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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创作向现实主义叙事回归之际，涌现了一

批优质的艺术作品。但受商业经济的驱动和社会浮躁

风气影响，电视剧行业在叙事文本、场景呈现、意识形

态层面存在“悬浮化”现象。本文聚焦作为一种主流

类型的青春校园题材剧，这类剧受到了市场和受众

的青睐。具体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大众普遍认知中的

狭义青春校园剧，侧重刻画青少年在青春期这一特殊

时期的校园生活，比如网络剧《忽而今夏》《你好，旧

时光》《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等；二是具备中国特

色的融合家庭和教育的青春校园剧，比如电视剧《小

欢喜》《少年派》《带着爸爸去留学》等。国内关于青

春校园题材剧的研究主题集中在时代变迁、叙事创

作、危机反思等方面，具体包括以下几种观点：其一，

肯定其现实意义，所呈现出的主旋律价值观具备旺盛

的生命力和强烈的号召力；①其二，负面问题显性化，

创作者最大限度地迎合和取悦观众导致其弊病显露

端倪；②其三，主张复归现实主义，贯彻现实主义的理

念和坚持与时俱进的多元表达。③本文从青春校园题

材剧的突出问题—“悬浮化”出发，分析其在创作、审

美、价值层面的表征，在现实主义叙事的视域下探究其

纠偏路径。

一、悬浮化：青春校园题材剧的传播倾向

青春校园题材剧是以青少年的青春历程为核心，

其表现的校园学习生活、成长烦恼、彷徨迷茫等都源

于现实生活。但目前一些热门的青春校园题材剧存在

“悬浮化”倾向，所呈现的现实生活状态浮于表面，故

事情节悬浮于真实与现实之上，悬浮于时代与人性之

外，未根植于现实生活的肥沃土壤。“悬浮化”以现实

主义为包装外衣，是指电视剧悬浮于生活、时代、人性

的无根状态，④其创作、审美、价值层面漂浮在表面，情

感逻辑与叙事方式混乱，表现出脱离生活的镜像现实

青春校园题材剧悬浮化倾向及纠偏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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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和社会浮躁风气的影响，电视剧行业存在“悬浮化”倾向。研究发

现，青春校园题材剧中的“悬浮化”倾向主要体现在叙事文本层面的创作悬浮、场景呈现层面的审美悬

浮、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悬浮。因此，可从情感认同的叙事策略、艺术审美的场景建构、文化塑造的价值

引导等方面进行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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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青春校园作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蓄积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筑基点”，⑤以青春校园为题

