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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涵

《国色芳华》于近日开播，反
响不错。值得注意的是，这又是一
部大女主经商古装剧。

前有《梦华录》中赵盼儿经营
茶楼，近有《珠帘玉幕》里端午的
珠宝商路、《蜀锦人家》中季英英
成为织染传奇，现有杨紫在《国色
芳华》里变成“牡丹圣手”。接下
来，还有六七部同题材的剧集待
播——— 制墨的、卖盐的、售药的、
开饭店的、出洋货的……看来，古
偶剧真的是盯上了大女主经商这
门生意了。

《国色芳华》改编自起点读书
作家意千重的同名小说。故事以
唐朝为背景，讲述了商户之女何
惟芳(杨紫饰)，在雅冠长安的“花
鸟使”蒋长扬(李现饰)的协助下，
组成“匠人与投资人”的组合，从
培育牡丹起家，最终实现济世报
国理想的励志传奇故事。

何惟芳本是商贾之家备受宠
爱的千金，小名牡丹，却因体弱多
病，被家人安排了一场冲喜婚姻，
嫁入勋贵刘家。可这段婚姻却有
名无实，丈夫刘畅风流成性，对她
不闻不问，婆家更是将她视作捞
取嫁妆的工具，肆意欺凌。但《国
色芳华》摒弃了宅斗剧“虐渣男、
斗极品、拿回来、嫁良人”的套路，
何惟芳选择与“情敌”吉安县主李
幼贞联手，逃出深宅庭院，不再仰
人鼻息。

从第8集开始，何惟芳进入了
创业模式。她身怀培育稀世牡丹
的绝技，找到队友，发觉矮牡丹盆

栽蕴藏商机，转而拉拢“财神爷”
蒋长扬求取启动资金。但蒋长扬
却对何惟芳所说的“一本万利”丝
毫不感冒，直斥其“画饼充饥”，

“你还是换个人骗吧。”何惟芳后
续是如何成功拉到“风投”，凭借
自己的技艺在长安站稳脚跟，进
而惠及同样有着自食其力价值追
求的女性，携手经营花坊、创建品
牌，后面的故事吊足观众胃口。

男主角蒋长扬表面看似是整
日流连花丛、挥金如土的“花鸟
使”，被世人诟病为“佞臣”也浑不
在意。实则他心怀天下，藏巧于
拙，以随性逍遥的浪荡子形象示
人，暗中蛰伏在权力的漩涡中与
各方势力周旋，只为护大唐安宁。

何惟芳与蒋长扬的相遇，起
初充满了功利与算计。何惟芳看
中蒋长扬的权势与财力，希望借
助他的力量打破困境，开拓商业
版图；蒋长扬则看重何惟芳的经
商天赋，将她当作一颗好用的“棋
子”，助自己达成目的。两人你来
我往，互探虚实，人均八百个心眼
子，斗智斗勇的情节让人看得直
呼过瘾。两人将如何从“合伙”走
向“合心”，又会如何施展抱负，共
赴济世，引人充满探究欲。

剧中何惟芳与“前夫哥”刘畅
的“纯恨CP”也很带劲。两人都是
封建婚姻下的牺牲品，被迫捆绑，
相看两厌。而在相处过程中，何惟
芳的人格魅力让刘畅在一潭死水
中激荡起一点微乎其微的爱意，
又为了抓住何惟芳想要逃走的心
而变得疯批。刘畅的人设配上主
演魏哲鸣的脸，而且“纪行长”的
滤镜和光环还在。

《国色芳华》中所展现的唐代
华服盛妆，更是让观众大饱眼福。

《国色芳华》的造型设计指导陈同
勋，曾担任《妖猫传》的造型设计。
剧中女性角色均是高腰襦裙尽显
婀娜身姿，广袖飘逸，纹样精美。

男性角色圆领华袍，纹饰繁复的
面料在金、红、青等纯色的衬托下
显得愈发雍容，尽显世家公子气
质。花钿、面靥、斜红、发髻簪花等
特色抓住唐妆精髓，还有用花汁
为指甲染色等细节，诠释了“淡妆
浓抹总相宜”“绸缎剪裁忙，纱衣
裹皙肤”的盛唐审美韵味。

