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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家庭”“养老”“育儿”，这些都是
都市情感剧涉及的元素。近期，都市情感剧
《时光正好》以这些元素为主要表现对象，拾
取生活中的点滴细节，用温暖的笔触和轻喜
剧的基调，表现都市人面临的各种生活挑战，
做出的不同现实抉择，以及用爱温暖心灵、化
解矛盾、达成和解、得到成长的故事，为观众
传递积极正向的情绪价值和思想内涵。

《时光正好》注重典型人物的塑造。四十
岁之后，人正值壮年，上有老，下有小，在事
业、家庭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时光正好》准
确把握“40+”这一年龄的独有特征，真实反
映这个群体在生活、职场可能遇到的各种问
题。原本生活幸福安稳的许梦安突然遭遇公
司裁员、丈夫失业等一系列变故，有些迷茫。

原本是理工科高材生的李临在四十出头的年
纪面临失业，妻子意外怀上二胎，让他更加焦
头烂额，只能暂时靠打零工来支撑生活。故
事一开始就表现了许梦安、李临这家人的生
活困局。许梦心是从小被宠到大的“小公
主”，从父亲到丈夫，都对她“溺爱”有加，所以
养成任性骄纵的性格。然而，丈夫生意失败、
几近破产，让许梦心的生活跌入谷底。陈婉
真被家庭和孩子牵绊，从职场精英变成了全
职妈妈。然而，丈夫忙于事业，忽略了她的感
受，也低估了她的价值。

这三组家庭虽然面临不同困境，但是创
作者在叙事过程中没有刻意制造焦虑、渲染
矛盾，而是采取换位思考、相互成全的方式
为剧中人排解压力、调解冲突，不断达成人

与人之间的理解、谅解与和解。如许梦安发
现自己怀了二胎时不知所措，在生与不生之
间犹豫不决。她丈夫李临的坚定支持和温
暖呵护以及女儿的理解与鼓励，帮她渡过难
关，坚定了生下孩子的决心。许梦心过于任
性，这成为压倒濒临破产的丈夫贾浩文的最
后一根稻草。但是创作者并没有让他们就
此决裂，而是让许梦心由此开始反思，逐渐
由“小公主”成长为“大女主”，坚定地与丈夫
共渡难关。虽然陈婉真与于海离了婚，但是
创作者没有让这组人物跳进“离婚后反目成
仇”的叙事窠臼，而是让于海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积极挽救婚姻。总之，《时光正好》没
有让人物陷入离职、离家和离婚的负面情绪
中，而是紧密围绕“时光正好”的主题，通过

剧情探讨这些问题的应对之策，始终以积
极、阳光的基调表现主要人物努力与生活、
与家人、与自己进行沟通、达成和解的故事，
试图为同样在生活中探寻摸索的观众提供
可供借鉴的思路。

当然，《时光正好》也有一些创作缺憾，
比如整体叙事节奏和情节推进过于缓慢，

“家长里短”过多而“诗意提升”不足，个别人
物之间的情感发展铺垫得不够充分。不过
瑕不掩瑜，《时光正好》努力发现平凡生活里
的真善美，传递富有时代气息的正能量，让
家庭成为安身立命的强大后盾，让爱人成为
抵御风浪的温暖港湾，让亲情成为守护未来
的坚固防线，是一部适合全家人围坐观看的
接地气、暖人心的佳作。

《时光正好》：传递积极达观的情绪价值
□ 杨洪涛

美国电影的标签人物美国电影的标签人物：：

斯皮尔伯格十大经典影片

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犹太裔美国导演，世
界导演方阵里的坐标。在他30多年的导演生
涯中，在他30多年的导演生涯中，既有《大白
鲨》《E·T》《夺宝奇兵》《拯救大兵瑞恩》这些振
聋发聩的商业力作，又有《紫色》、《太阳帝国》、
《辛德勒名单》这样散发着浓郁艺术气息的佳
品，还有《人工智能》、《少数派报告》这样领风
气之先、玩高科技制作于股掌的时髦作品。好
比香榭丽舍代表法兰西的某种气质一样，斯皮
尔伯格已经成为了当今美国电影的标签式人
物。

