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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大陆亲子题材都市生活剧形态浅析 

金　瑶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亲子题材的都市生活剧在当下中国大陆电视荧屏上的一路走红并呈现出类型化的创作特点。通过比较发现，该类
电视剧的情节围绕几个典型的矛盾展开，叙事结构主要包括“开头”“怀孕”“离职生子”“复职”“结局”五个部分。其中，最

突出的怀孕、生子环节象征着未达到“社会成熟”的主人公结束延长的青春期，接受最后的成人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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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大众文化
事业发展迅速，作为最为观众喜闻乐见的影像形式

之一，中国电视剧逐步以类型化的方式走上了产业

化的道路。而当下，在内地电视小荧幕上，最火热

的类型剧当属亲子题材的都市生活剧（以下简称

“亲子剧”）。以８０后为主要角色的都市言情剧，在
讨论了校园生活、爱情（创业）、职场、婚姻等社会话

题以后，顺理成章地进入亲子篇。《宝贝》《小儿难

养》《小爸爸》《辣妈正传》等一系列主打亲子育儿

牌电视剧一经播出，就倍受热捧。然而就像以往某

一类型剧在获得市场后便出现同质化的问题一样，

各大电视台此轮争相播出的亲子剧也同样难逃模

式化的责咎。本文意不在对这一现象做价值判断，

毕竟作为一种亲民的电视艺术形式，电视剧中某一

题材的热播与所处的社会现实有着必然的联系。

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比较这一系列电视剧中的情

节和人物角色，对亲子剧进行形态学的初步分析，

探究其创作的规律以及这种规律背后所蕴含的文

化机制。

　　一　亲子剧的情节形态描述

就像其他类型剧一样，何谓亲子剧，其实并没

有明确统一的定义。但由于同样是走类型化的道

路，亲子剧很容易被观众识别。简单来说，这类电

视剧以孕育新生儿或养育幼儿为主题，讲述的是当

下都市生活背景下，初为人之父母的青年人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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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升级”的过程，在职场、家庭等环境屡遇难题

的故事。

典型的剧目有《宝贝》，该剧是华裔女编剧六六

继《双面胶》《蜗居》等热门作品后于２０１３年推出
的又一部都市家庭生活剧，旨在对曾经引发激烈讨

论的现代都市家庭中的婆媳关系、两性关系等伦理

问题展开进一步探讨。观众可以看到，在题材和表

现形式上，这部电视剧在亲子题材电视剧中都是具

有代表性的。女主角陈静波是个广告公司经理，性

格大大咧咧，事业心强。她和“ＩＴ宅男”丈夫孙哲
立志“丁克”，却不料意外怀孕。突然降临的新生命

打破了原有的家庭结构平衡，堆积的家庭矛盾逐渐

显现，陈静波的事业也面临考验。

类似地，在《辣妈正传》中，崇尚自由、个性十足

的女主角夏冰主张晚婚晚育，然而一张显示怀孕的

体检报告单让她不得不重新考虑与男友元宝的关

系，更令她不安的是，怀孕是她所供职的时尚杂志

社的主编最不愿意从员工那里听到的消息。

《小儿难养》的故事也不离其右。虽然男女主

角，年轻夫妻简宁和江心并不抗拒孩子的到来，但在

生子、育儿的过程中他们的烦恼并没有因此减少。

承受着来自家庭、社会、工作的压力，他们以及剧中

的另外两对８０后夫妻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总之，亲子剧的情节设置总体来说有章可循。

由于电视剧篇幅较长，它们不像电影或者舞台剧那

样集中讲述剧中某个人物的事迹或某一个核心故

事，而是根据非单线条的情节线索把日常生活中的

点滴小事串联起来，因此，在对包括亲子剧在内的

都市生活剧进行形态分析的时候，有必要在清晰把

握男女主人公形成的故事主线的同时，适当考虑配

角人物的故事在核心话题上的不同表现。下面，我

们借鉴刘魁立先生在《中国蛇郎故事类型研究》中

的分析方法，［１］以《宝贝》一剧为例，可以划分出亲

子剧叙事结构中主要的五个部分：

１．“开头”。开头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包括剧
中主要人物的家庭、职业、社会交往等信息，大致表

