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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生情路坎坷，周旋于三个男人之间，

有一个如“白月光”般的初恋，许下“执子之手”

但却被迫分离，帝王亦为她而倾心，后来落难

草原，可汗为她保驾护航，一生一世三双人，然

而情爱终是不能被成全，于是她寄情于事业，

并为之奋斗一生。这并不是《芈月传》中的芈

八子，而是《女医明妃传》中的谈允贤。

《女医明妃传》作为张巍的古装职场剧三

部曲之二（另外两部为《女相：陆贞传奇》《女

傅：班淑传奇》），是根据历史人物改编的剧集，

随后出版的《女医·明妃传》系剧小说，打着“女

性励志成长史诗”的标签，然而当我带着高期

待去看这部小说的时候，我看到的就如同剧集

的logo一样——一个大写的“明妃”和一个隐

去的“女医”。

谈允贤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女医中惟一有

著述留存（《女医杂言》）的历史人物，出生于医

学世家，她的一生作为女性励志传奇的文本，

应是很精彩的。然而在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却

是职业身份的无限淡化和无休止的爱情纷

争。女主角情归何处、甚至于谁才是真正男主

角的争论，成为了这部剧的卖点。

在这个标榜着职场与励志的文本中，我们

并没有看到谈允贤是如何在礼教严苛、女子地

位极低的明朝，通过自身的努力突破古代男尊

女卑大防建立女医制度，怎样处理太医院复杂

的人际关系与司药局的上下属关系，怎样给了

愚昧的朝堂官员一记响亮耳光，并最终得到认

可的；即便有提到，也都只是一个模糊的侧

写。我们看不到谈允贤作为女医一步步的成

长之路，甫一开篇，她便因救治了徐老夫人被

封了“神医”，此后更是顶着“活观音”的头衔一

路开挂。

然而结果却是一再的医疗失误，学艺不

精、问症不明却直接开方子，间接导致徐夫人

的死亡。谈允贤医术的渐进建立在失败的试

手与真的血的教训之上，医者应是“胆大心

细”，她很好地诠释了“胆大”却丢了“心细”，更

为可怕的是，她秉承的信念是，“只要努力，只

要救更多的人，我就可以赎回以前的罪过”，将

生命与牺牲看得如此理所当然。小说更是将

剧中王道士教会女主“医者仁心”的成长情节

完全略去，只余一句“允贤跟着学了很多民间

的医理”。作为医者，对于生命的珍视与反思

均不见。“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理念可以用在任

何一种升级流的文本中，惟独除去医者——这

个本是治病救人的行业。历史上的谈允贤其

人，“凡医来必先自诊视以验其言。药至亦必

手自捡择斟酌可用与否”，学习大量知识，并在

自身试验过无数次、掌握经验后，才开始为人

看病，而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练级”。

做一代女医，也并非冲上朝堂哭诉不公即

可完成的，况且，小说中的谈允贤与其说是励

志从医，毋庸说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她的决心

从来都没有那么坚定，一如徐夫人案发生后，

她便因害怕和对父亲苦心的感动准备“安分守

己”，放弃从医，当她谭家的身份暴露再次遇险

之后，她“现下所盼惟有祁钰早些回来，带上父

亲和奶奶远离京城才能多一份安稳”。身世浮

沉的她多次想要放弃从医。

这样看来，电视剧的版本还更胜一筹，如

果说剧中谈允贤将女医作为事业来追求，那

么小说中事业全然是情感不顺的寄托。事

业上的几次高峰，也都与情伤的刺激相关。

她进入太医院是因婚事被吴太妃与安和郡主

所阻，她“不想委曲求全，讨好他人”，因不想

仰人鼻息所以宁愿多读几本医书。第二次在

宫中建立起女医制度，“生命既已走到了这一

