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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几部热剧颇有默契，都聚
焦职场。韩剧《迷雾》讲述新闻女主
播在职场与爱情中的沉浮；美剧《傲
骨之战》通过几位女律师的故事折
射 美 国 社 会 的“ 新 常 态 ”；日 剧

《Unnatural(非正常死亡)》展现热血
法医勇敢追踪“非自然”死亡背后的
社会真相。三部行业剧获得的关注
不小，评分也不低。正在播出的《傲
骨之战》与刚刚完结的《Unnatural》
分别得到了9 . 6和9 . 2的高分，就连
争议最大的《迷雾》也曾一度飙到9
分以上，虽然被指“烂尾”，目前评分
也维持在7分以上。这样的分数让不
少国产行业剧望尘莫及。

网络评分当然并不足以成为评
价影视作品的标准，但这几部大热
剧集的种种成败之笔，还是为行业
剧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行业剧最重要的是展现一个行
业的潜在伦理。”在最近召开的一次
国产电视剧论坛中，一位编剧说出了
目前国内行业剧普遍疲软的症
结——— 华丽的职业套装加上俊男靓
女的情感纠葛，能撑起一部好看的都
市情感剧，却触不到行业的地心。的
确，一个高度发展的行业所产出的不
只是救死扶伤、匡扶正义等社会实
用价值，更有维系行业内部发展的
精密伦理体系。当专业特定的体系
与大众刻板印象、日常共识或从业
者的私人情感发生矛盾时，所释放
的戏剧冲突才是符合行业逻辑的。

《迷雾》的崩盘与《傲骨之战》的
成功，恰从正反面对行业伦理的重
要性进行了例证。《迷雾》中的女主
角高慧兰是某电视台当家新闻女主
播，她头脑灵活、手腕强硬，在行业
残酷的森林法则中为自己杀出一条
血路。只是，高慧兰的职业身份一直
被不职业的操作与撕裂的三观“打
脸”。为了逼走觊觎自己主播之位的
后辈，她先是在直播时用议程之外
的问题故意刁难后辈，之后又在直
播前五分钟赌气离开，威胁上司换
掉后辈，这样的操作看似霸气，但极
易酿成播出事故。也就是说，在私人
恩怨与职业道德的选择题中，高慧
兰果断放弃了后者，这看似坐实了
女主角强势的职场形象，其实恰恰
违背了最基本的行业伦理。之后，高
慧兰为自己的做法辩护——— 拼命保
住主播之位，是为了“维护社会公
正”的新闻初心，这无疑让该剧的行
业伦理意识进一步崩溃。

与之相比，《傲骨之战》的行业
叙事专业得多。这在主人公的关系
处理中就可见一斑。律师卢卡与戴
安曾因为几场官司中的对立立场针
锋相对，两名女律师之间火药味很
重，但当律所合伙人咨询卢卡要不
要聘用戴安时，卢卡却给出了肯定
的回答。原因很简单：专业性面前，
个人情感靠边站。更重要的是，剧中
人物不会动不动扯出“理想”与“正
义”的口号做大旗。当新人律师对正
义的判断产生疑惑时，经验老到的
戴安这样回答她：我一度认定有罪
的人，结果却是无辜的；而我坚信是
圣人的人，他们反而不是。这就是为
什么你不能相信直觉，而是要多等、
多听、多观察。

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与观察视
角有关，不同的行业为观众提供了
切换视角、刷新认知的可能。能否抓
住先天的视角优势，亦是检验一部
行业剧功力与格局的重要指标。

日剧《Unnatural》收获的高口
碑，就与其透过行业之窗，折射社会
百态的格局有关。剧中的几名法医
自称是“脏、累、危险、没假期、规矩
严、不化妆、不适合结婚”的人群，却
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与严谨判断，
揭开了一个个险些被掩埋的真相，
牵扯出日本社会保障体系漏洞、性
别歧视、校园霸凌等尖锐的社会问
题。除了复杂案例提供的观赏性，

《Unnatural》也让观众对法医行业
有了新的认识。在日本，80%的非自
然死亡尸体都不会被解剖，法医的
社会地位与收入都不算高，却对自
己的行业认同感爆棚。在“面对死
亡”却“背负未来”的职业特性下，法
医这一职业人群的形象也鲜明生动
起来。

