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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励志电影《一春》近日在广州举行了小型点
映活动。影片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背景，讲述了
新时代大学生锐意奋斗、激情创业的故事，将于3月
20日正式登陆全国院线。

《一春》由国家一级导演、中国电影华表奖获得
者黎涛担任总导演，国内新生代影视演员刘哲珲、翟
璘、叶佳茵、阮晟昊等主演。影片创作素材源于真实
人物原型，向观众呈现了主人公叶一春和三位小伙
伴的求学、创业之旅。作为改革开放的“后浪”，他们
青涩、可爱、真挚、率性，不乏激情和冲劲。在亲情、
友情、爱情、师生情的激励和鼓舞之下，他们在成长
中迷茫，在浮躁中挣扎，在挫折中摸索，不停地思考
着、寻觅着、验证着自己的价值所在。

电影总制片人唐左介绍：“《一春》不仅是男主角
叶一春的名字，也代表了这群青年人内心对春天、希
望的期盼。他们努力追逐梦想，期待着生活的春天、
爱情的春天、创业的春天和改变自己现实命运的春
天到来。”影片为“叶一春们”赋予了鲜活的人物个
性，艺术地展现了当代创业青年的成长轨迹，编织了
一幅真实感人的青春成长画卷。影片最后的开放式
结局，更带给观众一连串的心灵叩问，为正在探寻成
长密码的青年一代带来启迪和感悟。 （何延国）

近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发布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剧院等演出场所、上网服务场所、娱乐
场所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通知》称：“疫情低风险地区，对剧院等演出场
所、上网服务场所、娱乐场所接待消费者人数比例不
再做统一限制。”

《通知》指出，要坚持疫情防控工作原则，筑牢安
全底线，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
结合，原则上不对全辖区、全行业实行“一刀切”。疫
情低风险地区，对剧院等演出场所、上网服务场所、
娱乐场所接待消费者人数比例不再做统一限制，由
各省（区、市）党委、政府根据当地疫情防控形势自行
掌握。

《通知》要求，要落实场所开放管理要求，推进文
化市场有序恢复。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要同
公安等部门加强沟通协调，根据当地疫情防控要求，
适当控制人数规模；暂缓新批涉外、涉港澳台营业性
演出活动（演职人员已在境内的除外）。此外，所在
区域发生本土疫情的，建议根据具体情况严格控制
或暂停演出活动。

《通知》还强调，各地要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
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场所防控、消费者保护、员工
防护等各项常态化防控措施，加大农村市场、节假日
等重点地区、重点时段防控力度。

据了解，2020年 5月、6月、8月、9月，文旅部相
继发布通知，将剧院等演出场所、上网服务场所、娱
乐场所的消费者上座率上限分别限定在30%、30%、
50%和75%。 （艾修煜）

羊城晚报：为什么选择《涩女
郎》来改编？

金璐：女性价值观的问题如今
在社会上的讨论度很高，也一直深
受观众关注。对女性思想的呈现
和探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改
编是对经典作品所表现的精神进
行新的诠释，用现在的眼光再去看
当时的问题。

李江明：《爱的理想生活》延续
原作内核，也传递原作精神，它对
于女性的关注和探讨没有改变。
但由于时代不同、观念不同，人们
的思考自然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希
望借着当下的认识来对经典进行
重新演绎，从而引发观众的共情。

羊城晚报：跟原著漫画相比，
本剧主要有哪些方面的改编？

金璐：因为漫画和电视剧的表
现形式不同，所以原作只有人设标签
和小情节，是在各种假定情况下迅速

发生并完成的一个个小故事，缺乏主
线剧情。改编成电视剧时，要重新创
造剧情，同时对人物进行改编，把她
们从扁平的漫画人物变成立体的影
视角色。人设标签可以存在并沿用，
但是解读肯定不一样：一来要符合电
视剧连贯的剧情；二来要跟得上时
代，体现当下的一些情况和现象，符
合现代审美。

羊城晚报：在改编及拍摄时，
你们的整体原则和思路是什么？

李江明：要以人物为主线而不
是标签先行。拍摄时我们并没有
考虑太多漫画的元素，比如漫画中
对人物的特点描绘，在剧中呈现时
其实并不一样。最终肯定要让人
物出彩，考虑演员怎么演才会更好
看。另外，拍摄过程中，编剧也一
直在修改打磨剧本，根据拍摄情况
和新的灵感及时调整，呈现更丰满
的人物形象。

羊城晚报：这部剧和其他女性
群像剧的差异在哪里？

金璐：首先是态度不同，这部剧
传承原漫画的精神，用调侃的态度
来传递价值观。我们不希望观众在
观剧时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希望他
们看完能够以一种乐观的心态去生
活，对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看开一点，
别太较真。有句话叫“喜剧就是悲
剧加上时间”，我们就想告诉观众，
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另外，这部
剧里的人物具有多样性，有些角色
可能不讨喜，甚至让观众觉得“怎么
会有这种人”“编剧在胡编乱造吧”，
但我想说的是，生活中什么样的人
都有，电视剧里的人物也不应该被
归类为简单的几种，有些看似奇葩

