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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小别离》《小欢喜》之后，《小舍
得》要来了。4月6日，由黄磊任艺术总
监，周艺飞编剧，张晓波导演，徐晓鸥任
总制片人，宋佳、佟大为、蒋欣、李佳航
主演，张国立特别出演的电视剧《小舍
得》正式官宣定档 4月 11日，并发布定
档预告及全阵容海报。该剧将在央视
电视剧频道、东方卫视黄金强档及爱奇
艺十点档播出。

作为中国教育“小”系列的第三部，
《小舍得》延续了前两部的温暖现实主
义基调，继续深耕教育与亲子关系议
题。该剧聚焦“小升初”阶段，通过主张
孩子“顺其自然”成长的南俪（宋佳饰）
和坚信下一代“爱拼才会赢”的田雨岚
（蒋欣饰）两姐妹各自的家庭教育、亲子
关系，映射万千家庭的喜怒哀乐。

预告中，南俪和田雨岚在家宴上因
教育理念争论不休。原本坚持快乐教
育的南俪，在攀比心态的裹挟下开始让
孩子参加课外辅导。她的转变能否得

到丈夫夏君山（佟大为饰）的理解？另
一边，田雨岚为孩子辗转于校内外，而
以游戏为主业、工作为副业的丈夫颜鹏
（李佳航饰）却无法在育儿上给她助力，
让她更加焦虑，这个小家庭又如何维
稳？面对有限的教育资源，努力“端水”
的父亲南建龙（张国立饰）也不免陷入
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一句“手心手背
都是肉”道出南建龙的无奈。

近日，《小舍得》一众主创齐聚东方
卫视的开播盛典，分享创作感受。作为
两个孩子的母亲，编剧周艺飞也曾为孩
子的教育焦虑，既担心耽误孩子的发
展，又担心孩子错过快乐童年。她分享
了自己的经验：“不要急！给孩子一点
时间，把焦虑和忧伤放一放，成长自有
答案。”而《小别离》《小欢喜》《小舍得》
的总制片人徐晓鸥则认为，相比前两
部，《小舍得》出的题更难了：“每一个面
临孩子小升初的家长，都能从剧中找到
自己想要的答案。”（龚卫锋 王莉）

有趣的是，今年的春节档
和清明档均由亲情题材撑起半
边天。虽然把《我的姐姐》视
为《你好，李焕英》的市场接班
人未免有些夸张，毕竟后者总
票房已达 53.95 亿元、位居中国
影史票房亚军，其傲人战绩远
非 刚 上 映 的《我 的 姐 姐》能
比。但细究创作主题、主创阵
容与票房表现，二者又确有相
似之处。从主创看，《你好，李

焕英》是贾玲的导演处女作，
她和张小斐饰演了片中最核心
的母女角色；《我的姐姐》导演
殷若昕和编剧游晓颖也都是女
性，张子枫和朱媛媛两位女演
员则饰演家庭中的两代女性角
色。从题材看，两部作品均凭
亲情主题打动人心：《你好，李
焕英》根据贾玲的亲身经历创
作 ，在 温 情 和 逗 乐 中 传 递 了

“ 子欲养而亲不待 ”的痛苦 ；
《我的姐姐》则从家庭内部成
员的情感纠葛出发，在展现亲
情的同时探讨多个社会议题，
让不少观众感同身受。

其实早在《你好，李焕英》
称霸 2021 年春节档之前，中小
成本亲情题材的国产片已屡出
佳作。周星驰执导的《长江七
号》、韩寒执导的《乘风破浪》
和刘德华主演的《失孤》等作
品均从不同角度展现了父子
情 ；任 达 华 和 吴 君 如 主 演 的
《岁月神偷》主打怀旧亲情 ；
2018 年，张子枫和彭昱畅主演
的《快把我哥带走》更是以小
博大的票房典范，赢得 3.75 亿
元的票房佳绩……市场反应已
印证了亲情类题材在中国观众
中的受欢迎程度，这无疑将在
未来鼓励更多电影创作者在该
领域继续开拓。

若仅凭话题，《我的姐姐》或
能取得一时关注，却无法最终在
档期获胜。想以一部影片撑起

“最强清明档”的半壁江山，《我的
姐姐》必须拥有较为上乘的剧作
功力。在这一点上，曾凭电影《相
爱相亲》获得金像奖“最佳编剧”
的编剧游晓颖，以及编剧出身且
涉猎过多部话剧和影视作品的导
演殷若昕，并未令人失望。

该片在剧作上的一大优点在
于简繁有度。影片刚开头的父母
车祸戏便信息量十足：警察在核验
姐姐安然（张子枫饰）身份时提到

“死者的手机照片里只有他们和一
个小男孩”，暗示了安然在其原生
家庭长期“隐身”的故事背景，为她
之后在抚养弟弟问题上的冷漠态
度进行了提前注解。

观众能意会的，就尽量省去
笔墨，类似的创作宗旨也体现在
姑妈和舅舅这两个角色上。作为
上一代女性的代表，姑妈安蓉蓉
（朱媛媛饰）只简单提及她对弟弟
（即安然的父亲）所做的牺牲，但
镜头中偶尔出现她那卧病在床的
丈夫、莫名怀有怨气的女儿、缺乏
存在感的儿子，已暗示了其对原
生家庭的付出一路延续到自己的
小家庭。该片同样未对安然的舅
舅武东风（肖央饰）作过多描写，
但观众根据该角色吊儿郎当的性
格，再结合片中其他家庭角色的

