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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挺好》的剧名，已经
剧透了结局。然而，看到恶
人总有好报，观众还是很不
满。

马克·吐温说：真实比
小说更荒诞，因为虚构有逻
辑，而现实毫无逻辑可言。

《都挺好》有逻辑吗？
我觉得，它的每一个情节乃
至结局，都在生活中有迹
可循。譬如苏大强。自私
的父母并不少见，尤其见于
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这
听起来很残忍，却是生活的
真相。

观 众 为 什 么 追 这 部
剧？原因之一在于每人都
有代入感。也正因如此，观
众把自己内心的怨恨，撒在
剧中人身上，希望快意恩
仇。然而，快意恩仇只是社
会逻辑，并不适用于家庭。

“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
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生活中，很多家庭最终
走向了和解，但和解的原因

不尽相同。有的因家族中
一件喜事而因缘际会；有的
因时代发展而观念变迁；也
有的纯粹是老了活明白
了。或者，干脆是血浓于
水、相逢一笑。譬如，我一
位同事义愤填膺地痛斥她
家的苏明成，但是，如果苏
明成向大家低头认错，相信
绝对春暖花开、冰释前嫌。

当然，并非所有生过嫌
隙的家庭都能走向和解。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
笑泯恩仇”，只在一部分人
身上实现而已。

《都挺好》的和解，有一
个剧情之下潜伏的原因，那
就是苏家子女至少有一人
是社会意义上的成功人
士。这种强势的社会地位
会在无形中引导家庭成员
走向和解。

金钱并不邪恶，大多时
候都在制造温暖。所以，如
果你家里也有嫌隙，赶紧努
力挣钱吧！ （雨来）

你必须与生活和解

当看到苏明玉拿着父
亲的账本和苏明成算账时，
我简直惊呆了。我一个同
学有着相同的经历：她家兄
妹3个，老大和她这个老三
在外地工作，只有二姐在老
家照顾母亲，二姐的口头禅
就是“我尽孝了”，不停地作
她和老大。母亲去世后，她
和大哥竟在老屋里发现了
母亲记的账本，每一笔账都
清清楚楚：二姐家的空调、
手机都是她买的，每月得给
二姐发工资，除了另外两个
子女交的生活费，她每月吃
鸡蛋水果还要另交500元。

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
《都挺好》中很多梗都是活
生生的生活写照，比如原生
家庭、重男轻女、巨婴妈宝、
丧偶式育儿、啃老式尽孝。
不少观众坦言，在这部剧中
看到了自己。一部剧如果
想获得成功，就需要观众有
代入感，让观众在心理上产
生共鸣。想想有些电视剧

把观众当白痴，一个误会一
句话就说清了，却偏偏十几
集了还不开口，一个几百个
亿的公司说倒就倒……难
怪有些槽点被喜剧演员当
了包袱：比如男女主角一摔
倒，就一定能亲上。

其实近些年有不少反
映现实题材的电视剧都取
得 了 口 碑 和 收 视 率 的 双
赢，比如《蜗居》《大江大
河》《欢乐颂》等，但有这些
成功的先例，还是阻挡不
了无病呻吟的剧集不停地
充斥各大卫视。尽管《都
挺好》有它的 bug，比如最
后的苏父强行被洗白，比
如它的大团圆结局，但因
前面剧情的认同感还是让
它成了最近的爆款。珠玉
在前，编剧们还是从现实
出发，多创作出能抵达观
众内心的作品，如果还是
浮于生活的狗血，就只能是
让 小 岳 岳 们 带 着 大 家 笑
了。 （懂得）

别让剧情成为小岳岳们的包袱

开年热剧《都挺好》剧终。这个内斗的家庭最终走向了和解，但苏大强和苏明成的洗白让观众
愤愤不平，甚至网友自发为这部剧另写了剧终。然而，生活毕竟不是电视剧。有人说，艺术来源于
生活，但高于生活。这是浅见。难么，生活和艺术到底谁厉害？这期我们就来说说。

你是苏明玉还是樊胜美，你能原谅苏明成吗？

前天闺蜜发来一条信
息：“我家有个苏明成。”

我当即回复一个握
手：“巧了，我家也有一
个。”

一点不夸张，上世纪
80年代，但凡不是一个孩
子的家庭，二三十年后的
今天，基本都长出了一个
苏明成。苏明成们最大的
特点就是花式啃老，啃得
父母省吃俭用但乐在其
中，啃得父母皮包骨头却
无怨无悔。每每此时，家
里肯定有其他孩子看无可
看忍无可忍，于是一个个
苏明玉就诞生了，这边苦
劝父母，那边怒怼明成。

