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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俊男美女的愛情糾葛為賣點的偶像
劇，向來被認為是戲劇作品中極易 「取巧」
的題材。畢竟大多數 「社畜」 觀眾對電視劇
的期待，不過是辛勤工作之餘的些許消遣放
鬆，相對誇張的表演和離奇的劇情在偶像劇
中都較能得到觀眾的理解，而受眾群體的廣
泛也讓參演的主創們更易積累觀眾熱度。因
此，這一類型的劇作一直備受製作方的青
睞。然而近年來，各大視頻平台的諸多高規
格偶像劇，雖然採用 「大IP+大流量+大製
作」 的 「常勝」 模式，在主演陣容、服化道
（服裝設計、化妝、道具與布景）等方面不
吝投資，但播出效果卻並不一定理想。

情味細膩撥動心弦
那麼，同樣是 「大IP+大流量+大製作」

的古裝劇《夢華錄》又緣何收穫爆款收視？
筆者認為，《夢華錄》的成功首先來自

對 「言情」 戲分的精雕細琢。偶像劇的核心
即為戀愛，但如何拍好戀愛卻是一門學問。
在《夢華錄》中，男主角顧千帆（陳曉飾）
和女主角趙盼兒（劉亦菲飾）的相遇相知也
並未走出 「意外」 的 「套路」 ，但由於劇中
對二人每次 「巧遇」 的原因都做了相對合理
的交代，演員對每次相遇後的情感交鋒也進
行了細膩的演繹，觀眾很容易信服劇情的走
向和兩人感情的轉變。尤其為人稱道的舟上
對望一場戲中，隨着鏡頭的推拉搖移和配角
聲音的模糊，顧千帆對趙盼兒逐漸濃郁的情
意不言自明，輕易便觸動了觀眾的心弦。

而在二人曖昧階段，導演也用鏡頭語言
配合着台詞裏趙盼兒對顧千帆的試探，通過
那個接來遞去的箱子和忽近忽遠的門框提示
着二人心理上的糾結和距離。這種細膩的拍
攝手法讓男女主角的愛情更添了幾分欲說還
休的拉扯感，讓觀眾大呼甜蜜。

言情戲外，作為一部古裝輕喜劇，《夢
華錄》的成功也來自對人物和情節立體性的
構建，這一點在劇中諸多 「閒筆」 的使用

上，最為明顯。劇中女主三姐妹以經營茶館
為生，與很多偶像劇中對女主的職業僅做背
景式簡單交代的表現方法不同，《夢華錄》
通過諸多劇情對三人開店過程中經歷的選
址、出資、招工、思路、矛盾、改變、競爭
等問題的細節，進行了交代，讓三人的 「京
漂」 生涯真正成為了戲劇的一大看點。同
時，劇中配角人物的戲分處理也頗為細緻。
負心薄幸的歐陽旭（徐海喬飾）並未在任何
一人面前，展露惡毒狹隘的一面，但觀眾卻
能夠通過他在不同人面前所說的不同言辭，
看出歐陽旭冠冕堂皇背後的虛偽涼薄；號稱
「京城第一紈絝」 的池衙內（代旭飾），戲

分不多，出場時雖然氣勢洶洶，卻充滿笑
點，三言兩語間便讓觀眾感受到了角色看似
囂張實則率直的本質。

角色立體引發共情
導演和編劇在刻畫人物、推進劇情時往

往採用多角度的展現方式，通過人物在不同
情境下展露的不同側面，構建更為立體的形
象，從而讓觀眾更容易對人物所面對的問題
產生理解和共情。而這些看似 「閒筆」 的部
分，對於調節劇情的節奏和完善人物的塑
造，都有着極大益處。例如趙盼兒與茶湯巷
掌櫃 「鬥茶」 的一場戲，導演用了將近半集
的篇幅將這場 「鬥茶」 戲展示給觀眾，在表
現了女主的機智和技藝的同時，也鋪墊了她
之後面對顧千帆表白時展露出的自卑，加深
了觀眾對趙盼兒的理解，也增添了兩人決定
相愛的感人程度。

在眾多執著於用大場面、大製作、大主
題作為賣點的劇集紛紛折戟的當下，《夢華
錄》在熱度和口碑上的雙豐收，其實代表了
觀眾對影視作品真正的核心訴求：圍繞鮮活
的人物們展開的有趣故事。

劇組如何調動自己的藝術技藝滿足觀眾
的這一需求，其實才是影視創作者們最該鑽
研的永恆課題。

內地古
裝劇《夢華
錄》改編自
元代戲劇家

關漢卿的元雜劇《趙盼兒風月
救風塵》，將一部戲劇作品拓
展成四十集長篇電視劇，在故
事建構上強化了三姐妹在北宋
汴京開茶館打拚的經歷，賦予
現代觀眾能接受的敘事視角，
使原著中古典劇情的邏輯和現
代觀眾需要的邏輯，進行了比
較完備的邏輯橋接。