斯导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堪称经典，今天
编者选出十部他的经典作品，以飨读者。

10.《决斗》。斯皮尔伯格克敌制胜的法宝
之一，就是用精确的电影语言讲述精彩的电影
故事。在他所有的作品中，1971年拍摄的影
片《决斗》就是一个精确使用电影语言的典范。

《决斗》的主人公戴维·曼是一个很典型
的老实人，他开车上路是为了去收一笔对他
来说很重要的账。在高速公路上，他超过了
一辆冒着黑烟气味难闻的卡车，谁知这下可
捅了大篓子，卡车司机从此开始一路对他进
行疯狂的追杀。

在90分钟的电影里，这辆疯狂卡车的驾
驶员始终没有露面，他为何非要将戴维·曼置
于死地也一直没有交代，这使得整部影片笼罩
在一种莫名的恐怖之中，随着剧情的发展，驾
驶员是谁已经不再重要。影片的最后两辆车
一同滚下了山坡。戴维在最后关头跳下了汽
车，他终于依靠智慧和勇气成为这场死亡游戏
的胜利者。

这部电影为年轻的斯皮尔伯格带来了很
高的声誉，从此他开始在好莱坞崭露头角。
这样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故事，斯皮尔
伯格却将故事讲述得惊心动魄。用90分钟
的时间来讲述一场没来由汽车追逐，无论如
何都是件富有挑战性的尝试，但是年轻的斯
皮尔伯格在拍摄《决斗》时所表现出的成熟却
令人叹为观止，在全片中，我们几乎无法找到
电影语言上出现的任何错误。一切都是那么
的精确。而这也成为他以后的所有影片中最
重要的特点之一。

9.《紫色》。从《大白鲨》开始，就有人不
断指责斯皮尔伯格影片充满着商业的粗俗和
血腥，斯皮尔伯格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了
证明自己不仅仅只会拍商业电影，他于1985
年开始筹备拍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电影
《紫色》。

《紫色》的故事不再像以往斯皮尔伯格电
影中那样，有一个强烈的贯穿始终的戏剧冲
突，而更多的是意识流式的生活展现。影片
中的所有内容都是乌比·格德堡扮演的黑人妇
女眼中的世界。在场景的处理上，斯皮尔伯格
尽可能地使黑人妇女生活的空间与现实生活
靠近，同时又充满炙热的情感。在那像被涂了
油漆一般的乔治亚州的大地上，每匹马都闪着
光泽，每头牛都膘肥体壮，每朵花都在盛开，生
长于其间的黑人姐妹，像土地一样淳朴，她们
的欢乐与悲辛充满了西部生活的质感。

然而斯皮尔伯格在《紫色》中尝试的艺术
电影手法，显然没有其在商业影片中展现的电
影手法更令人尊敬。更为糟糕的是，斯皮尔伯
格对于黑人给予的极大同情使得这部影片失
去了起码的冷静。《紫色》之后，直到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斯皮尔伯格又开始拍
摄了一系列商业片，但这些影片都没有实现这
位导演追求的目标，那就是拍摄一部具备个人
风格的有创意的艺术片。

8.《人工智能》。拍摄于2001年科幻影片
《人工智能》中，斯皮尔伯格似乎尝试着改变他

一贯的温情，但事实证明，他的这种尝试有些
力不从心。《人工智能》讲述的是，小机器人戴
维在被收养他的人类父母抛弃后，想尽一切办
法试图变成一个真正的小孩，以期重新获得父
母之爱的心酸故事。

