是如何工作

的呢？最近一部热议的英国电影

就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

《发掘》（The Dig）的故事发

生在二战爆发前夕的英格兰东部

萨福克郡的乡村。富庶的庄园女

主人伊迪丝·普雷蒂自幼就是一

位考古发烧友，但她没有经过专

业训练。庄园的土地上有一片年

代 不 明 的 古 代 墓 冢 ，传 说 400 多

年的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就曾在

此发掘过，挖到了什么也没有留

下记载。

于是，伊迪丝找到了巴希尔·

布朗。巴希尔同样非考古科班出

身，只敢称呼自己为“发掘人”，但

是 他 有 相 当 丰 富 的 田 野 工 作 经

验。经过简单试掘，他感觉这片墓

冢的年代比原先想象的要久远许

多。于是他力排众议，在伊迪丝的

坚定支持下最终发现了公元七世

纪的盎格鲁-萨克逊时期的萨顿

胡船葬墓——也被后世称为“英

国的图坦卡蒙墓”。之后大英博物

馆的专业考古学家介入，赶在战火波及之前抢救出

了震惊世界的“萨顿胡宝藏”。

与夺宝类的“考古”电影相比，《发掘》或许显得过

于平淡。在精致摄影的衬托下，全片没有谈得上激烈

的戏剧冲突，甚至没有一个绝对的主角。然而，它对考

古的写实却是非纪录片类影视作品中极为少见的。

结合文献传说和地望特征分析的遗址勘探、抢

救性发掘、实验室考古、公众考古、出土文物的保

护⋯⋯出人意料的是，很多时下在中国考古新闻常

听到的高频词都在这部讲述英国考古人的电影里得

到生动的反映。抛开时代背景不谈，这几乎就是考古

标准流程和先进理念的严谨科普。

战争阴云笼罩下，一场国宝拯救行动在英格兰

乡间上演。之后，萨顿胡宝藏在伦敦地铁里躲过了不

列颠空战的侵扰，并在伊迪丝去世后完整向世人展

出。这是否会让我们想起殚精竭虑护送故宫文物南

迁的历史功臣? 而当保存完好的古船从泥土里现形

的时候，是否又有了几分中国南宋名船“南海一号”

从沙子里被清理出来的样子？片中的一位女考古学

者佩吉被招进了发掘队伍，仅仅是因为她身体较轻、

不会压坏船上的木头。反观今天女性考古学家的价

值在这个男性主导的圈子里是否仍在被低估？一个

远方的故事却在某些瞬间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共鸣。

人们常说，考古不同于寻宝。考古所揭示的价值

远比世俗意义上的宝藏要珍贵许多。无论是拉尔夫·

费因斯还是凯瑞·穆里根这样的一线演员，在本片中

只能统统让位于真正的主角——萨顿胡宝藏。出土的

面具、金银器、拜占庭印章等等耀眼的文物使得这里

成为英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然而，他们贵为“国

宝”并非因为这些惊艳的外表，诚如片中的考古学家

所说，它们的发现让曾经被定义为野蛮时代的盎格

鲁-萨克逊时期有了文化。英国现存最早的文学作品

《贝奥武甫》中描绘的王朝史诗也不再是无本之木。

片中，当巴希尔在发掘遇到困难之时，他的妻子

有这样一句台词：

Your always told me your work isn't about
the past or even the present. It's for the future,
so that the next generations can know where they
came from. The line that joins them to their fore⁃
bears. （“你总是跟我说，你的工作不关乎过去，甚至
无关当下。它是着眼未来的。后世子孙可以借此知道
自己从何而来。它是连接后世人们与祖先的纽带。”）

这或许就是对考古工作者最高的赞歌。他们一叶

知秋，站在一个不起眼的时间节点上便看得到岁月长

河的来龙去脉，深埋地下的过往皆为明天的财富。

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 100 年。在今天的中国

大地上，每年有近千项新的考古发掘开展。中国考古

学家的足迹已经踏上了 20 多个国家的土地。但是，

这一切成就的发轫都是一个世纪前在河南仰韶村发

现的那些距今 5000-7000 年的彩陶。自此，中国厚重

的历史有了像殷墟和二里头这样的注解，更有一个

个像良渚和三星堆这样从未见诸史料记载的辉煌时

代陆续显现。

过去的百年里，中国不知见证了多少属于自己

的“萨顿胡宝藏”。一代代的考古学人从地下揭示文明

肇始的气象万千。我们是不是也欠他们一部《发掘》这

样的电影？我们习惯于在博物馆里惊叹于先人的伟

大，但别忘了那些“手铲释天书”的幕后英雄是谁。

《发
掘

》
：

深
埋地下的过往皆为明天的财富

□ 沈杰群

“起风了，那乌家就破产吧。”“这雨也来得太
快了。”刚完结的热播网剧《赘婿》里，男主角宁毅
借风雨说事的台词，是他人生的两个关键节点：起
风了，宁毅打败皇商乌家成为江宁首富；下雨了，
宁毅成功助武朝朝廷收复霖安。观众说，搞事业的
宁毅，“A爆了”。

最近，还有一部由女频网络小说《庶女攻略》
改编的影视剧《锦心似玉》，也是主人公搞事业的
优秀代表——“罗家有个十一娘，手可绣锦绣，心
可容家国”，一个原本处处受歧视的“庶女”，靠自
己的能力和情商一步步赢得他人的尊重。

