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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

每个人都有一座自己的“城”

《 双 城 生 活 》接 着 来
了，现在，婆婆妈妈的电视
剧一部接着一部。从电视
台反馈的收视率来看，观
众 倒 是 十 分 爱 看 这 类 题
材，这主要也与收视群体
以中老年为主不无关系。
但是，婆妈来了就有好戏
吗？我看未必。

王丽萍的新作《双城
生活》目前正在各地方台
热播，收视率再次稳坐冠
军宝座，原因便在于她找
到了一个有关婆媳剧的新
切入点——— 将视角投向异
地分居的小夫妻，看看他
们是如何应对更复杂的婆
媳以及翁婿关系的。

中 华 民 族 是 礼 仪 之
邦、道德之邦，自古以来就
以孝敬父母的美德著称于
世。一部反映“婆婆妈妈”
的好戏，一个很重要的方
面 就 是 要 反 映 生 活 的 本
质，通过家庭成员血缘亲
情的艺术表现，透视出传
统伦理的不朽
主 题 ，而 这 种
主题性的意义
又是建立在骨
肉情感的基础
上，是一种人
人都能够触
摸 和 感 受
到 的 人 间
真 情 。所
以，这是一
个永恒的、
常 新 的 、
开 放 的
主题。正
如 许 多
喜 爱 看
这 类 题
材的观众
所 言 ：“ 这
哪 儿 是 演 戏
啊，分明就是千千万万个
家庭发生的故事。”一部优
秀的家庭伦理题材的戏，
不仅要给观众留下美好的
艺术享受，更要使观众领
悟到生活的本质意义。

尽管婆媳与婆妈，每
家每户都有说不完的话题
和故事，但关键还是要找
到一个艺术共鸣点，这也
就是艺术的典型性。要使
婆婆妈妈不再婆婆妈妈，
不使观众产生审美疲劳，
就 要 在 剧 名 上 花 一 番 工
夫。为电视剧起名也要有
文学性，比如曾经轰动一
时的电视剧《儿女情长》和

《媳妇的美好时代》都在剧
名上动了脑筋。

剧 名 大 白 话 偶 尔 为
之，朴实无华，这也是一种
艺 术 。现 在 ，婆 妈 剧 有 市
场，于是大家都在直呼其
名，成为吆喝的一种符号，
婆婆妈妈的名字满天飞，
剧名雷同化，最终会伤害
到艺术的品质。

(吴为忠)

婆妈来了

就有好戏看吗

□师文静

就像剧情介绍中所说，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双
城”，这个双城不见得就是
上海和北京之间的距离，或
许它是爱情、事业甚至是生
命成长中所跨越的“双城”。

每个人对爱情和婚姻
的选择向来就不是完全理
性的，郝京妮和徐嘉惠的

“双城”起于爱的激情，在烛
光晚餐、KTV疯狂和为了
使劲凑到一起两地奔波的

背后，一道隐形的城市文化
差异屏障横在两人之间。仅
仅是为了确定是在中午结
婚还是晚上结婚这件事情，
双方家长激烈交锋多个回
合，最终在妥协与讨巧下，
通过婚礼现场调整手表时
间的方式，婚礼让所有人得
到满意。

但是，郝京妮和徐嘉惠
婚后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
隔阂，是用讨巧的方法解决
不了的。马伊琍扮演的个性
鲜明的北京大妞更像是一

个被宠爱的80后，豪爽也偏
执，爱讲道理但往往容易激
动、义愤填膺。她与上海乖
囡徐嘉惠形成鲜明的互补，
后者讲话句句带敬语，礼貌
待人，有耐心，但在家庭中
没有绝对权威。再加上一个
说话字斟句酌、生活中讲究
繁琐的上海婆婆，直耿、脾
气急的北京丈母娘，这一切
构成一个差异性格的“双
城”。

由文化、性格、教育程
度以及地域等各种因素糅

杂在一起，似乎剧中每个人
都自建了一个铜墙铁壁，只
为保护自己，抵御别人。根
本就没有去过英国的上海
婆婆执意坚持生活细节中
的英伦风，而这在看不惯上
海生活的北京人眼中变成
了高傲、抠门的代名词。就
像“清咖”这个词一样，上海
人的生活方式在北京人眼
中变成了另类和不对口味。
而整部剧充满的尖锐的矛
盾、深刻的台词、击中痛楚
的社会话题，更是构建了文

化的“双城”。
但是，铜墙铁壁是可以

穿透的，城堡是可以攻破
的，只要你还因为爱而想要
去沟通。或许“城”本来就是
不存在的，只是心中有诸多
不甘愿。所有人不甘心放下
自己的面子，不甘心去妥
协，不甘心少争一点理儿，
不甘心破坏自己的习惯，不
甘心被别人第一个说出拒
绝或者否定。上海婆婆最终
放开手中的线，放手让徐嘉
惠去北京。从每晚十点半必

须回家，不回家就得写检
讨，到理解儿子并支持儿子
去北京陪伴亲家，上海婆婆
击碎了她密不透风的城墙。

现实中，大多数人不看
好“双城生活”，认为它会早
衰，会提早完蛋，会消磨掉自
己对于爱情和生活的渴望和
坚持，但是能够耐心地沉住
气过好一段“双城生活”，何
尝不是生命的绝唱？从此城
到彼城，从此心到彼心，从此
岸到彼岸。移不动一座城，可
以移动自己的心。

近日由涂松岩、马伊琍
主演的《双城生活》以异地
恋为题材，展现出南北文化
的差异。从欢乐的氛围中刺
痛着如今大多数正在处于
异地恋的年轻人，那些南北
结合的家庭也终于找到了
一个宣泄的出口。

