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员为

剧加分？

改编自亦舒同名小说的电视剧 《我

的前半生》正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热播，

收视率破

1

，豆瓣评分稳定在

7

分以上。

有追捧就有质疑，《我的前半生》编

剧秦雯近日接受《法制晚报》记者电话

采访，对于网友热议的“电视剧作品失

去了原著精神”“剧情过于狗血”等问题

一一作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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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骂得最惨的“凌玲小三

上位”的剧情处理，秦雯表示自己并

非凭空捏造：“我身边有这样的故

事， 就是男人离婚后又娶了一个可

能不如自己前妻好看的女人， 但她

能从生活上给予男人更多的沟通和

理解。 ”秦雯坦言自己并没把“凌玲”

作为一个纯粹戏剧功能性的人物：

“我想让大家看到她的喜怒哀乐，也

许站在她的角度， 我们会有一些同

情、体谅，或者了解。 ”

法晚： 吴越饰演的凌玲这个角

色争议比较大， 有观众认为这部戏

“黑”老婆，为第三者“洗白”。 给凌玲

的人设初衷是什么？

秦雯：

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个体

只是一个典型， 在我们的故事里出

现这样的个体， 不能说我们黑所有

的老婆， 然后我们就是说所有的小

三都可以上位，我觉得不能这样讲。

法晚 ： 能评价一下马伊琍 、靳

东、袁泉、吴越四位主角对于角色的

演绎吗？

秦雯：

我觉得不止是四个主角，

这个戏里的所有演员真的都是在给

剧本加分。 他们都在角色里带入了

自己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感悟， 特别

感谢他们。

法晚：在片场，靳东和陈道明合

作愉快吗？

秦雯：

请来陈老师也是因为他

跟靳东关系很好， 然后跟我和导演

都有过合作， 非常感谢陈老师能为

我们站台。

法晚： 听说关于剧集结局的走

向也咨询过陈道明老师的看法？

秦雯 ：

是啊，我们跟陈老师有

很多的交流，他也真的是非常非常

认真。 有一些戏比如说我写完了，

陈老师会说这个戏其实怎么样改

一改会更好， 他一直都是在指导

的，我非常感谢他，也觉得这样的

演员真的特别了不起， 一丝不苟。

而且陈老师非常认真，他身上穿的

衣服都是他事先自己亲自飞到日

本请人帮他做的。

让原著党无法接受的是， 马伊琍

饰演的女主角罗子君与小说主人公有

教养的形象背道而驰， 最后还疑似抢

走了好闺蜜———在她跌入低谷时唯一

帮她的袁泉的恋人靳东。

至于剧情是否太狗血，秦雯表示：

“我不知道狗血的定义是什么？我觉得

加强情节冲突、情感冲突是有必要的。

完全没有冲突的戏， 我估计收视率不

会高，观众更不会满意。 ”