步，允贤就只能把全部的心血都依托在医女

的训练之上，以忘掉心中另一隅的彻骨之

痛”。一直以来她想要的，是“愿得一人心，白

头不相离”，她所求的也只是“惟有安稳”。

但她进入太医院的方式却是皇上的空降，

能在宫中训练医女则是赖于自身贵妃的身

份。换句话说，她依靠的一直都是男性的宠爱

和其赋予的资源，她所救一人必为此后襄助的

贵人，朱祁钰、于夫人、也先，若非认识皇上/王

爷/可汗，她就不会成为女医谈允贤，甚至身负

的家族冤屈也是靠皇上帮助洗刷。梳理下来，

谈允贤的“奋斗”其实一直是依靠着贵人与偶

然。甚至小说中本应是高潮的围城之战居然

靠雷劈对手，这样的简单粗暴。

我们发现，太多的作品中，女性的可爱与

优秀只能通过男性的爱来证明，当传统的两男

一女的模式叙事已尽，就变为“一生一世三双

人”，仿佛不如此就不能凸显出女主角的可

贵。然而这种爱并不是两性间平等的爱。

《女医明妃传》在微博印象标签中“听妈妈

的话”。这个标签对应的是白月光初恋朱祁

钰，先是经历了莫名的黑化，而后我们发现，他

其实是一个以爱之名施家暴之实的“妈宝”。

当两人间出现了问题与分歧，他的解决策略便

是“为了你好”式的情感绑架和伤害后无限次

的道歉。当谈允贤九死一生从瓦剌人手里搏

命回来，他心心念念在意的却是她有没有和也

先发生过关系，甚至发生婚内强暴。

等一下，这可不是“霸道总裁”的模式，这

是一个家暴的故事。每次施暴之后，朱祁钰因

忏悔而爆发深情，而谈允贤则是无数次原谅，

这种无力感与离不开，是将女性的不安全感披

上了“从一而终”的外衣再次出现。而“总有一

天你会明白”、“我是为了你好”，这种苦心孤诣

背后却是父—子的权利模式，但是恋人之间最

重要的是平等关系，这种将对方摆在了下一等

级的预设，尽管有爱的包装，这颗糖嚼下去仍

然是苦的。如果说此种种无逻辑的黑化，只是

为了衬托另一男主角朱祁镇的话，那么只能说

小说的人物塑造过于扁平与脸谱化。

这些问题都没能得到解决，于是她便寄情

于事业。但此时，她发现“女子为医的禁忌，并

不在于医术高低，或是否能不顾男女大防，亲

为异性诊治，而是身为医者，就必需一世专于

此术，可女人天生就是要嫁人生子的”。

她的痛苦在于爱情与事业的撕裂，这种焦

虑正是当下姑娘们正在面临的焦虑。尤其是

在我们的社会，一个人战斗是件极其危险的事

情，与嫁给道德程序是女前辈们不同的是，只

余道德幻觉剩余在家庭生活中，城市职业女性

遭受着商业性社会和乡土型社会的双重撕

裂。但是《女医明妃传》却将问题的解决指向

了男性的权利。依靠皇权与特权取得成功的

文本，这并不是励志传奇，也不是女性赢得尊

重的范本。同样的，励志女性芈月、甄嬛、陆贞、

武则天在我们的剧集中，其实都是同一副面孔，

这些女强人全部被塑造成耽于情爱、被逼为强、

依靠男性来成功的玛丽苏。

作为一个古代医者，谈允贤的故事本应是

一个女性传奇，她出身平凡，凭借天资与勤奋，

习得技艺治病救人、医者仁心，改革弊制，破除

性别偏见，是人格的魅力、人性的光辉，然而我

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明妃，囿于宫闱、在情感中

左右摇摆。

当迪士尼电影《冰雪奇缘》开始讲述公主

和公主一起拯救世界的故事，女性的世界不仅

仅只有爱情还有亲情、友情，可以做自己的女

王；当日剧《失恋巧克力职人》教会姑娘们要学

会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获得喜爱，女生可以成为

两性关系中的主导；当韩剧《太阳的后裔》中独

立、自信、强大的职业女性，获得平等的、互相

欣赏的爱情时，王子与公主/灰姑娘的故事早

已不是卖点，然而我们却依然在讲述想做大雁

还是金丝雀的宫闱故事——在这样特权与外

挂包裹下的女性传奇只能说是一剂毒药。

真正对女性的尊重，不应是囿于男性角色

的。真正的励志，也不需要捆绑皇权与特权。

作为抚慰与疗伤的大众文化，我们想看到的不

是明妃传，而是医女传奇，是“木兰要做尚书郎”