不过艺术向来都是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双城生
活》被热捧的同时也遭受着
质疑，譬如北京观众觉得，
编剧把北京人写得太土太
二甚至有点缺心眼，上海观
众也认为，不是所有的上海
人都那么矫情和斤斤计较。

南北文化差异的恋情
乃《双城生活》最典型的特
点，大家每晚窝在沙发上磕
着瓜子看着上海婆婆、北京
丈母娘一个如何“作”，一个
如何“大气”。前几集广大观
众看后纷纷发表感叹，“原
来全国各地办婚礼的时间
还不一样啊”，“其实不光上
海是晚上办婚礼，跟北京只
有一个小时距离的天津，也
是晚上办婚礼的呀”。剧情
慢慢展开之后，观众嘴巴停
止磕瓜子而开始产生疑问，
凭什么上海的婆婆人头熟、
地界广？北京丈母娘就低层
次、没品位？甚至有网友感
觉编剧有“黑京”嫌疑。

同样有网友提出，有的
桥段依然免不了洒狗血，穿
插的矛盾点纯属于老生常
谈，有的台词前后不搭，譬
如，张北燕前一集说30年没
有见女儿了，后一集又说你
知道我偷偷来看过女儿多
少次？男女主角部分表演也
不够真实，与《裸婚》和《媳
妇的美好时代》相比较，剖
析现实不够犀利，总之觉得
少点什么不够过瘾。

剧情中除了南北两个
家庭的碰撞外，还穿插着小
三、捉奸、婚外恋等过于老
套的剧情。另外，马伊琍、涂
松岩两个 30岁的成年人把
角色诠释得如同 3岁孩子，

“一个工资不到4000元的普
通工薪阶级，还高呼半个月
北京半个月上海为洋气生
活，太幼稚太不现实，尤其
是涂松岩买葱回家蹦蹦跳
跳边走边唱歌那段真的雷
倒一大片。”

不过，质疑归质疑，电视
剧永远是只供大家茶余饭后
的消遣，导演用极致的手法
去表现，观众不妨用宽容的
心去面对。剧中各种矛盾、
对立的关系，涂松岩与母亲
母子间互不理解但怎么也
剪不断的亲情 ;涂松岩与老
丈人间处处对立又给予对
方的依靠 ;涂松岩与马伊琍
夫妻间暗潮汹涌却相亲相爱
的逗趣等等。这些都属于电
视剧戏剧冲突的成分，也是
出于艺术的需要，只要能引
起大家的讨论或共鸣，能够
让观众为之笑，为之骂，这不
挺好吗？ (腾腾)

《双城生活》遭质疑

剧情老套不够犀利

年轻人想起双城生
活，一定是浪漫的。两个
国际大都市，距离产生
美。但是对在生活中时
时需要沟通协调的人来
说，这只是自我安慰。漫
长、艰辛的分分合合，欲
望被现实揉搓得支离破
碎。在最浪漫的时候，他
们把来往的飞机票、火车
票、大巴票都保存起来，
觉得这是丈量爱情的长
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生
活变成一天天的日子，
寂寞、孤独、经济、时间，
都 慢 慢 变 成 争 吵 的 理
由。这时候身边出现的

有心人，顺势成为婚姻
爱情最大的敌人。

双城生活，一个在北
京，一个在上海，不是你
来就是我走，距离产生
美，一切都会美好。但是
事实上双城婚姻并不像
想象般美好。北京上海都
是大都市，两地的人都有
各自的骄傲，南北文化、
生活、性格、语言、接人待
物、礼仪等千差万别，却
都有包容性。当距离和传
统再混杂上婚姻、家庭、
婆媳这些元素时，你就能
想象这部剧该有多“乱”
又有多真了。

没有惊心动魄的情
节，没有生生死死的纠
缠，要在婆婆妈妈中不显
得趣味低下，在家长里短
中不让人觉得情节琐碎
拖沓，而且通过凡人小事

能够体现中国人的情感
变化和大时代的变迁，不
夸张，不胡编乱造，让观
众觉得既描摹了他们的
生活，又表达出人心中温
暖善良的东西，谈何容
易？幸运的是，《双城生
活》基本上做到了。

看《双城生活》，最大
的感受就是全剧充满戏
剧性，不过也很生活化，
剧中的人物不是普通老
百姓的原型，衣食无忧，
但是上演的却是老百姓
的生活。婆媳间、翁婿间
的相处，是所有人婚姻生
活需要面临的课题，不会
因为物质生活的富裕而
减少烦恼。婚姻是要经过
磨合的，就像两个城市间
的文化激荡一样，包容才
会有幸福。

有很多人质疑《双城

生活》剧情太假，不够写
实，其实这有点吹毛求疵
了。电视剧和现实本来就
是两种东西，如果它和现
实一丝不差，看起来还有
什么意思？对于很多双城
生活的人来说，结果可能
更多是无奈和残酷。电视
剧最后给了观众一个可
爱的结局，这个甚至有点
假的结局算是给现实一
个安慰吧。

《双城生活》里清咖
有句台词：天好地好，不
如小家好；人情再多，不
如自家人亲！这部剧的
最大“功德”就是给在异
地恋中苦苦挣扎的人们
一个美好的幻觉，看完后
还需直面“惨淡人生”，回
到现实中来。如果真把它
当做教科书，那就真的太
傻了。

《双城生活》:是安慰剂不是教科书
本报记者 邱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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