在这部电影中，除了对于人性进行全新角
度的探讨以外，还体现出了对于人类未来的深
切忧虑。斯皮尔伯格在一系列的电影中对他
幼年时代的孤独感进行着诠释。相比较而言，
《人工智能》中小机器人戴维面临的孤独处境
显得更加残酷。但是影片的结尾，斯皮尔伯格
却仍然带领着观众回到了他一贯的温情当中：
两千年过去了，地球上的生命已经灭绝。小机
器人戴维在外星人的帮助下，使死去的养母重

新复活，断裂了两千多年的亲情被重新弥补。
这个结尾中戴维过去的家被表现得极尽温馨，
他和母亲之间情感的弥合又重新经过了细致
的铺垫。但即便如此，这个冗长的结尾还是显
得和整部影片的格调很不统一。当然，这很可
能又是斯皮尔伯格同好莱坞商业机制妥协的
产物，因为在大制片商看来，一个悲剧性的或
者超出一般观众理解能力的结尾都是不被接
受的。

7.《第三类接触》。在斯皮尔伯格1977年
推出的科幻影片《第三类接触》中，法国导演
特吕弗扮演的拉孔布率领一支多国科学家小
组来到墨西哥的索诺拉沙漠。他们来这里的
目的是研究一个神秘现象，因为早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时就已经失踪的一个美国飞行
中队，在这片荒凉的沙漠里又神秘地出现
了。科学家们发现，所有这些飞机都完好无
损，马达可以轻易开动，甚至飞行员的家人照
片还插在仪表盘上。可是那些机组人员呢？
他们依然踪影皆无。而这所有的谜底都与外
星人息息相关。

第三类接触的片名来自美国宇航局的一
个专业术语，它指的是同外星生命进行的实际
接触和交流。尽管影片是虚构的，但是其中大
部分内容却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美国军方
和美国宇航局就因为第三类接触中涉及到一
些国家机密而反对这部影片的拍摄。

斯皮尔伯格再次在影片中展现出他对外
星人善意的惯性，尽管外星人的飞碟在地球上
横冲直撞，许多人类也被他们劫持到飞船上。
但在影片的最后，他们将劫持的人类全部完好
无损地送回了地球。在此之前发生的一切谜
题也豁然解开。当这些外星人友好地向人类
告别时，我们明白，这些恶作剧的背后不过是

好奇而善意的接触。
6.《印第安纳·琼斯》。从1981年到1989

年间，斯皮尔伯格同乔治·卢卡斯合作拍摄三
部《印第安纳琼斯》系列电影，这三部电影也被
认为是斯皮尔伯格商业片色彩最浓的电影。
神秘的宝物、惊心动魄的历险和浓郁的异国风
情使得《印第安纳·琼斯系列》成为了天方夜谭
似的童话，在那些或玄妙、或瑰丽、或阴毒、或
神秘的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出，斯皮尔伯格的
历险片中同样蕴含着孩子般的奇妙幻想。

少年斯皮尔伯格关于探险的幻想，很多时
候是来自那些精灵鬼怪层出不穷的念头，这些
念头又往往带有恶作剧的性质。一次他哄骗
自己的三个妹妹去看他藏在储藏室里的一个
头骨，这个头骨被他设计成不仅瞪着的眼珠可
以转动，里面还闪着阴森的光亮。后来，所有
这些恐怖闹剧都成了《印第安纳·琼斯系列》中
的情节。在拍摄古墓蛇穴这场戏时，为了影片
效果，他让人将上千条的活蛇送到拍摄现场，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胆战心惊，只有斯皮尔伯格
还在兴致勃勃地给蛇说戏。

孩子般的游戏心态使得斯皮尔伯格导演
的这个系列电影在让人激动不已的同时又能
捧腹大笑，它的所有元素集结在一起恰恰构成
了娱乐片最基本的架构，而斯皮尔伯格源自童
年时代的丰富幻想又使得这个架构浑然天成，
无可挑剔。