的故事。真正的伟大不是不凡，当有一部作品，

让我们看到平凡人没有贵人加持，凭借自身努

力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比遇见藩王、爱上帝王要

更有魅力。文艺作品是筑梦的空间，理应给予

女性一片更广袤的天空，虽然也不能直接帮她

们解决现实困境，却能让她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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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成万古枯？

练级女医

■链 接 网友评论：
即使是古装偶像剧，我认为编剧在某些地方稍微

加点深度会让这部剧更出彩：英宗被俘、还朝、幽禁、复
辟；代宗从监国到即位，恋栈权力幽禁大哥；于谦下死
令守卫京城的热血。这是一段很精彩的历史，可惜编剧
仅仅只是把一部玛丽苏的古装偶像剧披上了“女医”、

“明朝”的外套。
——网友yyxcynthia

干吗非想不开往正史上凑，架空多好？！土木堡之
变是当时的国耻啊，这种皇帝画风突变成明君了合适
么？何况还有把代宗的功绩安到英宗头上这样的事情。

——网友陆月三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这一心人，不仅要“一
心”，还要有权有势有财有貌。这种和天下最有权势的
人的玛丽苏恋情，实在令我无感。如果允贤只是一个宫
里的女官，得到了皇帝的尊重和信任，然后重点在“女
医”而不是“妃”，相信这样的剧会更好看。

——网友夜瞳

作者简介：
张巍，北京电影学院

文学系副教授、编剧、作

家。编剧代表作：《杜拉拉

升职记》《男才女貌》《女

相：陆贞传奇》《长大》《女

傅：班淑传奇》《女医明妃

传》等；小说主要有：《女

相·陆贞传奇》《狂奔的左

左》及“职场女性温暖三

部曲”之《太太万岁》《一

生有你》等。

张巍张巍《《女医明妃传女医明妃传》：》：

女医不必做明妃女医不必做明妃
□□韩思琪韩思琪

真正对女性的尊重，不应是囿于男性角色

的。真正的励志，也不需要捆绑皇权与特权。

作为抚慰与疗伤的大众文化，我们想看的不是

明妃传，而是医女传奇，是“木兰要做尚书郎”

的故事。真正的伟大不是不凡，当有一部作

品，让我们看到平凡人没有贵人加持，凭借自

身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玛丽苏不是解毒剂

真正的尊重

开了外挂的疗伤药？

事业

■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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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玫，这位在30年前以先锋文学

姿态走上中国文坛的女作家，几十年

来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每年都

有新作出版。最近她的五卷本文集“五

叶丛书”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通过

5部细腻、缠绵、哀婉、惆怅的长篇小

说，又一次验证并继续阐述了赵玫30

年来的创作理念——“一定要让语言

比故事还重要”。

赵玫的小说如同她的散文一样，

几乎没有震撼强烈的故事情节，也没

有惊讶错愕的人物，只有独属于她的

不可复制的“赵氏语言”。她的语言肆

意铺排，行云流水，看不到任何叙述的

阻隔。任何描写——无论是人物还是

景物，或者是内心状态——在赵玫的

笔下都没有停顿，哪怕稍微舒缓一下

的停歇都没有，永远都是在风云飘逸

的叙述中悄然完成，而且完成得自然

舒展、潇洒漫延。

仅以《莫奈的池塘》为例，这部18

万字的小说，人物少得可怜，只以符号

一般的名字出现：岑、奕、凛、仲牧等

等。故事更是简单——简单得就像画

家勾勒在底稿上的线条——几句话就

能基本概括：从招募花园设计师开始，

寂寞的女人，不曾名正言顺的情人；不

动声色的你争我夺，又有另外的女人

和另外的男人。于是爱情千回百转，又

炮火硝烟。最后归于死亡的池塘，伤感

的背影。

《莫奈的池塘》虽然故事简单，但读来却是引人入胜，

究其原因，就是语言的魅力。赵玫的语言有一种天然的吸

附力，只要看上几句话，就会被牢牢地吸引，欲罢不能。“语

言比故事还重要”的小说叙事策略，注定了她的构思不可

能“绞尽脑汁”。创作《莫奈的池塘》之前，她没有任何明确

的旨意和目标，只是源于泰戈尔的诗作“生如夏花之绚

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还有她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看到