状态，便很容易得出“这又是一个
被宠坏了的弟弟”的结论。

片中台词不算多，但多有深
意，其中姐弟二人的对话尤其耐人
寻味。例如姐姐说曾被爸爸打屁
股，弟弟回应：“我爸爸从来不打
我，爸爸为什么要打你呢？”姐姐轻
叹：“是啊，他为什么要打我呢？”又
比如，弟弟感叹：“我们的爸爸好像
不是一个人。”姐姐回答：“我和你
也不是一个人。”姐弟俩之间也有
催泪的对话，比如姐姐对弟弟呐
喊：“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你啊！”年
幼的弟弟则泪眼汪汪地说：“可是
我只有你了，姐姐。”这一段成为不
少网友公认的泪点。

虽然在部分情节上“惜墨如
金”，但《我的姐姐》却善于运用细
节来进行隐喻。比如姑妈在年轻
时曾为了帮助弟弟抚养女儿而中
途放弃在俄罗斯做生意的机会，
只带回了一组俄罗斯套娃，这组
散落的套娃暗示了姑妈是为家人
放弃梦想的“套中人”。但在与安
然最终和解后，姑妈一边轻轻念
着俄语单词，一边为套娃装上底
座，该镜头与她叮嘱安然的那句

“以后的路你自己走”形成互文
——激烈反对安然放弃弟弟抚养
权、一切以家庭为重的姑妈，其实
仍把当初的梦想深藏心底，而她
最终也支持安然踏上与她完全不
同的人生道路。

截至 4月 6日 11时，《我的姐
姐》在豆瓣得分7.2，好于41%的家
庭片和 38%的剧情片。再结合淘
票票 8.8 分和猫眼 9.0 分的成绩，
《我的姐姐》的表现可以总结为：
虽非超一流，但胜在专业影迷和
普通观众都受落。在豆瓣上，
44.2%的影迷为《我的姐姐》打了
四星好评——这可以视为该片在
多数影迷心目中的真实水准；而
14.4%的打五星者和 3%的打一星
者，则代表了部分观众对该片所
传达观点的强烈喜恶。

《我的姐姐》故事很简单：父
母车祸去世，本想考研去北京的
姐姐安然面临是否要抚养 6 岁弟
弟的难题。安然的抗拒背后，除
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外，
还有多年来对父母更偏爱弟弟的
怨恨。但从姑妈到舅舅，她的身
边似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理解她。
姐姐一意孤行，为弟弟找好了领
养家庭……影片设计了一个“半开
放式”结局：姐姐去北京前，弟弟
的养父母提出姐弟俩以后“永不
相见”，但姐姐在签协议的最后一
刻放下了笔，拉着弟弟跑了起
来。这一结局其实并未明确交代
姐弟俩今后的命运：是从此相依
为命，还是在这最后一次的任性
后彻底诀别？观众对该结局的不
同理解，直接影响他们对影片的
观感。

观众对《我的姐姐》“入戏”颇
深。在豆瓣上，不少观众都从自
身经历出发，表达了对片中角色
的感受。不妨看看豆瓣部分高赞
影评的标题：《作为一个姐姐，我
为什么讨厌这部电影？》《为什么

一定要把弟弟扔了才算新时代独
立女性？》《我和〈我的姐姐〉：一个
00 后 姐 姐 如 何 看 待 这 部 电
影》……一位自称“爸妈在我高三
那年生了弟弟”的网友写道：“这
部电影看得我太压抑了。”另一位
自称“有两个姐姐的弟弟”的网友
则透露，自己一直对姐姐们抱有
亏欠感，但直到看完这部电影才
真正了解她们的委屈与困境。在
微博，“《我的姐姐》结局”“《我的
姐姐》原型”“《我的姐姐》泪点”等
多个话题登上热搜榜，带动影片
票房持续发力。根据猫眼专业版
预测，该片最终的内地总票房将
达到8.7亿元。

4 月 5 日至 11 日，著名指挥
家余隆及上海交响乐团受邀参
演 国 家 大 剧 院 版 歌 剧《茶 花
女》。该版本由德国知名导演海
宁·布洛克豪斯执导，于 2010 年
首演，好评如潮。著名编剧邹静
之不吝溢美之词：“大剧院这版
《茶花女》让我耳目一新，让我激
动。整个故事如人在画中，安静
而感人。它让我看到一种日积

月累的修养产生的艺术感。”
这是指挥余隆继 2016 年后

再次执棒国家大剧院版《茶花
女》，他表示，今年适逢威尔第逝
世 120周年，能以《茶花女》向经
典和艺术致敬，是所有能参与这
部 歌 剧 演 出 的 艺 术 家 们 的 荣
幸。此番经典复排集结了知名
歌唱家张立萍、石倚洁、廖昌永
以及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周晓