5.《E·T》。斯皮尔伯格于1982年拍摄的

这部《E·T》被认为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他
自己也承认，《E·T》中的艾里奥特其实就是
自己童年的翻版。斯皮尔伯格的童年是孤独
的，这也同时让他拥有了无穷无尽的想象力，
因为他发现做白日梦是排解孤独最好的手
段。他的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孤独小男孩”的
形象往往都对于天空、宇宙和未来有着美好
而纯真的幻想。所有这一切，影片《E·T》的
出现也就水到渠成。

孤独中的凄凉终归在所难免，但是斯皮
尔伯格一直试图给这种孤独穿上一层温情的
外衣，于是《E·T》中外表柔弱的艾里奥特在
最后获得人生成长的同时也重新获得了来自
家庭的关爱与温暖。而《E·T》中的外星人则
更具人性化色彩，在他奇怪的外表后面，我们
不难发现他不过是斯皮尔伯格心目中一个迷
路的孩子。他同所有地球上的孩子一样，有
着对于家庭和父母的依赖，有着对陌生世界
的恐惧。

显然，在斯皮尔伯格看来，爱不但是地球

生命赖以存在的基础，同时也是幻想中的外星
生命最宝贵的精神依靠。

4.《侏罗纪公园》。在拍摄《大白鲨》18年
之后，斯皮尔伯格推出了另一部更加令人瞠目
结舌的“怪物”电影——《侏罗纪公园》。在这
部电影中，斯皮尔伯格将早已灭绝的恐龙塑造
得栩栩如生。惊险的情节设计、完美、逼真的
数字特效使得这部影片形成了空前的视听刺
激，当时许多媒体直接以“恐龙复活”为题目报
道该片的上映。这种效果的达成需要的不仅
仅是电影技术的进步，更重要的还是斯皮尔伯
格从小怀有的对“怪物”极其敏感的恐惧心理。

同斯皮尔伯格影象世界中善良的外星生
命不同，斯皮尔伯格电影中凶残的怪兽往往是
地球上存在或者曾经存在的生命。从这一点
可以看出，他的电影中的怪兽不仅仅是一场孩
子般的噩梦，同时还隐含着斯皮尔伯格对于人
类面临的危险处境的忧虑和反思。这部电影
不但取得了天文票房，还在全世界掀起了恐龙
热潮。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发现，这部
电影成功的原因不仅仅是开创性的数字技术
奇观，同时也深入探讨了科学如果不加以控
制，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后果的宏大主题。这
样的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获得成功也
是理所当然。《侏罗纪公园》，上映时间1993
年，票房收入35000万美元。

同另一位好莱坞技术大师希区柯克一
样，斯皮尔伯格清楚地知道，技术永远是要为
人所控制，而不是反过来控制人的。所以他
的影片中高科技永远是要为影片主题服务
的，对高科技的准确应用也成为他的影片制
胜的法宝之一。

3.《大白鲨》。斯皮尔伯格1975年拍摄的
电影《大白鲨》改编自彼得·本利奇的同名畅销
小说。在这部电影中，一只巨大无比、凶残成
性的鲨鱼多次袭击新英格兰海岸的一个海滨
小镇。数名居民和游客命丧鲨鱼之口。一时
间小镇上人心惶惶。警官布罗迪身负为小镇
铲除祸害的重任，他请来了海洋生物学家胡伯
和渔夫昆特，三人乘坐一只小艇起航了，他们
的目的就是杀死这只从未见过的无比凶残的
吃人恶魔，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呢？

这部影片的情节紧张惊险，悬念环环相
扣，尤其是片中那只巨大的鲨鱼，被好莱坞的
特技师们制作得惟妙惟肖，这一切使得观众
在观看影片时，始终被浓重的恐怖气氛所笼
罩。斯皮尔伯格电影中的怪兽往往扮演着恐

