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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及学者认为，从
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经典“中
国故事”，不能止于“西游”“红
楼”等名著，更多的好故事有
待进行系统性的创造性转化，
进而实现创新性发展。

《悟空传》原作者、以“今何
在”笔名长期发表网络文学作
品的曾雨告诉记者，从2000年
初创作“天蓬”与“阿月”、“悟
空”与“紫霞”等故事，到今天影

片上映，已经过去了 17年，受
众群体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
“西游”主题创作本身“励志”
“成长”等元素始终没有变。

时下，受众希望“西游”
“三国”“水浒”等主题的影视
和动漫创作继续求新求变。
曾雨认为，基于优秀传统文化
的创作可以进一步突破框框，
做出更多接地气同时又是面
向全球市场的新经典。

日前，《我的前半生》编剧
秦雯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
的质疑。

记者：很多观众认为电视剧
失去了亦舒老师的精神，太狗血
了，你如何看待？

秦雯：我不知道狗血的定义是
什么，如果你说是强的情节冲突，或
者情感冲突，那我不能否认。

记者：有观众反映你对全职
太太充满恶意（作、打小三，不够
体贴等），有回应吗？

秦雯：我们只是选取了一个
比较适合讲故事的一个人物典
型，可以让大家在看这个故事的
过程当中，各有各的体悟。

记者：后 面 真 的 会 有 抢 闺
蜜男友这样的狗血桥段吗？

秦雯：因为小说里没有一个
贯穿的男主角，电视剧必须要有，
贺涵是一个90%以上的女生都会
喜欢上的男性角色，如果他还帮
助你的话。情感的触发是不可以
控制的，但是情感发生之后你是

可以控制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
说过我们有闺蜜抢男朋友的细
节，观众后面慢慢看就会知道了。

热播剧《我的前半生》引发罗子君式恐慌

全职太太的正确打开方式其实是？

近 日 ，热
播剧《我的前半

生》引发观众“罗子君
式恐慌”：“全职太太”是危

机四伏的代名词？子君妹妹子
群那句“家庭主妇都是越过越悲

哀”是咒语吗？需要时刻警惕环绕在先
生身边花枝招展的各种纠缠吗？怎么打破

关于“全职太太”的恐慌？首先要知道，全职太
太的正确打开方式究竟是什么？生活中不少全职

太太其实不像罗子君那样无所事事，她们出得厅堂入得
厨房，堪称“全能太太”。广日

在有些观众的想象中，全职
太太或许就是《我的前半生》里
罗子君那样的生活：每天最大
的烦恼是跟日渐松弛的皮肤作
斗争……这种全天候待在家里的
太太就叫全职太太？在网络上，
不少观众认为，电视剧里罗子君
的生活，其实“黑化”了全职太太。

原著粉丝则认为，电视剧里
罗子君的生活，跟小说也大相径

庭。在亦舒的世界里，“做人最要
紧姿态好看”，即便故事被放到了
如今的上海，至少也应该配得上
“涵养”两个字。但剧里，子君的
一句台词让很多观众震惊：“等你
到了我的境地，你就会明白对于
婚姻和家庭而言，教养不值一
提。”观众认为：“罗子君怎会觉得
教养不值一提？”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罗子君

“情有可原”，“马伊琍的台词我好
多都说过。比如说我妈妈要去公
司闹，我拽着我妈说不行，去的
话，我们就没有退路了。”有网友
经历过婚姻中类似的彷徨、徘徊
和抉择，甚至开始反思自己的婚
姻——女人究竟该不该全职？全
职太太如何在婚姻中保持优雅受
到尊重？当婚姻遭遇第三者，是
忍辱负重还是重新开始？

对观众来说，既然罗子君是全
职太太的一例“反面教材”，那么，什
么才是全职太太的正确打开方式？

现实生活中不少美满幸福的
全职太太说，全职太太其实是“全
能太太”。入得厨房出得厅堂，工
作量不亚于一个CEO！

作为全职太太，最重要的是，
不管怎样的生活，都要有自己的世
界。全职太太也不能把自己的生
活紧紧依附在丈夫身上，一切以丈
夫为重心，而是要有自己独立的兴
趣爱好，有一颗提升自我的心。现
在很多全职太太学习烘焙、插花、
瑜伽等各种技能，在提高自己素质
的同时也可以为家庭增添新的生

