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雯（钱江晚报记者）

《乘风破浪的姐姐》刚热起来的时候，网里网外的人群，就

有人喊着赶紧来一波“翻江倒海的姐夫”。

姐夫还是芒果 TV 一个传说中的项目，但湖南卫视的《天

天向上》反应很快地先在节目里推出了《披荆斩棘的哥哥》。

看起来，所有路数，都和《乘风破浪的姐姐》相似，只不过

主角变成了“那些有男团梦的哥哥”。

梦想人人都有，可这“男团梦”的人设，当网友尝试从各自

大脑自备的数据库中去提取人选时，发现这是一件有点困难

的事儿。

首先，30+的哥哥们，如果早已顺利奔跑于文艺界的大道

上，哪有什么能阻挡他的荆棘；

其次，30+的哥哥作为个体，各具特点，可加个“们”，就

有点难以想象了，总觉得场面难控——收回胳膊会伸出腿

的那种。

从我们最普通的生活经验出发，组团唱跳，并不适合当下

的“哥哥”们，倒是分组侃大山或组牌局的方式，更适合进入中

年爹味日浓的他们。

这样一来，就可以解释前不久陈建斌、董勇、郝平领衔主

演的《三叉戟》为什么走红了，说到底，他们是在摆龙门阵啊！

从网友弹幕中也可以看出，观众只喜欢看三个大老爷们的戏，

而其他配角出场，眼前就骂声一片，呼喊着编剧让“老三位”之

外的角色赶紧领盒饭。

“老三位”是业务能手，但也一身毛病——抱怨、懒散、小

心眼、毫无纪律性，还面临着身体机能的失调⋯⋯这就是大众

眼中的中年男性，而我们的身边恰恰不乏这样的中年男性。

由《三叉戟》再说到另一部据说爸爸妈妈都在追的剧集

《爱我就别想太多》——他们有一位共同的主演陈建斌。

这部剧中，大叔陈建斌和少女李一桐的老少恋，本是你侬

我侬，到头来却“爹味”四溢。跨越年龄的爱情，当然可以有，

但是，就这一部剧来说，太浓郁的“爹味”，确实辣眼睛。

从网上的诸多反馈来看，“姐姐”的观众，多数都是姐姐，

她们希望通过这一档节目中去表达自己的处境，跳脱母亲、妻

子的身份，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是现实中诸多姐姐的诉求。

可是“哥哥”呢，在现有的社会角色构成中，哥哥们已经活

得如鱼得水，对于中国男性而言，家庭、婚姻、生育，并未对他

们的职业发展造成颠覆性的影响。

所以，看到“哥哥”要“披荆斩棘”，而且还是用“姐姐”的方

式去披荆斩棘，观众自然多是质疑之声，况且，看“哥哥”的也

会有为数不少的姐姐，她们会怎么想？——你得便宜还卖乖

么？！

为什么有些对于中年男人，社会上会有“油腻”的评价，而

今年又流行起了“爹味”？其实归根到底是男女两性的不同处

境造成的。

步入中年的男性，有了社会地位并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资

源，也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或许，那些“油腻”或是“爹味”的男

性，大概骨子里还捎着从原始社会带来的能狩猎善采集的优

越感，所以，总是忍不住四处散播经验，只是，没多少人吃这一

套了，或者，看破不说破而已。

当然，不能否认，《披荆斩棘的哥哥》出来之后，也可能会

新意满满。“姐姐”播出之前，演员孙红雷就曾在微博发问：“怎

么没有乘风破浪的哥哥们？瞧不起人吗？”

无论“姐姐”还是“哥哥”，在各色口水当中，它们隐含了当

代社会的两性地位，当“姐姐”或“哥哥”不再被解读，而是归于

单纯的综艺本身，置于两性之上的那些性别歧视、年龄阻隔，

也就不再是问题了。

哥哥要披荆斩棘
姐姐不同意

汪佳佳（钱江晚报记者）

睽违五年，迷倒全亚洲的“都敏俊教授”带着他的新剧回来了。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名字一听就很小众。这部剧讲述了因生