现他们的性格特征、价值观念。

《宝贝》的故事以一次家庭聚餐开始。男主人

公孙哲的父母、亲戚以为三十而立的孙哲、陈静波

（女主角）夫妇没有生子是身体原因，力劝二人看病

就医。真实情况却是夫妻俩自己不愿意生孩子。

与两人态度恰好相反，陈静波的表姐，剧中的女二

号冯莹却想尽各种办法只为求得第二胎。

从剧集开头交代的背景还可以看到人物之间

隐藏的矛盾。男女主角方面，女主外，干练，强势，

男主内，幼稚、温吞，跟传统的家庭生活模式完全相

反。婆媳方面，陈静波不想生子、独立个性的态度

与孙妈妈基于传统观念对儿媳妇的期望相冲突。

职场方面，陈静波的竞争对手是一个靠关系进入公

司的同事，且上司明确表示不希望其怀孕。

２．“怀孕”。女主人公意外发现怀有身孕，造成
第一轮家庭、职场等各处矛盾爆发的剧情高潮———

主角夫妻之间性格的差异、婆媳之间生活方式和观

念的差异、主雇之间利益诉求的差异都集中显现。

这部分内容在整个剧情中往往占到的很重的份量。

“怀孕”是女主角身份发生转变的开始。《宝

贝》中首先怀孕的是女配角丁一丫。她年龄尚轻，

缺乏社会经验，家庭条件一般，与陈静波的哥哥，出

身书香门第、责任心严重缺失的纨绔子弟陈建亚未

婚先孕。接着是急于求子的冯莹好不容易怀孕结

果胎儿不保，同时遭遇丈夫张嘉平出轨。这两个先

例让陈静波意识到生子这件事其实离自己并不遥

远。果然，不久她意外发现自己怀孕，此时她正处

于事业上升期，丈夫孙哲则一再在工作问题上表现

冲动、散漫，令她倍感压力。

在《宝贝》中，“未婚先孕”“出现第三者”这两

个包括亲子剧在内的家庭伦理剧经常涉及的话题，

分别主要由作为配角的情侣陈建亚、丁一丫以及夫

妻冯莹、张嘉平来演绎。而根据不同的情节设置需

要，在其他亲子剧中，则有可能所有的矛盾和问题

都将在男女主角的故事里得到比较明显的体现。

比如在《辣妈正传》中，女主角夏冰和男主角元宝，

就把未婚先孕、婆媳之争、主雇交恶、第三者出现、

双方长辈斗气、两人感情受挫等所有这些典型问题

中的每一样都经历了一遍。

３．“离职生子”。到了怀孕的后期，女主角便要
离职生子。随着新生儿的出生，由于经济状况、育

儿方法等问题，家庭内部关系再次发生变化。

陈静波在生子期间遇到的最大挫折，是婆婆在

赶赴她所住医院的途中车祸身亡，公公则落下瘫

痪。这引发了公公对她的强烈不满，双方矛盾越

积越深。

４．“复职”。女主人公产假结束，回到职场，学
习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之间的关系。

一向事业心强的陈静波在小孩平安出生以后，

仍然心系工作上的国际广告大赛。这时丈夫孙哲

承担了在家照顾孩子的责任。也是在这个阶段，两

人身边都出现了追求者。如果说陈静波复职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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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正常状态的话，那么，以前从事模特行业的丁