活乐趣，甚至有的能成为带来额外
收入的副业，美好又励志。

其次，要承担家庭“女主人”
的职责。全职太太全心全意为家
庭奉献，即使家里有保姆，也别忘
了保姆只是分担家务的，不可能
把一切交给保姆，自己完全忘记
“女主人”的职能。而且，成功的
全职太太甚至承担了家庭甚至是
家族的理财计划、旅游策划，一切
打理得井井有条，让在外打拼的
先生没有后顾的烦忧。

还有，要把孩子的教育放在重
要的位置。有人说，能不能培养出
一个学霸，要看妈妈付出多少时间
和精力。现在很多学霸的背后都

站着高素质的全职妈妈，既能指导
琴棋书画，也能说得通数理化，还
能把天文地理谈得头头是道，假期
带着娃世界各地增长见识。

难怪有网友认为，“全职太
太”其实是一份高难度职业，“全
职太太本身没有什么伟大不伟大
的，但要是能当好全职太太，这个
女人一定很有能力：她必须对自
己有极高的要求，必须具备很好
的时间管理能力、任务处理能力，
情商智商缺一不可。”还有网友表
示：“与其担心未来，不如经营自
己。拥有离开谁都能过得很好的
能力——对全职太太来说，这才
是安全感的来源。”

罗子君“黑化”了全职太太？

生活中，不少全职太太“工作量不亚于一个CEO”

《我的前半生》改编自亦舒
的同名小说，是亦舒小说中知
名度较高的。因此，电视剧打
出“改编”旗号后，颇受书迷期
待。但是，近日书迷们齐齐给

该剧打出低分，原因是该剧改
编“面目全非”，“除了角色名字
相同外，其他哪里是亦舒小说
的内容？”

让亦舒们集体崩溃的是，《我

的前半生》的女主人公与小说主
人公有教养的形象背道而驰，亦
舒笔下的子君“单纯忠厚，书里的
子君则是‘作’出高度，处处惹人
讨厌”。

■相关链接 书迷质疑改编“面目全非”

■编剧回应 我们很尊重原著

首日票房破亿《悟空传》引发新“西游热”：

“中国故事”如何讲好？
新华社电“西游热”再

热——根据网络流行文学作
品《悟空传》改编推出的同名
电影13日起在全国公映，首
日票房突破1亿元。一批借鉴
“西游”的动漫新形象、新作
品，日前也在上海举办的中国
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上亮相。

不仅《西游记》被称为中
国原创“超级IP（知识产权）”，
《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
传》等古典名著也被二次、三
次开发，相关概念的电影、电
视剧、漫画、动画、网络文学等自改革开放以来集中涌
现，近年来更趋于网络化传播。业内和受众关注这些
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典作品，未来能否吸引更
年轻的群体？能否历久弥新？

从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
记》创造超高收视率，到 20世
纪 90年代香港电影《大话西
游》系列走红，再到2015年3D
动画大片《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票房突破 9亿元。在目前
国内票房过10亿元的电影中，
有4部是近年新创作的“西游”
主题作品。

受众年龄从“60后”“70
后”，现在逐步转变为“90后”
和2000年以后出生的群体，以

“西游”为主题的作品也进入
了网络传播时代。

一名网友在看了《悟空
传》点映后留言：“很庆幸，这
偏偏是最能戳中我心的孙悟
空，居然哭了好几次。”

据“二次元”动漫社交平台
哔哩哔哩网站的调查显示，“西
游”“三国”两大古典主题被中
外影视机构及网友自发改编成
超过上万种网络衍生品，历久
弥新，堪称网友“真爱”。

“西游”主题作品进入网络传播时代

尽管《西游记》等古典名著
的“粉丝”越来越年轻，收视和
观影习惯也变得越来越网络
化，但老一辈艺术家兢兢业业
投身文艺创作的匠心，才是打
动不同年龄层次观众的关键。

《三国演义》《红楼梦》等
在20世纪80年代也被相继改
编登上电视荧屏，至今仍与
《西游记》并列为“重播次数最
多的电视剧精品”。

前不久，总导演王扶林领
衔的《红楼梦》剧组在京举行
30年团圆会，再度引发网友热

议。大家公认，从剧本、表演、
音乐，到造型、服饰、妆容等，
每一位演职人员都做足了功
课，以严谨的创作态度，齐心
协力造就了1987版电视剧《红
楼梦》这部经典。

“今天的网友习惯用‘燃’
‘仙’等词汇来形容互联网平
台上传播的古装经典形象，无
论是动画，还是影视剧，国产
原创作品如果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汲取养分，释放正能
量，观众自然会跟进你的作
品。”腾讯视频总编辑王娟说。

古典名著的“复兴”源于匠心

经典“中国故事”期待更多创造性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