法晚：为什么要加入“贺涵”这个角色？

秦雯：

增加靳东饰演的贺涵这个

角色， 因为原小说确实没有一个贯穿

的男主角，这对于电视剧来说，是比较

难做的，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贯穿的

男主角，而贺涵我估计是 90%以上的

女生都会喜欢上的男性角色。

法晚： 剧中罗子君跟贺涵的恋情

发展变成了“抢了闺蜜的男朋友”这个

略微狗血的路线，你怎么看待？

秦雯：

我不知道狗血的定义是什

么，如果你说是强的情节冲突，或者情

感冲突， 那我觉得戏剧都是需要戏剧

性的，都是需要戏剧冲突的。至于冲突

是什么样的冲突， 我们是根据人物的

关系，根据人物的成长走向来走的。完

全没有冲突的戏，如果播出的话，我估

计它的收视率，观众也是会不满意的。

至于大家很关注的抢了闺蜜男朋

友的事情， 我不知道哪里有看到抢了

闺蜜男朋友，大家可以往后面看，慢慢

就知道结果了。

法晚： 故事中的人物最终会走向

哪里？

秦雯：

我跟很多演员、导演都聊过

结局的走向， 我就是把大家想过的可

能性统筹在一起。 我真的改了 6 稿，6

个结尾。其实每个结尾都很长，因为会

涉及前面的戏，会很费时间，但是这种

探讨我觉得非常愉快。

《我的前半生》 改编自香港著名作

家亦舒的同名小说。 从剧情来看，剧版

与小说的故事脉络是一样的，但是没播

两集就被广大的亦舒迷们直指除了人

名，角色人设、故事走向全部面目全非，

更失去了亦舒小说的故事和人物之魂。

法晚：《我的前半生》 虽然是改编

自亦舒同名小说，但内容却差别很大，

想知道为什么会做如此大的调整？ 有

跟亦舒本人沟通过吗？

秦雯：

之所以还叫《我的前半生》，

剧的名字还沿用原来小说的名字，是

因为我们真的是买了亦舒的小说，我

觉得必须对出处有所尊重。 但是我们

确实移植了亦舒的种子到了上海这处

土壤，移植了 35 年前香港的背景然后

到了今天的上海。 具体怎么改编我跟

亦舒没有任何的沟通。

法晚： 很多原著党对这次改编还

是有些争议，你怎么看待“失去了亦舒

老师的原著精神”这样的评价？

秦雯：

小说和戏剧的表现方式不

太一样， 戏剧没有办法做太多内心的

描述， 只能通过一些外部的戏剧化的

展示来编织戏剧的进度，来讲故事。原

著关注的是不同女性的成长。 我们这

个戏我希望让大家看到现代都市里，

不同的男性和女性的典型， 他们对于

情感问题的处理方式， 以及他们在自

己生命历程当中遇到的问题， 包括他

们的挣扎、他们的坚持，以及他们为彼

此的付出、自我成长。

法晚： 有观众说这部剧把一个女

性励志故事，改编成了婆妈剧，你对此

怎么看？

秦雯：

我没有觉得是婆妈剧，是观

众觉得只要有年纪大的人出现都叫婆

妈剧。其实我们也对老年女性做了感情

的关照，我们觉得不管任何年龄的女性

都应该被关照到她们的情感需求。

并没有改编成婆妈剧

没有戏剧冲突观众不会满意

还有不少网友说：“让故事落地

咨询圈缺乏现实生活， 内容略显空

洞。 ”秦雯表示，为了让故事落地“咨

询圈”，剧组下了很大工夫。 在创作

《我的前半生》剧本时，编剧就前往

上海的各大公司， 尤其是大的咨询

公司采风，疏通其中的商业逻辑。

法晚：从小说到电视剧，故事发

生的地点以及主角的职业圈都不一

样。 为什么选择了咨询圈？

秦雯：

把大家都放在咨询圈，也

是为了戏剧性的考量。 因为我身边

有一些咨询圈的朋友， 我了解他们

的生活。另外，42 集的电视剧其实是

非常大的体量， 它需要各个人物之

间有一些必备的黏性， 从职业上面

入手可以帮助他们增强这种黏性。

法晚： 选择咨询公司做了哪些

准备？

秦雯：

我身边有很多咨询公司的

朋友，我大概知道他们生活是什么样

的，但是对于专业的东西可能不太了

解。之前我们去采访了最好的咨询公

司的咨询师， 了解他们的工作流程，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行业顾问。

法晚：除了咨询公司，剧中还有

个固定场所日料店，但有观众认为陈

道明的戏份太鸡肋，与主线剧情并无

关系。

秦雯：

剧中人物需要一个聚会场

所，也需要有个牵头的人。 贺涵的位

置已经很高了，他很难有一个给他开

天窗、帮他疏通的人，也只有陈老师

能胜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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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磊

陈道明戏中服装是去日本请人帮他做的

落地“咨询圈” 剧组下了大工夫

被质疑失去原著精神、脱离现实生活

《我的前半生》编剧秦雯回应网上争议

剧情过

于狗血？

失去原

著精神？

内容脱离

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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