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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紫、井柏然主演的《女心理师》播出之
后口碑两极分化，引发争议。国产剧中，心理
题材非常罕见，对于很少接触心理知识的普通
观众来说，《女心理师》中的很多案例让人深
有感触，看过之后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启发，
但作品的表现手法又削弱了剧情的现实感，
让人生出“花俏炫酷的包装不如写实表达”
的遗憾。

《女心理师》在播出之后便引发媒体和社
会的关注，一方面是由于该剧改编自作家毕淑
敏的小说，毕淑敏本就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对
该领域有专业的见解；另一方面，在日新月
异的社会变革中，越来越多的人从向外寻求
帮助解决问题，转变成向内探寻自我获得自
洽，心理问题已经成为年轻人越来越关注的
时代问题。

很少有国产剧能像《女心理师》这样深度披
露一个行业的大量秘辛。比如在该剧开篇，女
主角贺顿通过建议信任关系、稳定对方情绪、建
立共情、评估危险程度以及给出建议的步骤，成
功干预了女生尤娜的自杀行为，这一系列的步
骤，基本符合心理咨询师干预自杀的基本流程
操作；当贺顿向尤娜的父母解释心理问题的时
候，使用火柴来代表不同的个体，从而将存在的
问题外化并且更容易让当事人认同与接受；而
当贺顿成立心理咨询室挑选家具时，剧情安排
主人公专业解读——选什么样的沙发、做什么
位置与咨询者畅谈等，能够体现一个心理咨询
师的专业水准。心理学是对人性有深刻认识的
科学，《女心理师》从具体案例出发，去探寻各种
心理问题的根源，剧中很多专业桥段都获得了
业内人士的认可。

尽管剧情抓住了原生家庭和社会压力引发
的种种心理问题，切中了社会脉搏，但《女心理
师》播出后并没有收获一致好评，部分观众在网
上甚至给出了超低分，其中的原因来自于该剧
的剧情设置与表现手法略显“业余”。剧情前两
集，就上演了男主角通过人工呼吸抢救女主角
的剧情，剧中一幕幕“意外”都是一般青春题材
中的常规套路，目的是让人物在剧集开篇就能
迅速产生关系或者升级人物关系，这些俗套剧
情让这部心理剧的开篇看上去不那么专业，甚
至会让人误以为这又是一部披着职业剧外衣的
青春偶像剧。

可能出于首部心理题材剧的不自信，《女

心理师》找来了擅长悬疑题材的导演柯汶利，
给作品穿上了花哨的外衣，除了借助了青春剧
类型，一些案例还要包装成具有悬疑色彩的探
案故事，甚至在一些画面中表现出部分“阴
间”气息。

为了凸显主人公心理师的作用，贺顿一出
场就强行立“专业人设”展开自杀干预，挑战了
很多人对心理师的认知，称得上是整部作品最
大的败笔，再加上一些“炫酷”的特效手法，“男
主会飞、女主有天赋异禀的‘顺风耳’”，这些削
弱作品真实感的人物设计最后都沦为槽点。

剧中还有一个展现导演功力的长镜头，勾
勒出存在心理隐忧的人物群像，费力不小，却没
能引发观众普遍共鸣。可以理解主创试图通过
调动各种手段，把缺乏戏剧感的心理咨询故事
表达得丰富一些，但结果适得其反，心理师成了
神探，心理剧成了探案剧，作品因为失焦而显得
悬浮，导致大量网友追剧“两集弃”，《女心理师》
的差评皆集中于此，而挺过故事开篇的观众大
都给出了不低的评价，这就是《女心理师》口碑
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

总体来说，《女心理师》的题材选择和播出

都可谓正当其时。心理学作为一个并不主流的
学科，在这两年因为一系列社会问题越来越引
人关注，《女心理师》中很多案例都有现实依
据，可以引导观众审视性格中的缺陷或者内心
深处存在的问题，看过之后相当多网友都有恍
然大悟的感受，并展开自我反思。从这个角度
看，《女心理师》打开了心理治愈这个长期被
忽视的剧集题材，无论口碑高低，作品播出掀
起的热度已经意味着成功，它让人看到了当代
人渴望读懂人心、了解自我、获得疗愈的巨大
需求。

心理剧也许会成为剧集市场的新赛道，它
主打温暖治愈，题材属性既敏感又细腻，从表现
手法上来说，真情实感的表达要优于影像叙事
上的炫技和人物塑造上的强行起范儿。对于

《女心理师》来说，如果不把心理师拍得那么神，
不把心理博弈过程拍得那么迅捷高能，而是用
更写实的态度、更平实的表达踏踏实实讲故事，
可能会触动观众更多的共鸣。

如果说《女心理师》是一部心理题材入门级
作品，那么希望它能在剧集市场上起到抛砖引
玉的作用。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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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慕尼黑华语电影节日前在德国南部城
市慕尼黑成功举办。本届电影节负责人之一、慕
尼黑孔子学院文化项目经理康伟在接受记者专访
时表示，虽然德国疫情严重，但没有阻止德国影迷
们对中国电影的热情。

康伟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德国对电影院观
众人数有限制，本届电影节在筹备时就决定继承
上届的做法，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并
且有意识地向线上倾斜。

本届电影节线下展映包括“致敬经典”和“佳片
欣赏”两个单元，共展映了8部影片，包括在开幕式上
展映的中日联合制作的人文艺术佳片《又见奈良》、
中国电影资料馆为本届电影节推荐的传奇影星阮玲
玉早期默片《小玩意》，以及荣获第49届鹿特丹国际
电影节导演费比西奖的《花这样红》等优秀影片。

线上影片展播分为“人文纪实”“艺术片院线”

“娱乐在线”等单元，放映了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
心、全国艺联及中国电影资料馆等单位选送的27部
影片，包括在中国国内深受欢迎的《你好，李焕英》、
荣获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奖
的《红花绿叶》，以及获得第34届华沙国际电影节主
竞赛单元亚太电影联盟大奖的《秋田》等。

本届电影节除了为观众展映多部华语电影佳
作外，围绕电影这一主题还开展了观众与专家的
线下交流活动。旅居荷兰的电影制片人姚若瑶与
德国多家宽屏电影院线运营商马蒂亚斯·赫尔维
克一起，就华语电影节的核心理念、电影作为文化
桥梁的意义以及在线电影点播等问题与观众进行
了面对面的交流。作为本届电影节的选片人之
一，姚若瑶指出，电影作为历史上发展最快及传播
最广的媒体之一，通过不同的视角，让观众对异国
的文化多一分理解。

慕尼黑华语电影节创办于2013年。慕尼黑孔
子学院联合慕尼黑大学汉学系、慕尼黑工大校园
影院俱乐部、慕尼黑翻译学院、慕尼黑电影博物
馆、慕尼黑市立图书馆、中国电影资料馆暨中国电
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巴黎

“中国银幕”纪录片电影节等合作伙伴，至今已成
功主办了9届华语电影节，影响力逐年扩大，成为
慕尼黑孔子学院的文化精品项目。如今慕尼黑孔
院也利用自身搭建的电影节在线平台资源，面向
德国域内影迷开启了每月一期的“在线华语影院”
展播，回顾电影节往年选拔出的佳作，并推广艺术
片领域的新人新作。

慕尼黑孔子学院主办的华语电影节已成为让
越来越多的德国人通过华语电影了解中国的平
台，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据光明日报

让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华语电影了解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