的人其实也真实存在于现实生活，
他们的故事也值得被讲述。

羊城晚报：本剧想要传递给观
众怎样的精神和价值观？

李江明：通过《羊城晚报》，我
也提前向观众透露一下，我们这部
剧最终会是一个喜剧结尾。《爱的理
想生活》不只是表达爱情，也有对自
我的关爱、对生活的热爱。通过这
部剧，我们希望观众能够从容面对
生活，不要在磨难中消沉，要以积极
健康的态度笑看人生风云。用剧中
角色温如雪的一句经典台词来说就
是：“多大点事啊！”在我们看来，这
部剧不一定非得收获掌声，如果能
让观众获得愉悦感，让他们有所启
迪，就是我们最想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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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网上有一些关于几
位主角人设的讨论，你们在打造人
物时预想过播出后的争议吗？

金璐：有些网友认为，“万人
迷”不够迷人，“结婚狂”想要结婚
的理由不充分，“工作狂”的工作方
式堪忧……这是因为他们只对原作
中人物的单一标签有印象。可是
当代女性应该是多元化的，她们身
上不该只有一个标签。比如对于

“万人迷”的理解，并不是摇曳生
姿、长裙加大波浪才能称得上“万
人迷”，当下人们更多认可的是性
感的大脑和有趣的灵魂。剧中的
温如雪聪明有趣、自信自洽，是很
飒的一个人，自然会有很大的吸引
力。而“结婚狂”戴希希，其实用

“爱情狂”来定义她更合适——她
是白富美，结婚的动机很纯粹，就
是想要嫁给爱情，这跟原作里“结
婚狂”希望通过婚姻来提供安全
感、改变生活的想法完全不同。“工
作狂”丁荟桥也不是原作中的“男
人婆”，而是一个“明明可以靠颜值
却偏要靠才华”的女强人，有网友
评价她情商不高，在职场中“活不
下去”，可她就是一个有着强大硬
实力、不屑搞人际关系的职场女
性，只关注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我
们在打造人物时，原本就是要去外

表化，让观众更关注角色本身的
性格。

李江明：其实后期随着剧情的
发展，观众对她们的第一印象很多
都会被打破，因为剧中人物是不断
成长的，越到后面越丰满，剧情也
越精彩。就像我看到有一条观众
评论说：“剧情跟我想的不一样，想
快进，可又想接着往下看，很好奇
到底后面会怎么样。”当观众深入
去感受，就会发现这部剧很写实、
很接地气，因为现实中本无完人，
有缺点的人更真实。

羊城晚报：本 剧 里 的 男 性 角
色主要起到什么作用？演员表现
如何？

金璐：女性题材剧里的男性角
色同样要强，要立得住，要在精神
上接得住女性的力量。剧中每个
主要男性角色的行为都有前因后
果，都有自身的成长线和完整的世
界观，绝不是单纯为了衬托女性角
色而存在。在创作时，我在这些男
性角色身上花的力气也不小，每个
人物都经过精心设计，跟女性角色
的特点相对应，但又不能“贴”着她
们走。

李江明：这部剧里的男演员很
多都比较有名，属于演技派。他们
的表演无可挑剔，而他们所饰的角
色也是与女性角色互相辉映的。
比如孙艺洲饰演的李文森，这是一
个很丰富成熟的角色，他在情感和
理智之间来回拉扯，内心的矛盾很
有看点。其实李文森这种人也真
实存在于职场，虽然后期这个角色

“黑化”了，但他背后有令人动情之
处，观众看到最后会觉得很感动。
据我所知，李文森这个角色也为孙
艺洲圈了不少粉。

人们好奇二十年后的“万人迷”“结婚狂”等经典角色会是什么模样，
但《爱的理想生活》播出后，温如雪、戴希希、丁荟桥等剧中角色似乎并
未完全符合观众预期，不少网友对几位主演的诠释表示“很费解”“不符
合人设”。对此，金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真人是立体的、全面的，跟漫
画中的单一人设并不相同；同时，当代女性也绝不能用单一标签来定义，
而应该是多元化的。李江明则表示，该剧采用的是写实手法，不管是人
物还是剧情，最终都要“落地”。

漫画《涩女郎》于 1992 年在中国台湾首次出版，当时便引起很大反
响，在当地创下不到 3 年销售超 70 万册的佳绩。1998 年，朱德庸系列漫
画进入大陆市场后，同样广受读者喜爱。因图书的热销加上 2003 年改编
电视剧《粉红女郎》的热播，“万人迷”“结婚狂”“男人婆”“天真妹”四位
个性鲜明的“涩女郎”也成为当时不少读者和观众心目中时髦、前卫并想
要效法的女性形象。

但如今，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新思
想、新问题出现在女性议题中，当年《涩女郎》中为人称道的思想和观点
已不再完全适用于当下，这对编剧工作产生了不小的挑战。对此，《爱的
理想生活》编剧金璐的看法是，角色的人设标签应符合现代审美。导演
李江明同样认为，改编要结合现实，不能跟时代脱节。

谈改编：用当下的思考诠释经典

应多元化呈现现代女性

谈精神：用喜剧心态来面对磨难
近年来，女性群像剧在现代都市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占据着重要位

置。《欢乐颂》《三十而已》《二十不惑》等热播作品不仅收获了良好的收视
率，也在社会引发不低的讨论热度。作为今年首部播出的女性群像剧，

《爱的理想生活》在立足经典的基础上，也加入了新时代的内涵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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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月，广州上演的一场古典
乐演出中，观众隔座而坐 摄影/艾修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