剧中大婚典礼的用具考究，
人物光影自然细腻，画面古韵浓
厚。剧中提及众多牡丹品种，如

“魏紫”“姚黄”“豆绿”等，每种都
有其独特来历与故事。剧组还深
入研究古籍，何惟芳种花时，从
选种、播种、育苗到养护，每一步
都严格遵循古法。该剧播出后，

“国色芳华好有质感”登上热搜。
《国色芳华》也有美中不足

之处。有观众指出该剧的剧情铺
陈略显寡淡，节奏较平。前期为
了激发女主觉醒，设置了过多的

“虐女”戏份。如母亲救命所需的
珍贵药材，被换成赝品，险些危
及性命；贴身丫鬟玉露被推到水
里丧命，何惟芳却无能为力；丈
夫与“白月光”的奸情也是堂而
皇之，毫不收敛；公婆坏得过于
扁平化，直接是明晃晃的欺骗、
压榨和剥削……这些剧情冲突
令人觉得有些刻意。而且随着何
惟芳与蒋长扬的联手，观众也担
心这部剧又会变成打着大女主
旗号的“娇妻文学”，全靠男主角
大开“金手指”。

《国色芳华》也被认为滤镜太
重，甚至有网友吐槽女主像一颗

“美妆蛋”。以往女演员为了出演
唐代剧都要增肥十几斤，可是杨
紫还维持着仙侠剧的纤细身型，
在剧中就显得过于单薄，撑不起
盛唐的华服和庄重发饰。

在《梦华录》之后，似乎兴起
了一股大女主经商的潮流。《梦华
录》中，刘亦菲饰演的赵盼儿凭借
一手绝妙的点茶技艺和非凡的商
业智慧，在汴京开启了茶铺生意。
她另辟蹊径，摒弃传统茶坊的粗
放经营模式，以“雅”为核心，对茶
饮、茶点进行精心改良。茶名取作

“桂花饮”“桃夭”等，茶点更是精
致如艺术品。同时，她还引入江南
第一琵琶手宋引章现场演奏，为
茶坊营造出高雅清幽的氛围。在
经营策略上，赵盼儿巧妙运用饥
饿营销，每日限量供应招牌茶饮
与茶点，引得顾客竞相抢购。楼上
雅座更是设置高消费门槛，享受
近距离聆听琵琶曲的特权，这与
当下直播间“榜一大哥”的套路有
异曲同工之妙。凭借这些创新举
措，赵盼儿成功将“半遮面”茶坊
打造成文人雅士、富商权贵的云
集之地。

去年播出了《珠帘玉幕》《蜀
锦人家》，今年开年《国色芳华》又
播出。接下来还有讲述制墨的《家
业》、卖盐的《咸雪》、卖洋货的《女
商》、卖药的《灼灼韶华风禾起》、
开饭店的《玉兰花开君再来》、卖
牙膏的《罗家女人》……涉及的行
当几乎覆盖了衣食住行，被称为

“经商古偶101”。
这些大女主经商古装剧，虽背

景各异、故事不同，却有着诸多共
通点。其将女性角色从深陷情爱、
家事纠葛的宫闱后院中择出来，让
她们勇闯商场，施展智慧与才干，
书写由自己主导的人生传奇，让观
众看到了古代女性在商业领域的
飒爽英姿，更加贴合现代女性追求
独立和自我价值实现的目标。

□张莹

英俊帅气的警察陪父亲治病时，
遇到了分手8年的前女友，而这个漂
亮的女医生正是他父亲的主治医生。
在很多观众看来，甜甜的爱情剧就此
展开。

《冬至》这部剧的男一号是高大
帅气阳刚的黄景瑜，女一号是长得酷
似“野蛮女友”全智贤的孙千。这两个
演员的搭档我很喜欢，他们将在剧中
擦出怎样的火花？

这部剧符合爱情偶像剧的结构
特征。从第一集开始，黄景瑜饰演的
江成屹和孙千饰演的陆嫣时隔八年
再相见，江成屹在手术方案上对陆嫣
的专业性屡屡质疑。两个人表面上找
茬内心火热的桥段，让人期待着甜甜
的爱情帷幕拉开。

到第二集两个人参加大学同学
的婚礼，遇到了男二号文鹏。这个角色
的出现更加符合偶像剧的架构———
一个完美而暗恋女一号的男二号。文
鹏是拥有大公司的成功人士，长得又
帅气，对周围向他放电的女生视而不
见，唯独钟情陆嫣，却一直被忽视，从
未被多看一眼。恰恰这时候又多了个
情敌，婚礼上江成屹和文鹏之间的火
药味一触即发，精彩继续。