劇情編排上，《夢華錄》
並沒有脫離劇集的時間背景，
而強加一些不符合時代的情
節，拍攝方面重視細節的處
理。比如女主角趙盼兒在睡醒
時候散亂的頭髮，惺忪的睡
眼，另外，在遭遇不測的時候
其妝容和 「打鬥」 造成的 「傷
痕」 ，也做到了細心還原。且
一改以人物對話推動情節發
展，而是通過畫面敘事，用鏡
頭及營造的氛圍感推動情節發
展。

當然，這部劇還是有美中
不足之處。例如，編劇為了把
古代元雜劇經典的劇情結合現
在觀眾受眾的審美和觀劇需
求，部分銜接位過於生硬，劇
情發展與邏輯脫節。電視劇將
人物和情節直接從原著搬來，
卻沒有鋪墊好後續事件的邏
輯，從而令人物設定、劇情發
生的環境邏輯、劇情三者之
間，產生了脫節，影響了觀眾
的代入感。

關漢卿的原著是一部現實
主義的作品，主要突出那個年
代的女性智慧和封建社會中女
性在夾縫中生存和奮鬥的情
況，中間蘊藏着舊時代婦女們
精神上的苦悶和悲哀。雖然整
齣元雜劇看似是喜劇，卻是喜
中有悲。但電視劇《夢華錄》
並沒有吃透這一點，不僅沒有
詮釋好原著的立意和思想深
度，還是陷入了女性需要與有
身家背景的男人相戀的敘事主
體，從而令所謂的自強自立女
性的設定，再次成為了一種宣
傳的噱頭。

由波蘭知名導演史高林莫斯基
（Jerzy Skolimowski）執導的電
影《EO》，早前在法國康城影展
奪得評審團獎。筆者已在康城欣賞

該片，水準確實不錯。
《EO》可說是史高林莫斯基直接向法國名導演

羅拔布烈遜（Robert Bresson）致敬之作，據說他
曾表示自己畢生觀影，只曾為布烈遜作品《驢子巴特
薩》（Au hasard Balthazar）落淚，因此年屆八十
四的他，決定以此為題材。影片以小見大，描寫一頭
驢子穿梭於不同人物間的艱苦經歷，瞥見人性眾生
相。牠曾在馬戲團當明星，卻因動物保護行動而被迫
到農場生活。牠也有一位紅顏知己，卻始終無法跟她
一起生活。

這頭驢跟《驢子巴特薩》中的驢的最大分別，在
於牠並非只是活受罪，為人類犧牲自我，反而牠也愛
做夢，有夢想，甚至懂得向人類或其他動物反撲。牠
曾夢見機械驢，亦會沉醉於新世紀音樂之中。明顯

地，史高林莫斯基並非只想翻拍布烈遜
的經典作，而是想以自己的世界觀跟對
方遙遙對話，作出一次可堪玩味的重構與變奏。

相反地，另一部在康城放映的電影《R.M.
N.》，由羅馬尼亞導演基里斯汀穆基（Cristian

Mungiu）執導，他曾經
憑《4月3周2日─墮胎
日記》（4 Months, 3 Weeks
and 2 Days）勇奪康城金棕櫚大
獎。

基里斯汀穆基以羅馬尼亞一個多種族共
融的小鎮，呈現人性因恐懼及排外而導致的
現世問題。整體上，該片雖未及穆基以往作品般
深刻，但其中小鎮上下全體居民聚集會堂爭辯一場，
以長達十多分鐘一鏡直落拍攝眾人的唇槍舌劍與情緒
起伏，難度之高有目共睹，展示出不折不扣的大師級
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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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中一窺宋代文化

宋代的茶藝比賽，競賽雙方展現烹茶的手法技藝，
以茶水的湯色、水痕、茶味一較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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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角趙盼兒路遇池衙內蹴鞠，在對方的瞠目結
舌中展現高超球技。宋人蹴球，有兩種玩法，一
種是 「白打」 ，不設球門，兩支球隊分別派出同
樣數目的球員，在場中輪流表演，比拼各種高難

度動作； 「白打」 強調的是技巧性與
觀賞性，有點類似於花樣足
球。

劇中多次提到了各類果子點心，它們都有很詩意的
名字。宋代的梅花湯餅就是其一，採用白梅和檀香
泡出汁液和麵，麵片印成梅花形狀，又以清雞湯作
底。

◀顧千帆（左）與趙盼兒之間
的愛情戲，令人信服。

▼池衙內出場時滿是笑點。

▲歐陽旭虛偽涼薄，重權輕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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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盼兒（中）
與姐妹在汴京以
經營茶館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