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汇报】《张卫国的夏天》（以下简称《张

卫国》）既没有火爆，也没有塌方。剧中故事

零零碎碎，风格又偏荒诞奇巧，都指向了该剧

在题材、选角、内容上的“中年夹生饭”问题。

对比国内其他成功中年题材影视剧的经典呈现

和现代特色，此类型的精髓就是要描摹出“苦

恼人的笑”，这是“张卫国们”希望达到但又

没完全做到的。

中年夹生饭：剧情的“熟”与选角的“生”

人到中年，一地鸡毛，四顾茫然，几声叹息，

无数纠结。张卫国饱尝“中年综合症”，借钱、

被骗、房奴、失业，少时被最亲的大师兄林宏

年背后拆台，落下终身腰伤，后又搞出一幕“太

监的后裔”来赚取流量和捞外快，就像他自己

跟失联多年又重逢的师姐赵燕调侃，“这一辈

子过得并不顺利，小时候腰摔了，前段时间老

爷子又过世，媳妇早些年也走了，一个人拉扯

儿子长大”。

师兄林宏年本来在传统电视节目中占“C

位”，却在新媒体竞争中被辞退，从南京“大佬”

成为“北漂”一族，在事业和家庭两难中进退维谷；而林太太顾佳怡则“刀子嘴

刀子心”，身为中医，着魔养生，外圆内方，划得身边人都遍体鳞伤；张卫国暗

恋对象赵燕“神经系统不太好，焦虑症、强迫症二合一”，再也不像当年“夏天

里的小太阳，永远发光发热”，中年身心压力巨大。

《张卫国》角色张力大，细节瓷实，题材精准，又世俗诙谐抓到中年人这种

“夹缝”生存的状态，是“夹生饭”半生半熟中偏“熟”的那部分，故事有看头，

对话挺来劲，对手戏精彩，整体的确有股嚼劲。

说到中年，必须有恰当的演员来演绎，这就不得不说“黄磊现象”。这部剧

与其说是“张卫国的夏天”，不如说是“中年黄磊的夏天”。近年来沉迷于综艺

的黄磊每每出演电视剧就槽点不断，话题性十足。之一是其在综艺和影视上的形

象往往彼此勾兑、勾连，尤其是《向往的生活》让他彻底成为中年家长代表，虽

温文尔雅，但爱油腻说教，之后其综艺常驻似乎都脱不了“大叔”的标签，进而

影响他接戏及戏中的角色。之二是与之前角色的反差，想当年，青春帅气的黄磊

在《四世同堂》《人间四月天》《橘子红了》中拿捏有度，惊艳四座，自编自导

自演的电视剧《似水年华》以及话剧《暗恋桃花源》都让人感叹其特有才气。然

而近几年黄磊的几乎每部作品（《嘿，老头！》《小别离》《小欢喜》《小敏家》

等）都角色雷同，总是爸爸身份，过于演自己，细节显得松垮随意，有点过了头；

这次的张卫国就像从《小敏家》里穿越过来，还是那个唯唯诺诺，迷迷敦敦，憨

厚嘴碎易骗的大肚男人，人设又延伸到剧情，感觉老套又狗血，似乎总在自己的

中年里面打转，看张卫国，却总有黄磊的影子。

选角尴尬其实就代表中年夹生饭中的“生”。国内能演好这种中年沧桑、生

平厚重但娓娓讲述、举重若轻的男女演员并不多，大多是“本色出演”，很难挑

战自有形象之外的新角儿。黄磊算是做出了有益尝试，虽然形象和人设上基本延

续之前的套路，但气质上挑战老北京的胡同爷，一个卑微却不弃的小人物。然而

张卫国身上的“京味京腔京韵”少了灵魂，只留下形象上的宽裤衩、凉拖鞋、小

平头和大茶杯。对比之前热播的《欢迎光临》朱雨辰饰演的北京爷们儿王牛郎，

少了那股劲。

“黄磊现象”只是缩影，选角上的“半生不熟”也和剧本以及剧集整体呈现

有关。《张卫国》中还有不少“半料子”地方。努力去接地气，但地域特色偏偏

浅尝辄止。比如开头那首京韵大鼓说唱《都挺好的》让人眼前一亮，而随后张卫

国世代居住的旧胡同就只有老槐树下竹藤椅，光剩形象，没法融入剧情，就像剧

中老北京花茶，那茉莉香片总隔着一层屏幕。同样，老南京也付之阙如，光有一

句张大车的“乖乖隆地咚”，顾一家都没南京腔，这点，《张卫国》比不上《情

满四合院》《正阳门下》的京味以及《乔家的儿女》中的秦淮。此外，一班老戏

骨虽然很传神，但故事剧本比较单薄，太过于戏剧化，尤其是“长江边撒骨灰”

