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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潇潇 整理

抗战题材电视剧 《豆娘》 由
导演常猛、 制片人李佳璇执导，
由柳小海、 阎汶宣、 姜寒、 李政
熹等主演。

该剧讲述主人公豆娘在战争
中流离成长， 逐渐从女孩变成女
人， 从平民变成战士， 并在战争
中成长， 由小人物成长为拯救民
族危亡的英雄传奇故事。 剧中豆
娘从个人生活中背负民族大义，
从得来不易的爱情中彷徨， 从被
珍惜与被背叛中坚强， 用个人的
视角和经历来折射历史， 展现了
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恨情仇与国恨
家亡， 谱写了抗日爱国精神。

《豆娘》 是著名导演路学长
生前策划的唯一一部改编自同名
小说的电视剧， 沿袭了其一贯表
达的主题， 用小人物的视角， 折
射一个群体甚至一个时代。

■电视剧场

都市爱情剧 《放弃我， 抓紧
我 》 由香港著名导演邓衍成执
导， 由陈乔恩、 王凯、 乔任梁担
任主演。

故事发生的背景选在法国、
意大利以及美丽的杭州， 在唯美
的场景演绎浪漫的爱情故事。 讲
述了国内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厉薇
薇曾经历了一次意外的溺水， 而
这次的溺水导致她失去了部分记
忆。 失去记忆的她与曾经热恋的
男友陈亦度成为了事业上的竞争
对手， 而另一个并不相识的男人
霍骁却成为了她的未婚夫。 厉薇
薇觉得这一切充满蹊跷， 她始终
不相信自己与陈亦度的感情已经
破裂。 于是， 她开始努力调查这
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最终， 在厉
薇薇的努力追查之下， 她终于找
到了她和陈亦度分手的原因， 并
决定改变现状 ， 解开过去的误
会， 找回爱情、 梦想和初心。

《豆娘》

《放弃我，抓紧我》

东城百姓登上人艺大舞台

■文化资讯

20余项创新乐器
奏响发明音乐会

专业院团帮助业余团队排练21部话剧

□本报记者 边磊 通讯员 洪珊

■娱乐杂谈

台上，几位演员正在抱怨“我
们聊天也扰民啊！ ”台下，导演云
峰注视着舞台上的一举一动 ，
“好！视频灯光暗下来。”这是体育
馆路街道话剧 《团队》 的排练现
场。 这部由东城专业院团帮助街
道业余团队排练的话剧将于12月
8日登上人艺菊隐剧场。同时参加
展演的还有20部话剧， 这些话剧
均由东城区民间院团专业人士操
刀， 帮助辖区单位居民编排而成
的。 东城区首次尝试10家民间院
团对接辖区21家单位， 并历时数
月排演出了21部话剧。

“以往， 街道或者辖区单位，
想要排练一部话剧，多是‘私人订
制’。 ”东城区文化委工作人员介
绍，谁找来就帮忙联系，或是街道
帮着居民找人帮忙， 但得看人家
的时间，所以连续性不强，很难坚
持下来。

今年7月，东城区文化委组织
了一场“话剧相亲会”，专业院团
和辖区单位面对面 “相亲”，10家
民间院团和辖区21家单位结成对
子排话剧， 对戏剧创作、 剧本朗
读、 戏剧表演等进行了充分的沟
通并制定符合需求的辅导计划。

“以前，我们带着居民排过话
剧， 顶多在街道里面找个地方来
场汇报演出。 ”体育馆路街道文体
中心主任王玉梅说， 这次排练话
剧， 请来北青网际导演和编剧操
刀， 就是不一样，“还能登上人艺
舞台，实在太棒了。 ”《团队》按照
真实故事改编， 讲述了体育馆路
街道豫剧队， 原来在四块玉绿地
空场吹拉弹唱，声音很大，甚至和

周边居民楼的居民发生冲突，以
及王玉梅把他们请到文体中心活
动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大家排练完， 导演云峰召集
大家在一起说戏。 “刘姐，您说词
要清楚，不能念！ ”云峰一边说一
边演示，声音浑厚底气十足，他平
时很少接触没有任何功底的老百
姓，这次帮着接台词、指导走场，
费了不少口舌。 “虽然累点，但是

有意义， 这是在百姓心中种下了
话剧的种子。 ”

而云峰嘴里的刘姐其实名叫
刘向东，是法华南里的居民，她这
次是第一次登上话剧舞台，“我是
舞蹈队的成员， 真没想到还有机
会排演话剧登上大舞台。 ”和她搭
戏的汝凤鹤，今年62岁，25岁之前
在文工团工作， 现在算是阔别舞
台37载重登舞台， 汝凤鹤心里别
提多高兴了。

像 《团队》 这样的话剧 ，在
“2016东城区戏剧普及活动成果
展演”中一共有21部，或改编经典
剧作或就身边事情进行原创 。
既有《怀疑》《钱家有新屋 》经典
剧作的全新演绎， 也有 《老院》
《家和万事兴 》等身边故事的创
新 改 编 ； 有 《新 编 越 剧 》 类 似
作品传承传统文化，也有《逆转》
校园音乐剧展现别样的风采。 从
12月5日至12月9日， 在人艺菊隐
剧场集中展演5天。东城区文化委
工作人员介绍，“我们邀请了人艺
和中戏教授做评委， 演一部点评
一部，其中3到5部优秀剧目，明年
将参加 ‘2017年南锣鼓巷戏剧展
演季’。 ” 通讯员 刘立军 摄

