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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电影节
筹备情况。本届电影节将于8月13日至8月20日在京举办，电影节主题为“同心·
笃行”，包括“天坛奖”评奖、开幕式及红毯仪式、北京展映、北京策划·主题论坛、北
京市场、电影嘉年华、大学生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电影+”九大主体板块。

本届“天坛奖”评委会主席为中国著名演员李雪健，评委会其他6名成员为中
国导演郭帆，英国导演柯文思，阿根廷导演卢奎西亚·马特尔，意大利导演米开朗
基罗·弗兰马汀诺，中国演员秦海璐和中国导演、演员吴京。其中阿根廷导演卢奎
西亚·马特尔是2019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这次参与北影节是她首次
参加亚洲电影节展。

今年“天坛奖”全球报名影片数量达到1450部，总数较去年增长63%，其中国
外影片来自88个国家和地区共计1193部。

最终入围“天坛奖”的影片是：土耳其/波兰/德国/丹麦合拍影片《安纳托利亚
豹》、美国影片《珍妮热线》、泰国影片《速度与爱情》、法国影片《全职》、中国影片《海
的尽头是草原》、印度影片《杰伊·比姆》、中国影片《回西藏》、中国影片《追月》、印度
影片《印度刺客》、中国影片《妈妈！》、芬兰影片《一个不愿观看〈泰坦尼克号〉的盲
人》、德国/伊拉克/卡塔尔合拍影片《入学考试》、法国影片《真正的家人》、西班牙影

片《好老板》、瑞士影片《摆动》、玻利维亚/乌拉圭/法国合拍影片《我们的家园》。
今年“北京展映”将精选百余部中外优秀电影作品，于8月12日至21日进行

展映。为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而特别策划的“特展：光影浪潮 香港电影新动力”
单元，将放映中国香港新近佳片和经典影片的最新修复版。本届“北京展映”还将
在秦皇岛市蔚蓝海岸举办“沙滩放映”活动。

北影节一直致力于为从业者提供交流平台。目前出席北影节相关论坛的嘉
宾有于冬、龚宇、李卫强、王长田、王健儿、王中磊、赵海城、庄严、饶曙光、郝戎、胡
智锋等。电影节还将举办两位评委李雪健和柯文思大师班。

作为电影产业的风向标，今年北影节的“云上市场”将在现有官网平台基础上，
首次登陆百度“希壤”元宇宙空间，打造全球第一个“元宇宙电影宫”。创投单元报
名数再创新高，853部作品经过三轮筛选。300余名青年导演报名北影节“创投训练
营”，将以“北京·未来”为主题，紧扣科幻内核进行创作，计划拍摄、推出5部短片。

“轻音曼舞花月夜、天光云影自在游”，北影节的电影嘉年华于8月14日至27
日举办，以“逐梦光影、影向未来”为主题，围绕五大场地，整体推出48项沉浸式文
化活动，并首次融入短视频竞赛、影人欢乐跑、游戏动漫电影单元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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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汉灿烂》 改编自网络小说 《星汉灿烂，幸甚至哉》。原著IP加上赵露
思、吴磊两位主演的粉丝号召力，使得该剧延续了 《梦华录》 掀起的新一波

“古偶”（古装偶像剧）热度。就最终呈现来看，创作者尽可能地综合、贯彻了
当前“古偶”的诸多流行趋势，但也因此在其类型内部产生了一些分裂。

小说作者关心则乱上一部最受关注的作品，是被正午阳光改编为电视剧的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以下简称《知否》），将四方宅院中复杂微妙的人际
关系写得真实而生动。《星汉灿烂》延续了作者擅长的宅斗+言情题材，以将军
幼女程少商（赵露思饰）的视角展开故事，讲述她在家宅中成长之后走出家宅
见天下的历程，以及与男主人公凌不疑（吴磊饰）共赴生死的真挚爱情。有同
一个作者的爆款改编作品在前，为《星汉灿烂》在观众接受层面上打下了不错
的基础。

但《星汉灿烂》又不同于以《知否》为代表的最典型的宅斗剧，而是融入
了近两年网文、古偶的流行元素与社会热点议题：

比如中国式母女关系。在《星汉灿烂》中，程少商与母亲萧元漪的矛盾不
仅是前十集的故事主线，也是作品中写得最精细、最容易引起观众共鸣的部
分。程少商刚刚出生，萧元漪就与丈夫奔赴战场，带走了程少商的双胞胎哥
哥，却把少商留在家中。此后15年，程少商在恶毒婶母的虐待下成长，变得谨
慎警惕，又有许多睚眦必报的小聪明。萧元漪得胜归来，一眼看破少商那些不
够光明正大的小手段，于是一心想板正少商身上的小毛病，弥补这15年未能亲
身教养的愧疚遗憾。但萧元漪过分的严厉、对少商严重的不信任都刺伤了少商
年少而敏感的心，渴望父母亲情的少商对萧元漪越来越失望，再加上母亲对于

