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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花开月正圆》的原名是《大
义秦商之安吴寡妇》，也有简版的《大
义秦商》。看过剧的观众都明白，后
者才是传统的、洞明剧情和匹配主旨
的真正“剧名”。但是放在上述一堆
唯美缥缈的名字中，的确已经显得
非常生硬、突兀和“过时”。该剧导
演丁黑告诉记者，之所以改名是觉
得“大义秦商”太沉重，这个剧无法
承载这么厚重的名字。改名的过程
是集体创作，大家东一句西一句地
提意见，孙俪提到了“花开月圆”，因
为剧中周莹跟丈夫吴聘最经典并被
不断闪回的一场戏就是二人在月夜
下伉俪情深，吴聘用一张剪纸的月牙
将残月“补”成了圆月。改名之后，丁
黑还特意拍摄了一场一镜到底的闪
回，作为该剧的主打预告片。所以

“花开月圆”说到底跟这部剧还是文
题相符的，只不过可能受了时下文风
的 影 响 ，也 一不小心就成了“流行
体”。

（杨文杰）

剧名不能太沉重？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香蜜沉沉烬如霜》《那年花开月正圆》和《那片星空那片
海》等大行其道

傍古诗词成流行 剧名变长为哪般

本报讯 近年来，电视剧市场原创 IP鲜
有大作，很多经典老剧被拿来翻拍搬上荧
屏，如《还珠格格》《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
等电视剧。继《金粉世家》被曝出将翻拍的
消息后，又一部我们的童年剧《粉红女郎》曝
出要翻拍的消息。

2003年，改编自台湾著名漫画家朱德
庸的漫画作品《涩女郎》的电视剧《粉红女
郎》曾创下收视第一，对当时很多人的恋爱
观、婚姻观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作为都市女
性影视剧的开山之作，《粉红女郎》在观众心

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万人迷、结婚狂、男
人婆、哈妹，每个角色都个性鲜明，形象深入

人心，也因此捧红了刘若英、陈好、张延、薛
佳凝等明星。《粉红女郎》的主题曲、插曲都

被传唱为经典，包括众多走心的台词也都流
传至今。

14年后，《粉红女郎》确定翻拍的消息
曝出后立马引发网友讨论，其中对于四名
女主角将由谁主演引发热议。据网络消息
传言，四位女主将由呼声最高的杨幂、赵丽
颖、宋茜、范冰冰出演，杨幂自是饰演“万人
迷”，个子娇小的赵丽颖则出演“哈妹”，宋
茜则出演“男人婆”，“结婚狂”则由范冰冰
出演。

网友看到后也纷纷热议：“感觉这四
人选得很不错啊，话说结婚狂由范冰冰
出演真的是很符合角色。”还有网友表示
每一次的翻拍都不尽如人意，经典是无法
被超越的：“求放过！不要再毁我们的童年
了！”

（晚宗）

又一部经典要翻拍

时隔14年
《粉红女郎》归来

《那年花开月正圆》和《那片星
空那片海》，是当下最受关注的两
部电视剧的名字：一个是孙俪主
演、正盘踞收视榜冠军的传奇年代
剧；一个根据著名言情 IP 改编、即
将登陆湖南卫视黄金档。不过，明
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题材，光看剧
名却根本没法猜出哪个剧名对应
的是哪一部剧。两个名字读起来
竟然还有些押韵，互换身份似乎也
没什么不妥……

2017 年以来，电视剧观众的最直
观感受是剧集越拉越长，动辄60集开
外，剩下的就是名字也跟着看不懂、记
不住了：《奇星记之鲜衣怒马少年时》
《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何所冬
暖，何所夏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
红瘦》《寂寞空庭春欲晚》《山月不知心
底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想和你再
去吹吹风》《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
《初遇在光年之外》《香蜜沉沉烬如霜》
《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等等。
古装剧剧名几乎都是七言诗起步，现代
剧也都要文艺范儿、“豆瓣体”的抒情缥
缈一把，长达十几个字甚至中间有标点
符号，几乎成了标配。而这些剧名最大
的共同点就是既“不知所云”又有着强
烈的同质感——说白了就是营造一种
类似的感觉，至于名字的真正功能，已
经非常模糊。

傍古诗词就有文化？

题，本是内容的总名目，“以照篇
中微妙之文”，然而时下热门的电视剧
名字早已放飞自我并越走越远，越来
越让人看不懂。这种现象的产生，是
近年网络 IP改编剧占领市场的“后遗
症”。网文写作的模式跟传统写作最
大的不同就是作者会根据网友反馈来
更新甚至改变情节走向。换言之，作
者最初也“预知”不了整个作品的构
架，名字自然就不可能起到统领全篇
的作用。因此网文的题目大多只是提
供一种文风的“感觉”，“云山雾罩”也
是情之所迫，不得已而为之。80后、90
后成了电视剧的主力观众，他们青春
期的阅读，大多跟网络小说突飞猛进
的发展相关，网文偏重“唯美”“空灵”
的审美趣味也直接影响了他们。因
此，不仅那些大 IP被改编成电视剧后
名字照搬，一些原创剧也跟着起类似
风格的名字，明显透着对市场的一种

迎合。
这种字数越来越长、意味“云山

雾罩”的剧名正在电视剧圈中流行起
来，有人欢喜有人忧。一种观点认
为，它的“唯美”趣味符合市场要求，
顺势而为并无不妥；也有批评的观点
指出，“网感”本身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起个长名字就能有网感了？——
两年前的《琅琊榜》《伪装者》，都是文
题匹配的好名字，丝毫不影响剧的传
播和所谓“网感”。更有观众质疑“如
今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总结剧中独特
内容或价值观了？因为它没有”，所以
只能故弄玄虚、只能把取个“云山雾
罩”风格的名字当作“标配”。编剧余
飞就说：“这些剧取名的目的并不是为
了让你看懂这部剧是讲什么，它只是
想传达给你某种气质。这种气质来自
于网络或某种大 IP，很多时候它就是
一种广告。”

“云山雾罩”就有“网感”？

《粉红女郎》主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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