材的电视剧尤其需要警惕“悬浮化”倾向。

（一）叙事文本的创作悬浮

从本质上来看，叙事文本是电视剧创作的最基本

内容。托多洛夫主张用二分法把叙事文本分为故事和

话语，在故事层面关注故事的产生及构成，在话语层

面关注故事的加工与表达。⑥青春校园题材剧的“悬浮

化”倾向体现在故事和话语维度的双重悬浮。

故事维度的“悬浮化”主要体现在：主题内容的

高度同质化表征；事件发展过程强调激烈的戏剧冲

突，与现实生活逻辑和事理逻辑严重不符；人物塑造

与刻画缺乏专业性和复杂性的立体感呈现，单一化的

创作路径导致同质化和脸谱化的人物形象。青春校园

题材剧中的故事叙述与现实生活发生偏移，表面为现

实主义叙事，实则是一种镜像现实。对青春期的成长、

彷徨与奋斗避而不谈，叙事文本聚焦在亲子关系、同

学关系、夫妻关系的矛盾冲突中，陷入为冲突而设置

冲突的表层化叙事。如近期好评不断的《小欢喜》，值

得肯定的是，该剧在一定程度上顺应观众和市场的需

求，但剧中亲子矛盾被刻意放大，甚至利用患抑郁症、

跳海、吵架等情节刺激观众情感。而这种戏剧冲突最

终进入“和解”的套路式结局，故事推进和情节转折生

硬牵强。 

与此同时，叙事文本的话语维度呈现出叙述的阶

级性和表达的无逻辑特征，在这类电视剧中，集中展现

以中产阶层为代表的社会少数群体的生活，缺乏对弱

势群体和底层群众的关注和深描，因此观众在观看时

很难有代入感和现实感。如“陪读式”现象和留学生活

在青春校园剧中普遍存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家

庭因条件限制很难实现陪读和出国留学。《小欢喜》中

展示的北京高考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征，“欢喜”也并

不是普罗大众的“欢喜”，昂贵的学区房和月支出将演

员和观众之间分离出一道鸿沟。同时这种阶级性的叙

述一旦与现实生活不符，很容易在社会群体中产生误

导。话语表达通过时序和时距共同形成叙事节奏，时

序是指叙事的顺序，时距是指叙事的距离，颠三倒四的

叙事顺序和过度密集的叙事距离引发叙事文本的无逻

辑问题。如在《带着爸爸去留学》中，很多情节事件之

间缺少概要和停顿，前期和后期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

前后不一致。

（二）场景呈现的审美悬浮

“场景设计不仅对电视剧视觉效果形成有着相当

重要的作用，更是对电视剧主题表达、人物烘托、人物

形象塑造的重要工具，合理的场景设计是烘托人物形

象的重要工具。”⑦在故事场景选择中，既存在物理空

间的外显场景，也存在符号空间的内隐场景，即通过话

语符号和人文环境建构的场景。在对电视剧场景设计

的研究中，多数研究忽视了符号空间的内隐场景，将美

术师设计出的人工空间环境作为电视剧主题思想表达

的有效载体。⑧青春校园题材剧场景呈现的审美悬浮

于时代、常识、生活之外，未能把握美的内涵与真谛。

真正美的电视剧可以通过荧屏呼唤个人内心深处的本

质力量，使观众得到审美认知、审美启迪、审美愉悦和

审美享受。如果电视剧场景呈现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过

大，观众难以移情于场景之中。

从物理空间角度来看，具体由环境、人物、道具、

画面等元素构成。当下青春校园题材剧从以校园为主

的单一物理空间转变为多元复合物理空间，不同类型

的场景空间杂糅导致青春校园成为边缘和附属元素。

青春校园剧的场景设计应该符合青春校园主题的设

定，但在剧中却存在环境设计不合常识逻辑、服装设

计与人物形象不符、广告过度植入、细节失真、穿帮镜

头等问题。如《带着爸爸去留学》中，“到处都是中国

人”与国外生活环境矛盾，“嘻哈风”的服装搭配与爸

爸的家长人物不符，学生和老师等人物形象的偶像化

标签严重，生搬硬套地过度植入广告让观者毫无美感

可言。《少年派》中的学校场景过于浮夸，比普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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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室和宿舍设计豪华许多。从符号空间角度来看，

充满豪车、高级酒店、奢侈品、西餐等消费符号，电视

剧通过审美和视觉对文化进行解构，并对文化进行重

新定义与建构，将消费主义文化以话语符号的形式植

入电视剧中，在对观众营造一种虚幻的镜像空间的同

时，也可能对青少年产生负面的价值引导。

（三）意识形态的价值悬浮

艺术不仅只是在模仿和呈现自然，还需要彰显精

神价值。青春校园题材剧的主要观众是青少年群体，

“青春题材剧表现了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和故事，塑

造的各种各样青年人物形象会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观

众，影响青年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⑨青少年时

期是自我意识和个体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主要依靠

大众媒体来巩固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获得

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可。同时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和社会