一丫在生完孩子后自主创业就完全是脱胎换骨。

在陈建亚母亲的帮助下，她从一个不懂事、爱玩的

姑娘成长为一个逐步树立起独立意识和强烈责任

感的新女性，可以说，她的怀孕和生育，不仅创造了

一个婴儿的新生命，同时也使自己获得了新生。这

种蜕变模式在《辣妈正传》中同样存在，女主角夏冰

在生子之前由于学历不高，只是杂志社的前台，复

职以后她更加努力，更加自信，在原上司新立的门

户下担当重任。

５．“结局”。男女主角渡过身份升级过程中的
困难期，人物间的各种矛盾得到缓解或根本的

改变。

《宝贝》的结局是开放式的。但剧中人物所遇

到的难题或多或少都得到了解决。陈静波和孙哲

互相恢复了信任，并各自为事业继续奔波，她和公

公的矛盾也以认可公公和保姆的新感情的方式得

以化解。张嘉平带着和第三者生的孩子回到了妻

子冯莹的身边。丁一丫的事业有了起色，并且重新

考虑和陈建亚的关系。

对比同类型的亲子剧，男女主人公的故事情节

基本不离上述五个部分。刘魁立先生在《历史比较

研究法和历史类型学研究》一文中曾指出，尽管曹

雪芹在《红楼梦》的第一回里就贬斥过的“千部一

腔，千人一面”在文学领域是大忌，“但从民间文学

的角度看，雷同、反复重现，反却成为了不分地域、

不分民族、广大人民群众世世代代所喜闻乐见的一

个重要特点”，且民间文学各种体裁中和各种作品

中这种稳定性的形成，有其主客观的原因。其中一

点就是，“这些作品赖以存在的那种社会历史土壤

和现实生活环境，为民间文化的传统性和稳定性提

供了条件。”［２］电视剧剧本的创作无疑是属于作家

文学的范畴的，但其体裁本身所要求的现实性，使

得即使抛开产业化批量生产的因素，不同剧本的编

写也仍然会因为存照着相同的社会现实而表现出

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这也是我们能用民间故事的

研究方法来对电视剧做形态分析的一点原因。

　　二　亲子剧情节形态的成年礼意义

除了大致遵从上述五个部分展开叙事外，当前

出现的亲子剧在情节形态上的另一个共同点是，没

有聚焦可能更容易吸引观众眼球的幼儿成长部分，

而是突出怀孕和分娩这两个环节在整个剧情中的

重要性。其原因当然不排除儿童是影视圈公认最

难拍摄的题材之一，电视剧制作出于技术、投入等

方面的考虑避重就轻。但笔者认为，借助怀孕和分

娩这两个本身就非常具有戏剧张力的主题，亲子剧

在象征的层面上另具深意。

从已经播出的多部亲子剧来看，男女主人公大

多是３０岁左右的都市白领，他们往往个性张扬，活
力四射，但即使已经进入职场或者步入婚姻，都还

是不够成熟。典型表现有如随父母同住，生活自理

能力差；在人际交往中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对待感

情等问题不够理智和冷静；对未来常常缺乏合理规

划，或者有着丰满理想却缺乏行动等等。总之，在

长辈的眼中，相当一部分而立之年的都市青年仍然

是很令人担心的孩子，用阿诺尔德·范热内普的话

说，他们未能达到真正的“社会成熟”。

而《过渡礼仪》中大量的例子则表明，在“对年

龄和职业群体有明确分隔的社会”，个体要完成“从

一年龄到另一年龄，从一种职业到另种一职业之过

渡”，要在生理和社会两个层面都从未成熟走向成

熟，需要伴有“特别行为”。这种特别行为，也就是

范热内普所归纳的“过渡礼仪”。［３］传统的中国社

会，无疑是属于范热内普所谓“对年龄和职业有明

确分隔的社会”的，因此也就沿袭着在每个人的一

生中至少举行生、冠、婚、丧四种人生礼仪的传统。

作为标志从未成人过渡到成人的男子加冠礼与女

子加笄礼，实际上也就是进入“社会成熟期”的开

始。通过“冠而字之”这样一种 “成人之道”，来实

现未成年人的身份和地位转换，将之聚合到成人群

体，或者说地位更高的阶层，从此他们便具有治人、

婚娶、从戎、祭祀等权利和义务。而使用这种象征

性的手段最首要的目的是为了强化社会成员的成

人意识，让他们更好地扮演成人角色并承担相应的

责任。［４］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到现代社会，人们大多

只保留了出生、结婚、丧葬的仪式，旧时有着重要意

义的成年礼仪式已经基本消失。究其原因，主要是

社会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进程。过

去女子十五岁行加笄礼后便可嫁人，男子二十可以

娶妻，如今，尽管法律将年满十八周岁确认为成年

标志，但实际上由于年轻人受教育的时间加长、需

要为家庭分担的生活压力减少，他们真正独立承担

成人责任的年龄普遍推后。于是，我们在都市生活

剧中就常常看到，那些三十岁的青年，在生理层面

早已结束了青春期，但是他们的生存状态相对于社

会对成年人的要求，总是有着相当差距。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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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促使和标志他们彻底独立起来的契机，长