“别人家的孩子”姎姎处处偏袒关爱，更让少商满腹委屈，索性对母亲关闭了心
门。

尽管剧中对程少商母女关系的着重呈现，严格来讲并未提供新的叙事方式
和叙事视角，但确实足够细腻真实，造成了很强的情动效果，成为促使观众与
程少商共情的第一个重要推力，体现出对受众和市场偏好的敏锐把握，即在文
化与观念迅速更迭的当代社会，传统的中国式家庭伦理与自由、平等的现代人
格观念在一个个小家庭之中不断引发着代际摩擦。我们同样可以在近年来的热
门网文和剧集中发现类似的元素：2020年底开始连载的网络小说《十六与四十
一》因为对中国式母女关系的贴切展现而引发了广泛讨论；古偶剧《传闻中的
陈芊芊》在身为花垣城主的母亲与她的三个女儿之间设置了推动情节发展的重
要矛盾，甚至可以说，“母亲的偏心”成为这部作品中最大灾难的源头。

又比如亲情“团宠”的创作潮流。虽然婶母葛氏折磨程少商长达15年，但
这个过程在剧集中所占比重很小，作为剧中唯一“反派”，葛氏在开篇没多久就
被休回了娘家。因此，除了与母亲关系僵持、与祖母不亲之外，程少商实际上
已经成为程家的“团宠”，“宅斗”变成了“宅逗”。

若是为这一潮流溯源，2020年左右起，言情网络小说中出现了一批主打亲
情或“团宠”的作品，前者如《影帝他妹三岁半》，后者如《反派们的团宠小师
妹》，将女主人公得到阖家 （或整个师门） 宠爱的温情喜剧视作整部作品的核
心亮点，让女主人公在亲朋师友的情感“富养”中成长，而不单向强调男女
主人公之间的爱情关系，更不以家庭关系的恶劣、女主人公处境的孤绝反衬
爱情的珍贵。相应地，改编自网络小说的古装剧也体现出了这样的趋势，如

《庆余年》《赘婿》 都以喜剧化的温柔笔调刻画男主人公的家庭成员与家庭关
系，让各具性格但互为依靠的一家人成为男主人公最重要的底气与支撑，《且
试天下》 同样给了女主人公白风夕一个温暖的家，父亲与兄长给她自由又给
她温柔守护。

相比于典型宅斗故事中的举世皆敌、无枝可依、如履薄冰，这样的亲情叙
事更符合观众对于家庭关系的美好愿望，特别是对于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付出了
更多情感价值的女性观众而言，在文艺作品中感受到被宠爱的价值回馈，是一
种有效的心理抚慰。

既然是“古偶”，爱情叙事自然是重中之重。元宵灯会一节，思慕少商的三
位男子一起登场，楼垚热诚单纯，袁善见腹黑毒舌，男主人公凌不疑则武功高
强又深不可测。这样一女三男的配置倒有些早期言情作品的风味，但如今“一
生一世一双人”早已成为“古偶”标配，尽管楼垚和袁善见都先后做过程少商
的未婚夫，但凌不疑才是真命天子，他与少商之间的爱情比前世注定还坚不可
摧。因此，观众不必揪心猜测女主人公究竟选谁，楼、袁二人的主要作用不过
是给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增加一点曲折波澜，同时将对女主人公的“团宠”
进行到底。至于少商与凌不疑的爱情，虽然仍脱不开英雄救美、欢喜冤家之类
的常见套路，但无论是情节设计还是男女主人公的表演都做到了自然合理，有
比较饱满的情绪和戏剧张力。再加上女主人公既有“甜宠剧”的甜，又有“大
女主”的聪慧、果敢与自立；男主人公则与《锦衣之下》中的陆绎、《梦华录》
中的顾千帆等有着比较相似的人设构成，这些都基本上是当下古偶剧的“标
配”。

无论是爱情、亲情还是宅斗、团宠，《星汉灿烂》在处理上都做到了整体清
晰流畅、逻辑连贯、人物性格鲜明、情节紧凑，演员的外形与表演也基本贴合
角色，能够带来舒适的追剧体验，不会让观众产生类型不清晰的观感。

该剧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对“家国情怀与天下大义”这一叙事元素的调用
上。

程少商第一次离家远行，就遇到蜀中谋反的险局，既目睹了战争的惨烈，
又感佩于守城死战的程老县令高义，开始理解母亲的艰难不易，也开始跳脱出
方圆宅院的局限。这是少商个人成长的第一个关键节点，也确实成功调动了观
众的情感共鸣。同时，凌不疑身上背负的血汗深仇和他皇帝义子的身份，也注
定了“家国”将是剧中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然而，“古偶”的重心毕竟在于言
情，《星汉灿烂》的宅斗底色又让家宅矛盾占据了不少篇幅，留给家国天下的戏
份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创作者的能力也不足以支撑作品在朝堂风云与天下战
局中写出厚度与实感，表现在剧中，就是与朝堂、战事、军械案相关的情节被
处理得粗疏而悬浮。

这也是今天的“古偶”普遍面临的问题。自从《琅琊榜》之后，家国叙事
成为提升古装剧品格的重要元素被频频征用，急于从“只谈爱情”的叙事套路
中突围而出的古偶剧也不例外。然而，“家国叙事”本不该止于情绪的调动，而
应该提供理性的思考。《琅琊榜》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将原作中架空的历
史背景落到了实处“南梁大通年间”，塑造了一个足够有真实感的国家。但是大
部分古偶剧创作者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只能像《星汉灿烂》这样东拼西凑一些
社会制度和经济民生塞到剧情中，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反复以“家国情怀”
调动观众情绪，另一方面却无法为这种激情提供切实的逻辑基础。从这个角度
来说，古偶剧创作者们频频在作品中插入缺乏根基而强行煽情的“家国叙事”，
恐怕不是一个良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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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偶剧如何更好地“见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