“被同龄人抛弃”映射扭曲的成功观

□许民彤

近日，美团收购摩拜单车
的消息刷爆网络，一篇题为《摩
拜创始人套现15亿背后，你的
同龄人正在抛弃你》的公众号
文章被广泛传播，借胡玮炜和
其他人的例子，作者向读者发
出警告：摩拜单车的创始人胡
玮炜仅仅三年，就把企业做成
了当红的创业公司。这次收购，
她可能从中套现15亿。三年前
还是普通记者的胡玮炜，不动
声色地走到旁人难以企及的高
度。就是这样，你的同龄人正在
无声无息地抛弃你，从来都不
会打招呼。对此，作家兼赛车手
韩寒表示，这是在贩卖焦虑，甚
至是在制造恐慌，“没有赚到大
钱就叫被同龄人抛弃了吗？”摩
拜创始人胡玮炜转发韩寒微博
并回应：“感谢。别为了流量，扭
曲了价值观和美好生活。”

这不禁让人想起前段时间
著名作家梁晓声的一篇文章

《做一个平凡普通人，有那么令
人沮丧么》，分析当下所推崇的
所谓“不平凡”现象、扭曲的拜
金主义以及关于所谓“不平凡”

“成功”的扭曲的文化价值观
念，指出我们每一个人都“对平
凡的人生深怀恐惧”。梁晓声
说：“近十年来，一直所呈现着
的种种带有文化倾向的流弊，
那就是——— 在中国还只不过是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阶段，在
中国人普遍还不能真正过上小
康生活的情况下，中国的当代
文化未免过分‘热忱’地兜售所

谓‘不平凡’人生的招贴画了，
这种宣扬几乎随处可见。”

梁晓声曾问一位同行是怎
么走上文学道路的，他答曰：“为
了出人头地，哪怕只比平凡的人
们不平凡那么一点点。而文学之
路是我唯一的途径。”还有一位
年轻学子跟梁晓声对话时说，

“如果在三十岁以前，最迟在三
十五岁以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
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

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最
终，所谓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质
量，差不多总是被归结到如下
几点——— 住着什么样的房子，
开着什么样的车子，有着多少
资产，于是社会给以怎样的敬
意和地位，于是，倘是男人，便
娶了怎样怎样的女人……”各
种媒体上，被反复宣扬的，即谁
摆脱平凡了，就理所当然地是
当代英雄；谁依然平凡着甚至
注定一生平凡，就是“狗熊”。媒
体近年以各种方式介绍了太多
所谓“不平凡”的人士，而且，这
种肯定的评价最终总会落在他
们的资产和身价上。这是一种
随波逐流、嫌贫爱富、被金钱左
右得晕头转向的文化。它们不
遗余力地去为“不平凡”的人们
大唱赞歌，并且在“较高级”的
利益方面与他们紧紧联系在一
起。“还有俨然代表‘文化’的文
化人和思想特别‘与时俱进’的
知识分子，话里话外都在帮衬
着造势。”这乃是中国包括传媒
在内的文化界、思想界的一种
势利眼病……梁晓声对当下这
种社会心理、文化价值观念的

剖析，令人深思。
如今，像梁晓声所说的这

种文化流行标准非常有市场，
其直接表现就是造成了扭曲的
成功观念的流行、庸俗成功学
的泛滥，社会上充满了错误的

“成功”导向，片面追求“唯成功
论”，社会大众对于成功的定义
越来越迷茫、混乱，“成功”的价
值标准扭曲变形为赤裸的功
利，甚至，为了所谓的“不平凡”

“成功”“走红”，可以不需要原
则、不择手段。对此，梁晓声指
出：这是漠视甚至鄙视和辱谩
平凡人之社会地位以及人生意
义的文化倾向，是反众生的，是
与文化的最基本社会作用相悖
的，是对于社会和时代的人文
成分结构具有破坏性的。

所以，我们必须牢记的是，
“人类社会的一个真相是，而且
必然永远是——— 牢固地将普遍
的平凡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确立
在第一位置，且不允许它被其
他任何因素动摇或颠覆。这乃
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不二立
场。”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
人生如何度过，可以追求成功，
也可以甘于平凡。就像韩寒所
说：“很多人也都在努力干活、
认真生活，成功的定义绝不只
是套现几亿十几亿。身价千亿
的首富，面对一个园丁、一个美
编、一个程序员，都不存在抛弃
不抛弃的关系，时代里不同人
就是有着不同的分工和命运，
也各有不同的幸福。安于现状
或不甘如此都是每个人自己的
内心意愿，他人不可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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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飘落之前，善终权握在谁的手中

