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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剧回应火热现实

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都市与城市群迅猛崛起。以都市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变迁给文艺创作

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阔的视野，反映这种变化的都市剧也逐渐成为颇具观众基础的热门题

材。在新世纪以来二十多年的创作积累中，都市剧不断生产着流行文化，承载着不同时期的民

生关注，也被大众文化心理影响着、改变着。近期，《一路朝阳》《装腔启示录》等新剧集结登场，

让人们眼前一亮。这些作品从生活、家庭、工作、爱情、理想等方面入手，加大对都市女性的探

索力度，使各种女性话题在媒介传播推动下持续进入公众视野。置身于“潮流之中”的都市剧

如何走出旧有窠臼，写出“更进一步”的现实，创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探索还在继续。

从市井风俗、家庭伦理到都市轻喜剧、爱情
神话，再到今天聚焦女性成长与情感，国产都市
剧在市场竞争、社会心态变化以及消费文化兴
盛等因素作用下不断演变，其创作足迹呼应着
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女性社会
地位不断提高，女性活跃于各行各业，参与越来
越重要的社会分工。都市剧创作也与时俱进，
积极回应这一变化。从2010年的《杜拉拉升职

记》起步，都市剧中的女性形象跳出“家长里
短”，进入社会各个行业，使“职场”成为继“家
庭”之后都市剧又一个热门创作空间。于是，出
身平凡但性格善良的职场新人、行业精英成为
荧屏常见的女性形象。在“励志﹢成长”的叙事
模式下，她们大多从底层逆袭，获得事业爱情双
丰收。历经《欢乐颂》《我的前半生》《北京女子
图鉴》，再到近年的《流金岁月》《三十而已》《理
智派生活》《安家》《平凡的荣耀》《爱很美味》，都

市剧经过长期的市场探索，已经能够娴熟地将
女性情感与民生热点、时尚潮流结合起来，以类
型元素的拼装组合为叙事动力，不断制造社会
话题，使观众获得情感共振和心灵共鸣。

随着媒介发展变化，越来越多人尤其是女
性喜欢通过观看影视剧，来寻找身份认同和情
感共鸣，获得情绪价值。在这一背景下，都市剧
迅速感应并呈现侧重女性题材的创作趋势，这
不仅是女性思维方式转变的结果，同时还是社
会文明进步使然。如何穿透之前的概念壁垒，
让这些女性故事进一步切中新时代生活的本
质，有待创作者进一步挖掘。

“职场”成为继“家庭”之后又一创作空间

都市剧对于人物，尤其是女性角色的呈现，
与我们如何理解社会发展与个人生活的联系有
关。进城、在城市中漂泊、换一座城、去有风的
地方，在迁徙的过程中，都市人的情感也在不断
变化。《我在他乡挺好的》以主体性视角，展现女
主人公跟长期被忽略的自我人格进行对话的过
程。《一路朝阳》讲述女性坚持不走捷径、勇敢做
自己的故事，表现感情关系中的独立平等、自尊
自爱。《江照黎明》讲述女性遭受家庭暴力、展开
自救的过程，反思两性相处的各种问题。《熟年》
提出女性寻找自我的命题，探索都市人生更多
的可能性。在都市剧中，越来越多女性人物的

故事不再以情感归属为休止符，而是既追求身
份的转变、心灵的成长，也有经历人生磨难后对
自我价值的重新定位和再次追寻。

如何平衡“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是现实
题材都市剧要解决的难点问题。曾经有一段时
间，部分都市剧悬浮于一味浪漫幻想之上。比
如塑造靠男性角色帮助、一路躺赢的大女主人
设，轻而易举就实现人生逆袭的爽感剧情，这
些内容忽略了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述，让作品
失去质感。而近期受观众喜爱的都市剧，大多
将创作视野聚焦冒着人间烟火气的现实生活，
审视快速的社会发展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催

生出的各种新的社会关系，提出“都市背景中更
多内在的文化冲突、价值冲突是如何而来，又将
经历怎样的变化”“新旧观念冲突中应该选择怎
样的人生、过什么样的生活”等问题。比如，《流
金岁月》里离开女儿和婆婆的南孙妈妈，真的能
放飞自我吗？《熟年》里一辈子独立的倪伟贞、

《一路朝阳》出国的吴剑秋，到底幸不幸福？走
到今天，都市剧表现的社会心态和人物心理逐
渐从一味地浪漫幻想转变为理智地观照现实。
对于都市生活的新思考已经在一些作品里萌
芽。尽管这种转换还暴露出不成熟和不充分的
问题，但都市剧已经开始为现实生活中都市人
的价值选择提供依据和借鉴，引导观众以更从
容的心态探索精神困境的化解途径和人生奋斗
的正确方向。

从一味浪漫幻想向观照现实转变

都市剧未来的创作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完
善改进。一是突破类型束缚，使创作进一步回
归真实的都市生活。都市在高速发展，给人们
的生活方式、情感经验、心理感受带来深远影
响。商业类型的固定格式难以承载这些丰富而
动态的内容。所以，创作者应该打开思路，大胆
创新，使故事走向更加开阔的社会舞台，关注人
的主体性、精神状态，寻找都市经验的超越性价
值。唯有如此，才能让观众更加理解都市人与
都市的关系。

二是当下我们面临的各种现代性问题早已
超越了“个体”的层面，所以创作者不应沉迷

于一己悲欢，而应以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高度
去审视人生、城市，为我们呈现完整的社会图
景。不同行业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在经历
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心灵与物质的碰
撞。都市剧应该对这种现代人的形象进行全新
塑造。

三是思考“更好生活”的定义，探索现代
社会的精神构造。对“更好生活”的追寻是都
市剧永恒的主题。创作者需要警惕拜金主义、
过度的消费享乐对创作的影响。须知，如今的
都市远远不止高楼大厦、灯红酒绿，还有无处
不在的信息网络，川流不息的跨境物流，日新

月异的现代科技，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等。只
有逐渐学会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准确捕捉都
市精神的变化，理解世界的丰富性，才能发现
真正符合人性本质的生活，使创作更具现实主
义的力度。

整体而言，所居之城于我们早已不是简
单的物理空间，它的运行秩序和发展逻辑正
在形塑我们的观念，指引我们未来的发展方
向。在此意义上，都市剧是一种进行时态的
写作，它审视着我们的生活和时代，捕捉并
积蓄推动人们成长和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
希望都市剧创作再接再厉，记录更加生动丰
富的社会文化，挖掘出更多文化价值和中国
经验。

据光明日报

对“更好生活”的定义成为都市剧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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