前几集，《冬至》的剧情继续朝着
偶像剧的方向发展，说实话，男帅女
美，又是重逢，男女主在你来我往的
小细节中，散发着甜甜的味道：陆嫣
夜班回家路过的小巷子，因为太黑被
跟踪，江成屹给她装上了路灯；两个
人回忆大学时体育不好的陆嫣，在江
成屹的陪伴和鼓励下，冲过长跑的终
点投进迎接她的江成屹的怀抱等，虽
然情节不尽合理，但看爱情剧也是一
种享受。

直到第七集，下夜班的陆嫣被人
尾随，吓得她崴脚磕破腿，从画面到
音效都成了恐怖片。这部被观众嗑黄
景瑜和孙千的偶像剧，随后围绕陆嫣
发生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连环杀人
案。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最终凶手
是暗恋陆嫣的文鹏。咱就是说，一个
成功男士，为了暗恋对象，制造了一
系列凶杀案，这剧情，活脱脱把爱情
偶像剧带跑偏了！

此后《冬至》的剧情发展在偶像
剧和悬疑剧之间来回横跳。

悬疑元素就像是浮在水面上的
泡沫，看似华丽，却缺乏深度。虽然设
置了连环杀人案这样的情节，但在推
理过程中却常常一带而过，没有展现
出应有的复杂性和逻辑性。明眼人一
看就知道谁是幕后凶手，没有一步步
解开谜团，体验那种紧张刺激的推理
快感，所以称不上纯粹的悬疑；江成
屹和陆嫣的爱情线，前期进行了大量
的铺陈，却突然转了个弯，只时不时
甜一下，爱情占比很少。不由感叹，看
个爱情偶像剧怎么这么难？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动人心魄
的偶像剧了。似乎，编剧编不出爱情，
导演导不出爱情，演员也演不出爱
情。《冬至》中江成屹和陆嫣旧情复燃
的情节里，两个人约着去看电影，在
昏暗的光线下，江成屹的手悄悄地往
陆嫣那边挪动，两个人像少男少女一
样羞涩，这情节真是俗套到家了。在
编剧看来，爱情就是在电影院悄悄拉
手，除此之外也许再也想不出别的剧
情了。两个演员，男帅女美，在这样尬
的情节里，一点火花都没有。他们都
没心动怎么能让观众心动！

曾几何时，我们的爱情偶像剧是
非常精彩的。

我们这一代年轻时看的最爆火

的偶像剧是《过把瘾》，这部剧成就了
王志文和江珊这对组合，也开创了爱
情偶像剧的先河。还记得当时只要王
志文、江珊出现，就会被剧迷包围簇
拥着。他们合唱的《糊涂的爱》，一度
成为各大演唱会最受欢迎的节目。

《东边日出西边雨》让人记住了
美丽风情万种的许晴，她和王志文
演绎出唯美、缠绵抒情的偶像剧风
格；《爱你没商量》中，宋丹丹饰演的
女演员周华和出租车司机高强（谢
园饰）的一段打破客观束缚的爱
情，让人称赞，这部剧捧红了漂亮
的演员盖丽丽、马羚，至今想起仍记
忆深刻；还有《将爱情进行到底》中
的李亚鹏和徐静蕾，他们演绎了充
满青春活力的爱情故事；《爱情公
寓》凭借都市青春喜剧的特色，一下
子拍了五季，由此可见观众对它的
喜爱程度。

还有《何以笙箫默》《奋斗》《将爱
情进行到底》《北京爱情故事》《最好
的我们》等，毫无疑问，爱情是文艺作
品永恒的主题。曾几何时，青春、爱
情、偶像元素的作品占据很重要的
份额，但爆款爱情剧却消失了，好像
编剧不会写爱情了，演员也演不出
恋爱的甜蜜了。

当然，近两年也有好的表现爱
情的作品：《去有风的地方》像美丽的
风景画；《我的阿勒泰》像流动的情
诗；《玫瑰的故事》像一个女人的叙
事。观众之所以认可这些剧，是因为
在这些剧中，有真情实感，有故事，有
演员沉浸其中的不违和感。

在悬疑和爱情之间横跳的《冬
至》，试图抓住吸引观众的两大元
素，用拍偶像剧的方式拍悬疑剧，是
商业化噱头的讨巧，收获的是不伦
不类的“四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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