认知能力都处于较低水平，缺乏相应的道德识别能力

和自控能力，容易受到外界不良传播信息的干扰，甚至

模仿和学习影视剧中消极、错误甚至违法行为。电视

剧所呈现的价值导向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由社会存

在决定的意识形态总是指向现实，反映时代与现实的

特征，通过影像化的方式潜移默化影响观众。青春校

园题材剧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悬浮体现在与主流价

值观倡导的青春文化和励志文化不符。

青春文化具备叛逆性、情绪性、时尚性和流行性

的特点，追求独立和理想的生活状态。目前青春校园题

材剧呈现与青春文化相悖的情绪倾向和道德取向，比

如以抑郁情绪和暴力行为为代表的负面情绪倾向，以

及消费主义、攀比风气、社会分配不平等错误的道德

取向。优秀电视剧总是在反映生活的同时反映人性，其

叙事情节来自对复杂人性的细腻深描，但是这种人性

并不是扭曲和黑暗的。观众对传播信息的选择、接触

和记忆是选择性的过程，诚然，有争议性的话题固然可

以带来热度与流量，迎合观众的猎奇和娱乐心理，吸引

观众的注意力，但是持续性的反转剧情和脱离现实会

迫使观众离开。如《小欢喜》过度渲染“乔英子”的抑

郁情绪，《带着爸爸去留学》中传递的价值观也被观众

诟病，悬浮的情感纷争、暴力欺凌、同学攀比、父母的

过度溺爱取代留学过程中的艰苦奋斗和刻苦学习。这

类青春校园题材剧的问题存在于，表现亲子关系就陷

入矛盾冲突，表现同学关系就陷入情感纷争，表现两性

关系就陷入伦理失范，无力承担对青少年的价值引导

功能。

二、现实主义回归：青春校园题材剧的纠偏

路径

青春校园题材剧的“悬浮化”倾向对影视业市场

秩序和价值观建设造成严重伤害，去悬浮化的本质在

于回归现实主义，展现社会变迁的本真样态，反映群

众真实丰富的现实生活。只有以当代中国青年的生存

状态和精神面貌为根本，才能让观众感受到确实是中

国青年的故事。在此基础上，从叙事策略、场景建构、

价值引导三个层面探讨青春校园题材剧应该如何纠正

“悬浮化”倾向。

（一）基于情感认同的叙事策略

“长久以来, 情感是架构现实题材电视剧的重要

因素之一, 是现实题材电视剧形成意义中最有特点的

成分,也是操纵观众的重要机制之一。”⑩认同即认可、

同意、接受，是一种满足个人归属感的心理机制，是个

体潜意识地对某一对象的认可、模仿过程，从心理学

上讲，认同是一个将外在的理念标准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的社会心理过程。⑪情感认同可以唤醒观者内心

深处的情感共鸣与现实生活的关联性。电视剧中的情

感认同可以视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创作者通过情感

叙事获得认同，情感是实现认同的方式与策略；二是

观众形成基于情感的认同方式，情感是认同的内容与

最终目的。这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实现观众

知—情—行的转化过程。情感叙事作为一种软性叙事

方式，其叙事逻辑是通过“情感”外衣的包装与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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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亲近的距离，情感成为真实生活与影像内容勾连