琳、扣京、张扬等一众实力卡司，
分A、B组连演六场；上海交响乐
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则分别担
纲全剧的乐队及合唱部分。

在此版《茶花女》中，一面
264 平方米的巨大镜子以 45 度
斜矗在舞台上，映照着地面上充
满油画质感的画布，让人仿佛瞬
间回到 18 世纪的浮华巴黎。虚
实交错间，观众走到“茶花女”的
身边，一起旁观和见证。有意思
的是，到了全剧尾声，当女主角
薇奥莱塔奄奄一息即将离世时，
巨大的玻璃镜子以 90 度的视角

“赤裸裸”地横在面前，所有观众
被毫不留情地“扔”进故事的残
酷漩涡里，引人深思。据介绍，
国家大剧院版《茶花女》再度引
发热捧，3月 9日开票当天，不到
两小时售出 900 张票；截至开演
前 4天，6场演出共 8000 余张票
悉数售罄。

（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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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火爆：一个姐姐的两难选择

细节为王：一组套娃的人生隐喻 亲情题材：中小成本的财富密码

聚焦“小升初”，
《小舍得》4月11日播出

余隆执棒，国家大剧院版《茶花女》一票难求

姐
在《我的姐姐》的带

领下，中国电影市场在
刚过去的清明节公众假
期再创票房佳绩。根据
猫眼专业版数据，4月3
日至4月5日，影市共收
获票房8.2亿元，创下该
档期的历史最高纪录。
其中，国产片《我的姐
姐》以 3.77 亿元票房荣
登假期榜首。

《我的姐姐》由张子
枫领衔主演，讲述一名
失去父母的女孩在追求
个人独立生活和抚养未
成年弟弟之间进行艰难
选择的故事。在同档期
影片中，好莱坞特效大
片《哥斯拉大战金刚》和
周迅、窦靖童等主演的
陈建斌导演新作《第十
一回》亦各有吸睛之处，
为何独独是《我的姐姐》
以票房总占比近46%的
压倒性优势在
该档期夺冠？
究其原因，亲
情故事始终是
最能触动中国
观众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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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话题
《我的姐姐》中，6岁的弟弟

原本任性傲娇，但最终为“解
放”姐姐而决定“自愿”进入领
养家庭。弟弟的转变是部分观
众的泪点，却也是另一部分观
众的“槽点”。有网友认为，如
此设计一方面削弱了影片的力
度，让姐姐在原生家庭和社会
环境中所受的委屈变得“轻飘
飘”；另一方面也让亲情的感人
程度大打折扣，若姐姐在结局
时选择与弟弟相依为命，这一
选择更像是良心谴责的结果，
而非其理性决定。

但在好恶之外，第三种观
点也值得关注：这个结局更像
是为了迎合大多数观众的情感
习惯而加入的一抹暖色。作为
一部反映部分中国家庭情感弊
端的作品，《我的姐姐》其实具
备从头到尾保持尖锐冷峻的能
力，但影片选择了在商业性和
艺术性之间做出平衡。网友

“汤面片”评论道：“该片对中
国部分家庭情感现状的描摹堪
称精准，能令不少身处相似家
庭的人心照不宣；对姐弟情的
温暖展现，则令影片不至于太
过冷酷而冒犯到多数普通观
众。这种平衡艺术性和商业性
的做法，确实吸引了更多人走
进影院，却也在增强商业性的
同时牺牲了观点的完整性。个
中得失，恐怕不是简单的一句
对错可以总结。”

同样在清明节公众假期上
映的《第十一回》则与《我的姐

姐》形成鲜明对比。该片是陈
建 斌 继 口 碑 处 女 作《一 个 勺
子》后第二部执导的作品，更
有周迅、大鹏、窦靖童等明星
加盟。虽有如此强大的阵容，
但该片的票房成绩堪称惨淡：
在 清 明 假 期 ，该 片 收 获 票 房
2712.2 万元，落后于动画电影
《西游记之再世妖王》和 3 月
26 日上映的“老片”《哥斯拉大
战金刚》；上映四天，总票房仅
勉强突破 4000 万元。《我的姐
姐》主创阵容看似更“弱”但票
房表现强势，由此不难得出一
个结论：比起《第十一回》这类
阵容耀眼但内容偏实验性的作
品，多数观众更愿意选择能与
之产生紧密情感联系的亲情类
电影。值得一提的是，《第十
一回》大规模公映前在豆瓣的
评分为 8.3 分，如今已跌落至
7.5 分。

结局争议：艺术商业的取舍困境

《我的姐姐》上映四天，总票
房超 4 亿元

安然与姑妈代表两代女性形象

弟弟与姐姐的关系最开始并不融洽弟弟与姐姐的关系最开始并不融洽

父母突然离世，姐姐被迫照顾弟弟

《第十一回》有周迅等大牌演
员加盟

姐姐与弟弟达成和解

宋佳饰演的南俪坚持“快乐教育”

蒋欣饰演的田雨岚是一名“虎妈” 歌剧歌剧《《茶花女茶花女》》好评如潮好评如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