活压力而拒绝爱情的精神病患者监护人，和因天生缺陷而不懂爱情的童

话作家相遇后，互相抚平伤口治愈伤痛的故事。

电视剧开播前，大家的关注点都在“都教授回归”这件事上，毕竟五年

没有主演过电视剧的金秀贤，仍是韩国最贵的男演员。但是剧情展开后，

观众们却大都被女主吸引了过去。

徐睿知饰演的女主高文英是一名畅销童话作家。与一般童话作家不

同，她写的都是暗黑童话。在一堂精神病院的文学课上，高文英这样向病

人介绍童话：丑小鸭的故事告诉我们养大别人的孩子都是白费力气，而人

鱼公主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要看上有婚约的人，否则会遭到惩罚。

极其毒舌、看似冷漠甚至有些反社会人格的高文英，并不是天生如

此。因为受到童年经历所影响，她的话或许不那么中听，甚至有点扎心，

但却是事实，也是高文英所感受到的世界。

像高文英这样的“怪力女”人设，其实近几年来韩剧中很常见。

比如《梨泰院 Class》的女主赵依瑞，小时候为了获得跑步比赛第一

名，推倒了前面的同学，被老师建议去精神科看一下。长大后睡前通常想

的是：“ 希望这个世界可以灭亡”——觉得自己会一辈子都很疲惫，所以

希望地球能够爆炸就好了。

这样的人设并不真善美，有多少人会如傻白甜女主一样永远纯良无

害但偏偏万千运气在一身呢？

再比如前几年的韩剧《魔女的法庭》。女主马利盾是一名雷厉风行的

检察官，精明利己，从不谦虚，绝不热心冲动管他人闲事，为将犯人绳之以

法不择手段。

并不人畜无害对不对？但我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这么个人，专注自

己的世界，与周围的人与事保持着距离。

回头一看，与韩剧的女主人设相比，近年来国产剧的女主人设则显得

太过单一，不是大女主，就是傻白甜。

比如《大唐荣耀》、《延禧攻略》、《知否知否》，女主都是出身微末，但凭

借一腔智慧和肝胆最终披荆斩棘成为赢家，收获爱情与大义。

而诸如《克拉恋人》、《云汐传》乃至最近大热的《传说中的陈芊芊》等

剧都是誓将傻白甜进行到底，女主人设人畜无害，但并不妨碍她们成为命

运眷顾的宠儿。

当然，这些大女主和傻白甜人设的电视剧中不乏高收视之作。比如

直到今天还被奉为经典的《甄嬛传》，以及《延禧攻略》、《知否知否》之类的

爽剧，都在保证了品质的同时，实现了口碑与点击率的双丰收。

并且，这类剧也有它的价值。因为现代人在高节奏的生活和工作之

余，难免需要看些不用费脑的轻松剧情来缓解压力。

但是，女主人公全朝着一个方向走，电视剧简介乍一看都是千篇一

律，观众看多了难免也会觉得乏味，并且也限制了国产剧水准的提升和层

次的丰富。

其实很多年前，韩剧也曾走进自己的死胡同。那些年，只要提到韩剧

两个字，大家脑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词一定是“绝症”。纯爱，虐恋，唯美，

眼泪，最后女主身患绝症，一连串套路如行云流水。

但是近些年来，韩剧女主慢慢脱去小白兔的外衣，看起来有些奇奇怪

怪，有的精明利己，有的自我中心。

深究韩剧女主人设变化的原因，和女性独立及社会地位的提高不无

关系。时间即将迈入 21 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女性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

不再需要用传统的社会评价作为自己行为的唯一标准，不需要依靠和取

悦男权，不用在意他人的目光。

于是我们看到，平凡如你我、甚至有些笨有些傻有些坏的人物也可以

拿到女主剧本。她们没有大女主的智商，没有傻白甜的运气，但她们有血

有肉，有棱有角，热气腾腾新鲜生动。

也正是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人物，用自己故事告诉我们，既然完美太

难，那么，活出你自己。

“都教授”的新女友
是个“坏女孩”

【表达和批评，是为了更好地判断】 扫码查看

更多有温度的热评

《乘风破浪的姐姐》之后，《披荆斩棘的哥哥》也要来了，只是，“拒绝”成为网络上一种声音。

从“姐姐”到“哥哥”，再到最近热播的国产剧集《三叉戟》、《爱我就别想太多》，以及韩剧《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巧合的是，
它们的细枝末节中，都能引发人们对于两性社会处境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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