里的巧合与刻意，反倒冲淡生活日常，让本来纠结糟心的“中年世俗”滑向了“亢

奋狗血”。

“苦恼人的笑”：生活虽苦，笑而面对

中年题材影视剧虽然形式多样，其灵魂就是展现“苦恼人的笑”。生活虽苦，

笑而面对，我想，这也是《张卫国》认同的，否则就不会用黄磊的碎嘴装萌、刘

奕君的半真半假、和中医悄悄在腰疼的张卫国背上扎狠针来愉悦观众。大部分时

间也是中年彷徨的我们，看剧不就是图个“没事偷着乐”？

但是否能触及这灵魂，可遇不可求。首先题材上“稀缺宝贵”，中年剧论兴

奋度比不上青春剧的颜值与热血，厚重连绵度又抗不过家庭情节剧，所以一直在

类型剧中也是数量不多，不温不火，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经典，仍是几十年前的

《苦恼人的笑》《人到中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和《没事偷着乐》。

同时，就创作而言，拿捏好分寸，掌握好火候，既写出中年挣扎，也有开心

释怀，在怀旧与展望中看到现实，避免出现“中年夹生饭”，并不容易，就像中

年发展之路，并无太多规律可循。影视界曾经很崇尚“高概念”，即希望用一句

特色来总结剧情，否则难以区分其他作品，但中年剧普遍“难概括”“难定位”，

故事多样，亚类型多。近年来，黄磊领衔的“中年题材剧”就有《小别离》《小

欢喜》《小敏家》等，几乎都是热播剧。这个系列虽然中年感十足——题材清晰、

情感微妙、家庭纠结，各种中年忧欢，但也暴露出《张卫国》中同样选角的“半

生不熟”，尤其体现在黄磊缺少变化，自我投射的中年父亲的角色上。

其他热播剧如《不惑之旅》《人到四十》《我是余欢水》《我的前半生》等，

都各有成败的经验教训可借鉴：《不惑之旅》中虽然表演在线，但剧本变形夸张

充满“文艺腔”，非要搞成《简爱》的中国版；《人到四十》王志文领衔的卡司

惟妙惟肖地将各角色的病态中年展现出来，借着精神病院的笑声反讽了社会；《我

是余欢水》则诙谐荒诞，从一个 loser 身上看到光芒，比一般中年剧的苦恼更进

了一步；而《我的前半生》通过两对家庭把事业爱情、婚姻劈腿杂糅在一起，笑

意少了点，碎梦王子灰姑娘。

苦恼要切实，笑对须诚意。这应是中年题材剧万千变化中的不变圭臬。无论

时代如何发展，这类剧都要努力刻画中年男女在事业、家庭、个人、子女、情感

上的“夹缝状态”和“再奋进”的激昂可能，保持一种“苦中作乐”的态度：或

像《苦恼人的笑》中用“人们要诚实地生活，诚实地工作”来反抗特殊历史时期

社会上那些魑魅魍魉们的狂妄之笑，或如《人到中年》自嘲式地感叹“拿手术刀

不如拿剃头刀”，来消解中年大夫“工作担子重，生活担子也很重”的困境；要

么直接就“没事偷着乐”，冯巩标志性的天津口音和咧嘴大笑，让观众从头到尾

都乐呵呵，看完之后回味却莫名悲伤，中年惆怅，这是“苦中作乐”的另一种变调；

要不就像京剧团失业之后的张卫国，“煮熟的鸭子，就剩下嘴硬”，不得不还给

坑自己的师兄林宏年做专职司机，一身如房产中介式廉价西服，却笑呵呵感叹“祖

上也富过”“现在人人都有车，就我没车；当年是我一人有车，别人没车”。

《张卫国》有个小细节值得玩味，梅婷扮演的师姐赵燕刚从中医诊疗出来，

虽开着大奔，却私下里跟卫国说，“前两年父母去世，今年年头爱人也去世了，

我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亲人也没了”。被问起是不是总闷闷不乐，赵燕自嘲道，“生

活，哪有一帆风顺的。”黄磊马上讪笑回应，“咱这岁数，还不着急感叹生活”。

这就是中年无奈之下的特有智慧和生活哲学。

苦恼而笑但又夹生难熟，剧中的“张卫国们”有追求也有怅然，但这何尝又

不是中年题材剧普遍的一种状态 : 求之而不得。这也反映出此类中国电视剧，乃

至影视行业在类型、选题、角色和演绎上的某种中年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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