的桥梁。

基于情感认同的叙事策略具体有：一是满足青少

年的心理需求和情感体验，寻求青年文化共鸣。这就要

求电视剧资源的供给侧在制作前期对观众进行深入调

研，不能停留在青年文化的表征，要把握文化内涵。二

是以情感逻辑为叙事的基础及内在机制。故事情节的

发展背后有其独特的情感逻辑，情感型卷入能够直接

激起观众产生类似的情感体验，影响其认知、态度和

行为。情感逻辑以情感发展的内在连续为主导，同时又

有理性逻辑作为深层的规范力量，它可以超越事理逻

辑，拥有自己独具的特点。⑫因此，青春校园题材剧要

遵循青少年的情感情绪特征和心理活动特点。《致我

们暖暖的小时光》这部剧是情感叙事的范本，在表现

温暖的情感逻辑下，叙事文本从行为细节上呈现男主

角对别人的关心、理解、尊重以及爱护等，以“暖男”的

人物形象获得观众的情感认同。 

（二）基于艺术审美的场景建构

场景是呈现故事冲突和情节发展的时空，通过场

景设计可以建构人物的情感和性格，反映地域差异与

文化背景，场景设计不是建筑、风景、道具、灯光等的

简单堆砌和平淡摆放，而是带有创造意图与艺术审美

的深度创新。但是目前资本运作、技术变革、审美泛

滥、标准缺失使得审美价值与市场逻辑的博弈日趋激

烈，猎奇、晦涩、奇闻逸事等艺术书写直接消解现代审

美的深度模式。⑬艺术审美的本质是追求真善美，只有

电视剧中的场景设计达到真善美的统一后，才具有艺

术审美的价值。

首先场景建构要“真”，要符合时代主题和现实

生活。艺术场景常常被印上时代烙印，古装题材、玄幻

题材、现实题材等不同类型电视剧的场景设计风格

迥异。就青春校园题材剧而言，教室、宿舍、食堂、操

场是校园场景构建的主要元素，明亮质朴的现代感设

计更符合观众新时代的艺术审美习惯。场景建构的真

实性原则并不是完全复刻现实，而是在符合现实逻辑

常识的基础上进行创造与加工，将生活真实升华为艺

术真实。在对场景建构的过程中要注意对细节的细

腻刻画，服装设计要符合人物形象。其次场景建构要

“善”，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尤其要警惕消费文化的

入侵。目前有些电视剧存在利用消费化场景和欲望化

场景迎合市场需求的问题，见诸华丽装饰、性映射、广

告植入等镜头，消费化场景对消费符号进行包装和炒

作，欲望化场景带来感官刺激，这种表层的审美只能

带来短暂快乐和审美个性丧失。在社会主义的文艺环

境中，青春校园剧应兼顾文艺作品的文化、商业双重属

性，彰显出自身的社会效益。⑭如《忽而今夏》中几乎没

有广告植入，还原校园、书店、图书馆等社会文化场所

的本真面貌，符合青少年的日常生活轨迹，形塑了热衷

学习与阅读的人物形象，达到真善美的统一。

（三）基于文化塑造的价值引导

文化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和塑造人的交往方

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任何社会中，人的价值观

念总会存在差异，统一的文化熏陶往往能够促进人们

在社会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大体一致的社会观念。⑮电

视剧作为媒介文化的一种类型，以文本、图片、音乐等

符号引导观众形成艺术审美意识。对于青少年群体而

言，视频化信息消费和生产已成为一种常态，校园主题

是其追捧的重要影视题材对象。对此，影视文化作品

的价值导向，是艺术生命的基础和关键。

由于准入机制不健全，部分青春校园题材剧的制

作方文化素养、道德修养、知识涵养等方面严重缺乏，

导致此类电视剧在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价值导向方面存

在一定问题。电视剧的内容监管是国家文化治理的重

要一环，既要强化影视作品价值导向的规制建设，又

要提倡电视剧的生产和消费整个系统内部的自治。在

价值引导过程中，首先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传

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电视剧创作的基础和根

本。其次是传播积极正面的道德观念，坚决抵制以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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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主义、伦理失范为代表的思想价值观念。青年校园

题材剧中的低俗内容会严重侵蚀青少年的价值观，甚

至误导青少年去效仿拜金享乐、多角恋、性欲冲动等故

事情节。通过对剧中人物青春期的成长经历的展示，引

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非观和道德观，学会

正确判断和分辨什么事物是真善美的。如电视剧《忽

而今夏》将乐于奉献、帮助他人、坚持奋斗等美德重现

并加以强调，引导青少年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你好，

旧时光》凸显青春期“成长”主题，传递努力、上进、自

信的正能量，通过剧中角色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成长，让

青少年观众产生代入感，从而培育其积极乐观的生活

态度。

结语

受政策推动和市场需求的影响，青春校园题材剧

创作的叙事风格正回归现实主义。青春校园题材剧在

青少年的精神引领和价值引导中承担着文化塑造的功

能，但是需要警惕脱离社会现实和青年文化的“悬浮

化”倾向。因此青春校园题材剧的创作逻辑应该以生

活、时代和情感为基础，在创作的过程中加强引导，一

是以情感逻辑作为叙事的基础及内在机制，在情感认

同中寻求共鸣；二是场景设计中提升审美价值，达到

真善美的统一；三是发挥媒介文化的正功能，引导青少

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电视剧生产系统各环节的合

力作用下，青春校园题材剧必将融入主流文化，利用典

型人物和情感故事激发观众的内心认同与共鸣，打造

出贴近现实的艺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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