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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与争议并存

《庆余年2》刚刚完播，《墨
雨云间》便以“爆火”之势迅速
接下了这波“泼天流量”。开播
短短两天时间，站内热度破万，
创下了平台今年最快破万的剧
集纪录。除了各平台热搜，观众
甚至围绕主要角色开始了造
梗，比如王星越喜提“古偶曹
贼”的新赛道。但争议也接踵而
至，围绕该剧在演员表演、剧情
逻辑等方面的问题，一些观众
也认为该剧片面追求快节奏和
强剧情的“爽”。

热度走高，争议不断，这熟
悉的画风出现在于正作品上，
反倒让不少观众觉得“对味”。
于正和他的“于正剧”一直都是
饱受争议的。

在观众一般的认知中，制
片、编剧都是默默守在作品背
后的，银幕荧屏前的影视作品
和演员大红大紫，而幕后的制
片和编剧大多只在业界闻名。
显然于正并不是一个只想待在
幕后的人，他打破常规，像明星
一样为自己在公众前树立形
象。采访中的于正都是高调的，
敢直言不讳地褒奖自己和自己
的作品。在国产剧序列中，“于
正剧”早已被作为一种现象在
讨论，而就在近几年于正作品
数据走低、被认为“过时”的时
候，《墨雨云间》再度证明了其
在内容开发上的某些特质。

相对于一个纯粹的编剧或
者幕后创作者，于正的底色显
然更为复杂。他不惮于将自己
运营为一个营销IP，帮助作品
完成最快宣传和引流，对于外
界的看法，于正表示完全不在
乎，也非常坦然地接受自己的
招黑体质，“观众喜欢我的作品
就好了，不需要喜欢于正，生活
中有无数喜欢于正的人。”

从“余征”到“于正”

于正，本名余征。1997年考
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他，
彼时的愿望是“做个知名的演
员”。然而缺乏表演天赋的他，
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反而阴
差 阳 错 地 踏 入 了 编 剧 行 业 。
1998年，在行业内崭露头角的
于正签约香港TVB担任编剧，
翌年，跟随香港著名导演李惠
民学习，并在其创立的工作室
担任编剧。2003年，傅星与于正
联合编剧的电视剧《带我飞，带
我走》播出，这是于正首部担任
编剧的影视作品。

2002年，“于正工作室”应
运而生，于正由此正式踏上了
职业道路。如今观众口中的“于
正剧”，是指由“于正工作室”制
作出品的影视剧，在这些影视
作品的片头，观众经常可以看
到“于正作品”的图章字样。于
正在社交平台上说：“‘于正工
作室’是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很
大的团队，每年都会出品若干
优秀的电视剧、电影，除了我自
己担任编剧的剧，也会购买其
他优秀的剧本来拍，唯一不变
的是精彩的故事和精良的制
作，且所有的题材确定和演员
选择我都会亲自把关。”

从《美人心计》开始，于正
开始被观众所认可，2011年“爆

火”的《宫锁心玉》将他推上事
业顶峰。此后于正一直维持“高
产”，尽管外界的“吐槽”从未停
歇，但“于正剧”依旧收到了市
场与收视率抛出的橄榄枝。

于正在微博中说：“一个合
格的制作人懂剧本、懂导演、懂
美学、懂表演，才能拍出一部具
有自己强烈风格的剧集。”今天
的于正在影视创作中的角色已
经远远地超出了编剧本身，身
兼制片人、出品人以及艺术总
监的他，既支配与统筹着影视
创作过程中的所有环节，又指
导规划着“于正剧”的艺术风格。

“于正模式”

于正把自己作品的成功秘
诀归纳为三点：刺激性的故事、
新 鲜 的 视 觉 、和 谐 搭 配 的 演
员——— 这构成了所谓的“于正模
式”。

在叙事策略上，“于正剧”强
调过山车般的刺激感，多而密的
桥段，明快的节奏，让观众总有
意想不到的情节，才能产生引人
入胜的效果，让观众看得过瘾。
从《大清后宫》《锁清秋》再到《胭

脂雪》《陆贞传奇》，于正一路将
男女主角“虐”到底。剧情千回百
转，奇峰迭出，桥段多而密。同
时，“于正剧”的女性叙事角度，
为女性形象的塑造提供了足够
的空间，充分展示出女性角色的
魅力、肯定其价值追求，符合当
下观众的喜好。