我和闺蜜就是两个苏
明玉。不同的是，我们比
剧中苏明玉幸运那么一点
点，父母没有糊涂到女儿
上大学的费用要给儿子一
次无谓的挥霍让路。然而
最大的不同是，现实中的
苏明玉们都是扎人堆里找

不到的普通女子，背着房
贷养着娃，捉襟见肘缺钱
花，时不时抱怨生活的苦，
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既
没有剧中苏明玉杀伐果敢
的霸气、理性智慧的头脑、
强大彪悍的心态，也没有
她大街上随便发个传单就
能碰见贵人的机遇，以及
年纪轻轻就已实现财务自
由的超强工作能力。这个
完美到几乎没有瑕疵的女
性，居然是在一个从小被
歧视、青春期被抛弃的原
生家庭里成长出来的，你
信吗？

同样是阿耐笔下的女
性，相比之下，还是童年经
历影响一生的安迪以及始
终苦苦打拼的樊胜美更真
实些。有网友总结得精
辟，同样都是被倒霉哥哥
所累，但“有钱苏明玉，没
钱樊胜美”。是啊，人人都
想变成苏明玉，可无奈遍
地都是樊胜美。（生鱼片）

爆款苏明玉人设太用力

□光明

3月 27日，全国柔道冠
军马端斌在自己的微博发
文，实名举报老家两任村党
支部书记贪腐、欺压村民。

自反腐形成大势以来，
社交媒体已成为一种举报通
道，各类实名认证的公众人
物，常常成为反腐链条上的
环节。但体育名将与举报者
的角色重叠，还是罕见的。
此事在舆论场上引起不小波
澜，就在于全国冠军与“村干
部”之间的力量悬殊感。

村级反腐问题，除了极
端个案，很难进入公众视
线。在某种意义上，连“拍
蝇”的规格可能都谈不上。
而全国冠军，是国家体育的
象征，在公众观感里，是一直
站在国歌背景音里的人物。
这两类人，竟然有了直接对
抗，而且在基层的权力结构
中发生了角色倒置。报道
称，马端斌年过六旬的父母
曾遭到村党支部书记派人殴
打，让人甚为震惊。

因为被举报方——辽宁
省本溪市桦树甸子村两任村
党支部书记刘忠军、刘忠和
两兄弟，不接受媒体采访，目
前的报道呈现了当地村民、
历史材料和马端斌的叙述。
据称，2014 年前后，在当地
村民的不断上告下，刘忠军
被“劝退”，接下来村里选举
了另一位党支部书记。然
而，2016年左右，“刘家又通
过买票手段，让刘忠军的弟
弟刘忠和当选村党支部书
记。选举现场，刘忠军就说
了，必须我们老刘家当选。”
这个叙述是否完全贴合现
实，还待对证和调查。

但确定的是，上述过程，
涉及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的
关键环节。其中种种蹊跷之
处，如果当时就已经有人举
报，应该由当地纪检监察部
门介入调查。如果合规合
法，也应该及时公告、解释，
疏导村民情绪，规制民主监
督和民主决策的程序。这些
事情，是一些部门的本分、本
职，可能有历史包袱的复杂

性，不是道理这么简单，但最
终倒逼全国冠军公开发声，
其所产生的解决问题的成本
已经几何级上升了。

其中一种隐形的成本，
是产生了这样一种公众观
感：即使你是“国家级”，即使
你是为国争光的人物，在只
能覆盖几十平方公里的权力
面前，仍然束手无策。微小
权力，也构成了一个体育冠
军在直接对抗性运动场上不
曾见过的对手。过去几年，
中国反腐的魄力和效果让世
界瞩目，在社会心理层面，其
所想改变和扭转的，恰恰是
上面那种观感。

村上还有国，村规上还
有国法。这个常识，不应该
由一个无奈的体育冠军来普
及。采访中，马端斌和媒体
说了一句话，自己正在努力
备战东京奥运会，这估计会
让不少网友“心疼一秒”。调
查与公开，自然有应该承担
的地方，让体育冠军安安心
心训练吧。

（相关报道见A10版）

村级反腐，就别再劳体育冠军挂念了

近日，深圳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接到多起冒充微信客服诈骗警情，
骗子以需要“实名认证”为由，诱使事主点击木马链接，骗取银行卡信息，最
后套走验证码，导致银行卡被盗刷。

该中心提醒，切勿点击不明网页链接，更不要填写社交账号密码、手机
验证码、银行卡密码等涉及财产安全的重要信息；目前微信并没有进行所
谓的“二次实名认证”。 新华社发

微信二次实名认证？

小心，这是骗术！

微小权力，也构成了一个体育冠军在直接对抗性运动
场上不曾见过的对手。但村上还有国，村规上还有国法。
这个常识，不应该由一个无奈的体育冠军来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