最近不少所谓的 “情感剧”
登陆电视荧屏， 看过几部后， 不
难发现不论从情节设定、 时代背
景， 甚至是故事结局都有些雷同
的意思。 心中不免发出感叹： 情
感剧也渐中套路。

说到题材相似的现象， 情感
剧绝不是先例。 近些年， 谍战题
材的剧集早已让不少观众大跌眼
镜 ， 并被冠以 “雷剧 ” 的滋生
地。 随后， 又一个被雷剧攻占的
领地要属偶像剧。 如果说， 谍战
剧的 “雷” 在于制作的粗劣， 那
么偶像剧的 “雷” 则在于故事情
节的低端设计。

提起一些剧集曾火爆一时的
偶像剧名字， 能唤起不少人的青
春记忆。 但观看过后， 留在记忆
中的大多是男女主角的名字而
已。 可以说， 高端演员+低端故
事的组合， 成为当时偶像剧的配
置特质。 而这样的组合， 也难免
让偶像剧逃脱变 “雷” 的命运。

再说回情感剧， 近几年， 这
类题材的电视剧大致也可以梳理
为几种故事设定。 比如， 婚姻 、
养老、 育儿等等。 最初， 观众对
此还颇感新鲜。 至少， 在年代上
的大跨度展现， 故事情节的曲折
编排， 诸如此类， 还能够让剧集
稍显厚度。 但随着相似剧集的不
断霸屏， 这样的感受在渐起的套
路中越变越淡。

情人被迫分离、 亲生子女不
能相认； 重病、 欺骗、 虐心、 悲
情等等相似的故事设定， 犹如被
计算机设置的程序一般， 被植入
到越来越多的情感剧中。 甚至，

有不少观众在剧集开始后， 便能
猜测出故事的结局。

难道情感剧一定要伴随着苦
情才能锁定观众？ 难道悲剧的固
定收场一定是情感剧的结尾？ 对
于这些问题， 答案很简单， 当然
是 “不”。 所谓情感剧要想取得
不错的收视率， 要想能让观众耐
心看， 情感的展现才是根本。 而
唯一的方法， 就是要有新意， 绝
不能跟着套路走下去。

制作手段、 大牌明星固然是
一部高品质剧集的配置， 但是故
事为王才是根本。而对于情感剧，
也不是越苦越对， 还是要设定得
有新意。说到这，又不得不重提上
个世纪经典的情感剧《渴望》。

单从故事设定， 站在现在电
视剧发展的视角来说， 《渴望》
展 现 的 故 事 并 不 新 鲜 。 但 是
在 上 个世纪90年代 ， 这样的关
于几代人命运的剧集并不多见。
而养女的悲剧人生， 找寻亲生父
母的复杂人物关系， 更可见编剧
的用心。

而最让人叫绝的则要属剧集
的结尾， 《渴望》 摆脱了当时惯
用的大团圆式结局， 用一个按响
门铃的手做为最后的画面定格，
设定了一个开放式结尾， 绝对是
个创新， 或者是没有的套路。

生活中难免有相同的故事发
生， 电视剧的情节也一样， 但是
对于一部高品质的剧集， 套路决
不能有。 即便是按照经典之作的
套路续写， 缺乏新意的做法， 也
终将让剧集成为败笔。 所以说，
情感剧千万别中套路怪圈。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12月1
日， 由北京发明协会主办的 《创
新中国 》 发明音乐会举办 。 现
场， 近400位观众共同欣赏了含
有20多项专利的创新乐器和发明
成果带来的别具一格的发明创新
盛宴。

时长近 2小 时 的 音 乐 会 以
“发明创新让生活更美好” 为主
题， 以发明创新乐器为主要表演
载体， 以歌舞琴诗的艺术形式呈
现发明创新的奇妙， 用艺术的手
法弘扬创新精神。 发明音乐会的
举办， 旨在让人们体验科技与艺
术结合所产生的魅力， 让市民百
姓亲身体会到发明就在身边， 共
享发明快乐， 陶冶艺术情操。 据
悉， 在市科委领导下， 发明音乐
会已经成功举办三次， 作为北京
发明创新大赛结出的艺术硕果，
发明音乐会这一新生品牌科普活
动已深受百姓喜爱。

当天 ， 音乐会同时启动了

“寻找北京工匠” 系列主题活动，
将有一批优秀工匠受到表彰。 该
活动由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主
办， 北京科力新技术发展总公司
支持， 北京发明协会承办。 活动
以倡导 “注重细节， 追求完美”
的工作理念， 弘扬 “精雕细琢，
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为宗旨，
通过多种形式打造中国工匠精神
的价值观文化。

活动采取网上和进企业等渠
道进行报名， 通过专家评审遴选
出获奖选手， 授予 “北京工匠”
称号予以表彰。 活动组织方还将
为每位获奖选手颁发奖金、 证书
并授牌 ， 制作视频对其进行宣
传。 其间还将组织 “走进企业，
见证品质” 和 “寻找北京工匠，
呼唤工匠精神” 等多场主题活动
及表彰大会。 从即日起北京发明
协 会 官 网 （ http://www.bj -fm.
com） 活动报名正式启动。

白莹 摄

情感剧：千万别中套路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