如今，在古装剧的江湖里，主角们专心、霸气
搞事业的故事越来越受观众青睐。当我们看古装
剧的时候，不仅是为了穿梭回特定的朝代“观光旅
游”，也不止是看男女主人公或甜宠或互虐的“情
场”，其实更想看一看家宅和宫墙里的另类“职
场”。

所以，成功的古装剧“职场”江湖里，他们和她
们如何搞事业？

主打事业的剧情线，在网络小说的世界里并

不新鲜，只要作者敢写，主人公就能开启“金手指”，
在朝堂之上或者江湖之远混得顺风顺水。但是，其中
具有特别吸引力的“搞事业”之作，则是能让观众在
主人公看似一帆风顺的剧情里，猝不及防被他（她）
人性里珍贵的一面打动，或是“戳中”自己对于人生
成长和事业晋级的思考。

《赘婿》就是一个把小人物敢闯大世界的经历写
得波澜壮阔的例子，主人公宁毅打怪升级的过程，并
非单纯的“智商降维打击”的大爽文套路。以生意人
为“出厂设置”的宁毅，因拥有不同于多数人的心智、
涵养和格局，“业务范围”也很快超越了苏氏布行的
小环境，甚至延伸到朝堂。

《赘婿》原著篇幅长达几百万字，IP 影视化是将
小说的江宁篇、霖安篇和武都篇作为第一季故事来
改编。在江宁篇，宁毅的事业主要围绕“家”展开，他
从最初安逸度日的赘婿，逐渐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帮
苏檀儿一起创业，重振苏家商号；又扶持聂云竹和一
众赘婿们自力更生，创立竹记，双管齐下，拿下“衣”
和“食”两大领域，打败皇商乌家，成了江宁的首富。
在十余集的篇幅内，宁毅实现成功人生的三连跳。

随着宁毅一行人来到霖安，“家”线开始往“国”
线过渡。在危机四伏的霖安，宁毅完成了自己的升级
和成长，他先锋的现代思维，不再只是运用于商业领
域，而是投射在面对穷凶极恶的贼寇，如何卧底敌

营，从中周旋、瓦解危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宁毅
从一个只为保全家人的普通人，成长为拯救霖安的
英雄。

若说专注事业是男频网文和影视剧的常规项
目，那么在女频 IP 中，“大女主”们又开辟了怎样的
事业版图？

在古装武侠剧里，如《扶摇》《有翡》，女主们的事
业目的感非常纯粹，独立勇闯江湖，“天下我有”，热
血、自由与志向，丝毫不输男儿，一路和江湖中英雄
少年们共同砥砺成长。

而女性宫廷剧，例如《甄嬛传》《延禧攻略》《清平
乐》，被囿于深深后宫中的大女主们，其戏剧精彩之
处就在于，把自己与帝王的婚姻转化为理性战斗的
职场。《甄嬛传》 里前期受挫后期目标明确、野心
勃勃的“钮祜禄·甄嬛”，《清平乐》中心性和业务
都让观众叹服的“人力资源总监”曹皇后，都是

“深宫职场佼佼者”。
在这一类“深宫职场”剧情中，皇上似乎不再只

是大女主们的老公，而更接近于她们的老板、上司；
大女主出手解决后宫里烦人的大大小小琐事，也就
成了公司运营过程中的一道道坎儿——每摆平一项
业务，每收拾干净一桩人事纠纷，女主的职场价值就
加一分。

与宫廷题材对应的，还有“庶女宅门题材”，《知

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锦心似玉》 是代表作品。
该类型里女主们搞事业的起点都相对较“低”，压力
山大——古代严格的礼教制度下，嫁入侯府的庶女
少不得遭白眼。她们历经千难万险，最终赢得家宅上
下的信任和尊重，治得了家，亦看得清朝堂，有本事
和丈夫一起协助明君巩固政权。

和宫廷剧相比，“宅门”环境略宽松些，女主
还可以有机会开启一点“副业”，比如 《锦心似
玉》里的罗十一娘，拥有玲珑慧心和精湛的刺绣技
艺，还“兼职”开绣坊仙绫阁，教授其他自力更生
的姑娘们刺绣技艺。

古装剧里女子们有滋有味生活、有板有眼搞事
业的模样，圈粉程度往往远胜于男女主撒狗粮和强
灌“工业糖精”的感情戏码。在隽永的古风天地里，姑
娘们不再只是小鸟依人的娇媚点缀，除了谈恋爱，她
们还要谈“热爱”，勤劳踏实又冰雪聪明的她们，漂漂
亮亮书写自己的事业版图。

从前，我们看古装剧，看的是古风“氛围感”，看
的是不同于现代剧的时光穿梭趣味。而今，我们开始
对古装剧里的职场江湖津津乐道。这又何尝不是我
们现实需求的一种投射？看古装剧主人公们搞事业，
恍如翻阅一本能关照自我和当下的“答案书”，同时
也延伸出一番幻想：我若置身于那个朝代，是不是也
能借助现代思维，解锁世人瞩目的成就呢？

在古装剧江湖里，我们都想好好搞事业

考古是着眼于未来的。

◀ 《觉醒年代》 剧照

▲ 《暴风眼》 剧照

鲁迅后园的两棵枣树，种在今
日青年的窗外。

无论是 《山海情》 还是 《觉醒
年代》，剧中都有一个很突出的主
题——年轻人应该怎样活着。

影 单

文化观察

在古装剧的江湖里，主角们专
心、霸气搞事业的故事越来越受观
众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