在演员的挑选上，于正也别
有要求。他多次提到，首先演员
一定要美，其次演员搭配要和
谐。于正认为市场永远是“大明
星不抵小清新”，新鲜感、青春气
息非常重要，一定要推陈出新。

“于正剧”至今仍然保持着一部

剧捧红一个女演员的纪录，比如
杨幂、赵丽颖、袁珊珊、吴谨言
等。

比起纯粹的幕后编剧，于正
更接近于一个为市场而生的制
作人。他曾说：“最重要的是剧本
故事好看，电视剧观众就是王
道，要抓住观众的心。”为此，他
研究收视率和观众心理学，结合
当下观众的情感需求创作。对于
外界的批评，于正认为是好事，

“要做得更好，把痛苦变成创作
的养料，这种心理暗示能促使我
更好地工作。”比如《宫锁心玉》
出在大众市场对穿越题材最感
兴趣的时候，《延禧攻略》则是在
观众对玛丽苏虐剧厌烦之后打
出的大女主爽剧牌，《鬓边不是
海棠红》踩中了耽改的最后几波
红利。有人评价于正是“为商业
而艺术”，他愿意去捕捉当下最
火热的话题和题材，面向观众需
求，拿出完成度相对较高的东西
来配给市场。

根据对市场的观察，于正也
在调整“于正剧”的制作模式。比
如开始引进外部导演，包括《墨
雨云间》的侣皓吉吉和执导《五
福临门》的杨欢。而在侣皓吉吉
的镜头下，《墨雨云间》确实有不
少非常养眼的“名场面”，在保持
快节奏的同时提升了视听体验。

“爽”剧的逻辑

改编自网文、不断创造高收
视率的爽剧，有其内在爆火的逻
辑。一方面，创作者善于捕捉生
活中的热点、痛点，捕捉写字楼
里年青一代的生存焦虑，以穿越
的形式，在古装剧里让现实中的
弱者实现职场跨越。比如《延禧
宫略》《庆余年》《知否知否应是
绿肥红瘦》等皆改编自穿越网
文，主人公在故事中实现升级打
怪。另一方面，在表现形式上，这
些爽剧也越来越像目前被称为
爆款的微信公号文看齐，在公号
文里，是“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你”这样粗暴简单的结论，在剧
作中，是所谓金句，比如《延禧攻
略》里，“先开口的人，就已经输
了。”比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
瘦》里，“有些事情越是明白，心
头便越是荒凉。”

《墨雨云间》有着很强的“于
正牌爽剧”痕迹。剧集改编自千
山茶客的小说《嫡嫁千金》，是典
型的复仇爽剧，剧情推进和起伏
堪比短剧。相较于以往的长剧，

《墨雨云间》把全剧的节奏做了
细密的切割，不仅情节容量大，
而且在每一个剧情小单元里都
有频繁的情节反转，让观众的情
绪始终跟着情节走，在对人物产
生认同的基础上，最大程度保证
了可看性和沉浸感。除了王星越
饰演的男主肃国公萧蘅，薛芳菲
与“前夫哥”沈玉容、表哥叶世杰
和仅出场几十秒的“狂徒”都有
情感拉扯，播出后人物关系很快
引发观众玩梗，加速了《墨雨云
间》的话题出圈。爽感拉满，观众
其实只需要跟着故事狂奔。社交
平台的高赞短评中，有观众称

“女主那种对抗命运不公的韧
劲，真让人心情舒畅”。

于正靠着“吃鲜桃一口”的
内容策略多次踩中市场风口，尽
管他放言“我没做过一部赔钱的
电视剧”，但除了高收视率、高热
度，如何实现口碑逆袭也将成为
于正接下来无法回避的问题，

《墨雨云间》或许是一个不错的
契机。

近日，由吴谨
言、王星越等人主
演的古装剧《墨雨
云间》火热开播，
成功拿下暑期首

“爆”的好成绩。在
观众们热议剧情
的同时，于正也再
次证明了自己的
市 场 号 召 力 。自
2011年来，于正凭
借着《宫锁心玉》
一 炮 而 红 ，随 后

《陆贞传奇》《延禧
攻略》等陆续“出
圈”，其个人创作
风格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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