怖杀手的角色，而影片中，人类主角需要经过
刺刀见红的顽强搏斗，才能最终战胜怪兽，保
住性命。

影片《大白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像是斯
皮尔伯格童年时代的一场恶梦。斯皮尔伯格
在回忆他童年时代时，曾经提及过一部由迪斯
尼公司出品的著名动画影片《白雪公主》，斯皮
尔伯格回忆说，他8岁看这部动画片时，片中
巫婆的出现使他彻底堕入不可抑制的神经质
般的恐惧之中。斯皮尔伯格这种胆小鬼似的
表现恰恰说明，他从幼年时期就开始显示出对
于周围世界的极端敏感。而这种对生活的敏
感一旦转化成在艺术创作中的敏感，就必然会
在作品中显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和感染力，比如
让世人又爱又怕的《大白鲨》。

2.《拯救大兵瑞恩》。本片是斯皮尔伯格
首部名副其实的战争片，描述的是1944年6
月6日，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在这一天的
进攻中，盟军总部发放阵亡通知单的工作人员
发现：一家姓瑞恩的三兄弟都阵亡了。而她的
小儿子詹姆斯·瑞恩也在欧洲大陆战斗，还不
知生死。盟军司令马歇尔将军得知此情况，立
刻下令派一支小分队去救他。最后，这支小分
队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找到了瑞恩，并守住了
一座连接巴黎和柏林两地的大桥。

天才导演斯皮尔伯格的初试战争片就为
他带来了无尽的美誉：本片被认为是有史以来
最逼真的战争片之一，许多二战老兵对影片给
予了极高评价，称它是“最真实反映二战的影
片”，尤其是片中全长26分钟的重现诺曼底登
陆的壮观场面堪称经典。

斯皮尔伯格无意宣扬暴力，他憎恶任何使
暴力看上去有趣或者把暴力描绘成游戏的主
观性的渲染，他所展现的一切就是要客观地反
映战争中的暴力，以及在暴力下的有关和平和
家园的不屈抗争。无数人还记得瑞恩的那句
震撼人心的台词：“我的兄弟没有死，他们正在
和我一起在前线并肩作战，战争胜利后我会跟
他们一起回家。”于是，战争虽然仍在继续，但
不是永远，而真正永恒的，应是斯皮尔伯格内
心深处眷恋着的宁静。而人们在记住斯皮尔
伯格的关于灵魂的救赎之后，还为他的导演技
巧所深深叹服。在这段被奉为经典的片段中，
斯皮尔伯格采用的手持摄影的方法和夸大时
空关系的剪辑，同影片表现的内容结合得天衣
无缝。

1.《辛德勒名单》。如果说斯皮尔伯格在
以往影像世界里表现出的是斑斓的匠心，而
《辛德勒名单》的出世则映耀出了斯皮尔伯格
崇高的悲悯底色，正是这种让全世界都举头瞻
仰的灵魂告白，宣告了一代叱咤风云银幕大师
的诞生。

斯皮尔伯格经常称自己是一个美国东海
岸郊区的产物，但在文化上，他则是典型的犹
太教徒。所以当身为犹太人的斯皮尔伯格遇
到《辛德勒名单》时，一部伟大的电影其实已经
成功了一半。在影片中，斯皮尔伯格无比虔诚
地洗尽铅华，他要彻底地将自己的灵魂燃烧。

《辛德勒名单》在拍摄之初就确定了采用
商业影片中极少见到的黑白胶片，斯皮尔伯格
认为这些黑白的画面就像真相的血浆一样触
目惊心。原本已经烂俗的温情，被黑白画面中
一个红色的小女孩提升到崭新的高度。这远
远超越了对观众情绪刻意的煽动，因为900万
犹太人被屠杀的悲惨历史本身就足够沉重。

《辛德勒名单》于1993年12月的第一个
星期在美国上映，引起强烈反响。次年，《辛德
勒名单》在奥斯卡评奖中获得了十三项提名，
并最终获得了七个奖项。斯皮尔伯格终于以
此跻身世界电影艺术大师之林。 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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