期未能脱离家庭的庇护，当下年轻人享有着大为延

长的青春期，其成年的过程也被延长。但是，随着

年龄的增长，家庭和社会必然还是会要求他们蜕变

成真正的“社会成年人”，他们也总要走完身份转换

的过渡期。如何做到？答案依然不能回避过渡礼

仪的作用。因为在这个相较过去延长了的青春期

里，被舍弃的只是专门的成人礼仪式，而成人礼的

因素却是以新的形式在促进年轻人的“社会成

年”———很多成人礼的因素分散到教育、工作、婚

礼、孕育等过程之中。也就是说，在经历毕业、首次

参加工作、结婚、初次生养孩子等多个具有阶段标

志性的重大事件时，年轻人同时也在一步步完善对

自我和社会的认识、提升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全面

达成家庭和社会所要求的已成年标准。

就此我们知道，亲子剧有意突出怀孕和分娩的

情节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必然的，只是这种必然并

非仅仅来自“亲子”题材本身，而是有着更深层的象

征意义。剧中那些青春靓丽的主人公，由于不成

熟，总是把家庭和职场弄得鸡飞狗跳，直到孩子降

临（往往是意外的），他们才慢慢意识到自己不再单

单是为人子女。伴随着腹中胎儿一天天长大，挥霍

青春的都市青年终于接受了一次编剧有意安排的

最深刻的成年洗礼。为什么说是最深刻的？因为

从此他们不仅要对自己，更要对下一代负责。也只

有到了这时，长久以来盼其成熟而不得的父母，才

可以慢慢在家庭中退居二线。为了突出这种一家

之主的更替，编剧有时会进行较强的戏剧性处理：

比如和《宝贝》中陈静波的公公婆婆在孙儿出世期

间出车祸类似，《辣妈正传》的编剧就安排了一向自

恃有修养有文化、不认可媳妇的婆婆罹患老年痴呆

的情节。新生儿出生，祖辈患病、去世，在现实中实

属残酷，但从象征的意义来看，却是人们无法左右

的生命规律。

总而言之，目前所谓亲子剧，着眼点并不在于

父母与儿童的相处，而是要观察和探讨现代都市青

年在升级为父母的过程中如何成长蜕变。对于大

部分普通都市青年来说，这个环节是他们缓慢渐进

的成人礼的最后一部分，借此，他们终于实现比生

理成熟更重要的社会成熟。

依存着大同的社会现实，亲子题材的都市生活

剧作为现代家庭伦理剧大类之下一种较新的子类

型，在情节形态上呈现规律化的特点：大致按照开

头、怀孕、离职生子、复职、结尾五个部分展开剧情

是基本的模式；典型的婆媳、夫妻、主雇之间的矛盾

则在不同的叙事当中发挥相同的结构性作用。沿

着一条大体相同的叙事线索，不同的编剧能够做到

的是，根据剧情的需要设置不同的角色以及冲突的

场景。甚至角色也可以是类型化的。比如，能干、

坚强的女主角，“妻管严”式的男主角，严肃、挑剔的

婆婆，苛刻的上司等等。然而生活世界是千变万化

的，当这些观众在生活中最熟悉的角色走向屏幕

时，每一棵亲子剧的“生命树”主干会长出不一样的

枝叶，形成不一样的风景。

纵观以８０后为主角的影视作品，话题从过去
的校园、爱情、职场、婚姻直到当下的生儿育女，总

能成为红火一时的银幕现象。这也间接证明，８０
后本身就是一个热门话题。他们是中国大陆最早

的比较集中的独生子女群落，是第一批自幼就接受

改革带来的社会巨变的群体。在传统与现代的冲

撞中，在社会的质疑声中，他们一步步走向成熟，期

间不乏迷惘，也不乏与上一代人的冲突。一路潮涌

的以他们为原型的电视作品，其实是对其生命中原

本已消散于无形的成人礼仪的分步记录。当然，这

种记录不会随着象征性的成人礼的最后阶段———

为人父母———的告成而结束，因为生活的舞台还会

有更多好戏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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