□钟倩

一提及生与死，人们经常
会引用泰戈尔的诗句“生如夏
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然而，真正体悟或抵达此种境
界，势必要经历漫长而刻骨的
生命体验。很多时候，人老去后
重病在身，自主权就很难掌握
在自己手中。琼瑶的新作《雪花
飘落之前：我生命中的最后一
课》就是最好的见证。书中讲述
丈夫平鑫涛插管440余天里，琼
瑶所遭遇的爱的博弈以及对过
往生活的回顾，她呼吁社会重
视老年人的“善终权”，用正能
量的方式对待死亡。

近几年来，安乐死、临终关
怀、善终权、舒缓疗护等越来越
多被人提及，但是，落到现实
中，就会面临世俗观念、不孝罪
名和心理煎熬的三重考验，“爱
情教母”琼瑶自然也不例外。这
本书缘起她在脸书上发的帖子

《写给儿子和儿媳的一封信》，
此帖曾引来各界质疑，“你一旦
写出了真实，虚伪会像一群猛
兽般跳出来反噬你”。背负沉重
包袱，她坚持写出来，从昔日母
亲失智的精神之痛，到平鑫涛
住院她去探视时遇见不会笑的
老人，再到丈夫患上血管型失
智且大面积中风后的创痛，琼
瑶“现身说法”，真情流露。

平鑫涛出院后，先是尿道
炎被误诊，拔掉胃管和尿管后，
他只能吃流质食物；而后入院
做核磁共振打显影剂，再次受
罪。待出院后，他又神经面瘫，
失去记忆，不能进食，琼瑶当起
特别护士，喂食、唤醒、护理，

“我每天帮他点人工泪液，每
晚，我用美容胶带帮他把右眼
贴起来，他才能睡觉。那时的

他，可怜极了，因为疹子是从口
腔发出，痛到无法吞咽，必须先
含一口麻醉剂，两分钟后吐掉，
才能吃一口液体的食物。”她想
尽一切办法，不惜花钱买来太
阳灯、老人椅、快凝宝，发明“金
锁、金锁，卡拉一锁”智力游戏，
将地下室改建成电影院，发动
家人组建“让爷爷快乐俱乐
部”，但这些都无法攻克病魔。
尽管平鑫涛早已写给儿女“当
我病危的时候，请不要把我送
进加持病房，我不要任何管子
和医疗器具来维持我的生命，
更不要死在冰冷的加护病房
里”，但当考验降临，却分成两
派阵营，一面是琼瑶“爱到极致
时，不是强留病人的躯壳，是学
会宁可把痛苦留给自己，也要
对最爱的人放手”，一面是平家
儿女坚持插管，等待奇迹。最
终，琼瑶含泪投降。

读来令人喟叹。比生死煎

熬更难逾越的是牢不可破的生
死观，比亲情、爱情更难超越的
是我们的心灵关，比肉体痛苦
更难战胜的是精神折磨。就像
琼瑶的独白：“人，很容易共欢
乐，只有当灾难或病痛突然降
临时，才会体会到什么是付出、
什么是拥有。当他手臂紧紧搂
着我的时候，说实话，我觉得我
不是付出的那一个，而是拥有
的那一个。”

每一天、每一刻，我们都是
“向死而生”，而人类普遍忌讳
谈“死”，说回避也好，说迷信也
罢，都是认知的错位与心灵的
关闭。事实上，生命该走的时候
能平安离去，也是一种祝福，善
终是中国人对生命最贵重、最
温暖的祝福。让生命有尊严地
谢幕，“无憾、无惧、无痛”地走
完最后一程，这不是空话，而是
观念上的进阶与社会文明的进
步。

医疗纪录片《人间世》第二
集中有句话令我记忆犹新：“痛
苦和恐惧不来自疾病本身，而
来自人为什么有尊严，为什么
人在死的时候要谈尊严这个问
题。”步入老龄化社会，优雅地
老去，尊贵地离席，是所有人共
同的愿景。但是，通往现实的道
路充满崎岖与障碍，尤其是在
最后时刻的抉择、分歧、挣扎，
每一次都是撕心裂肺的痛苦，
最大的障碍就是世俗的生死
观。当然，也离不开立法制度、
政策保障、亲情关怀等。

“生时愿如火花，燃烧到生
命最后一刻；死时如雪花，飘然
落地化为尘土。”琼瑶记录平鑫
涛的病患经历，既是善意提醒，
也是无形推动，让我们在重塑
敬畏中直面死亡，在学会放手
中维护尊严。

︻
读
书
有
感
︼

琼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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