的一幅画作《蓝色莲花》。

一幅画、一首诗，促成了《莫奈的池塘》的诞生。而且

小说的发生地，那个怅然、忧郁的花园，更是来自赵玫早年

看过的一位英国花园设计师的照片和他设计的花园。于

是，“那些花园，让我蓦地有了想将此作为小说背景的愿

望”。当然，除了《莫奈的池塘》，“五叶丛书”中的其他4部

小说，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创作理念——让飞翔的语言

翅膀，掠过小说的理智架构。

赵玫在许多次的创作谈中，不止一次地说，无论故事

好看与否，我都会锲而不舍地将叙述的语言，当作写作中

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假如真的以为赵玫对于叙事毫不在

意甚至完全忽略的话，那又是天真的误读。仔细分析她的

小说就不难发现，她拥有自己的叙事谋略，只是不显山露

水，完全隐藏在她绚烂的“语言”之中。我们可以肯定地

说，她的小说是有精心布局的。《莫奈的池塘》开篇就是一

个短句“静静的园中”，而结束则是“因死亡而破灭的花

园，很快成了枯草凄凄的荒园”。如此首尾相接、呼应，而

且由“静”走向“荒”，怎么会是对叙事的忽略呢？又怎么是

“稀释情节”呢？

赵玫崇尚语言的魅力，深谙语言的重要，她几乎榨尽

了“语言”的所有内在营养，这样的例子，在《莫奈的池塘》

中比比皆是。无论是哲理意味的“用一个婚礼，衍生出两

个悲伤的葬礼”，还是小说人物与经典作品的跨越通联：

“他死了。是的，就像决斗中死去的连斯基。但叶甫根尼·

奥涅金就幸福吗？”就是写性爱，也是如此飘逸，裙裾飞

扬，“长久的疏远让他们重整旗鼓。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

风卷残云”。

赵玫是一个“让语言生出故事”的作家。她用30年的

写作历程，用80多部、1000万字的著作，阐释了“语言比

故事还重要”的写作追求，而且不断地走向精致、走向语

言的纯粹。其实，从某方面来讲，语言本身就是叙事，它是

叙事的一部分，而且还是重要的一部分。

写作《黑羊》的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托·蒙特罗素，之

所以让略萨和卡尔维诺倾慕，就是因为他能在干净、剔透、

简短的语言中，充分展示出叙事的魅力。蒙特罗素那句“当

他醒来时，恐龙依旧在那里”就是最好的佐证。“故事”就在

这简短的“语言”中。

不知为什么，阅读赵玫的文字，总会让我想起西班牙

大提琴家卡萨尔斯的乐曲，他的演奏自然、纯净、高雅，正

是由于卡萨尔斯的伟大贡献，从而抬高了大提琴作为独

奏乐器的地位。阅读赵玫的小说，特别适合身旁响起音乐

声。假如让我选择一种乐器，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大提琴。

当然，一定要是卡萨尔斯演奏的大提琴曲。

本报讯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校园文学委员会日前召开2016全国

校园文学工作会议，确定将“创建校

园文学特色学校，发展素质教育文

化强校”作为今年工作的中心任务。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

出：“深化教育改革，增强学生社会

责任感、法治意识、创新精神、实

践能力，全面加强体育卫生、心理

健康、艺术审美教育，培养创新兴

趣和科学素养。”校园文学特色学

校建设，对于实现这一要求具有重

要意义。

据介绍，该会计划凭借多年来

在校园文学实践研究中取得的经

验，整合优势资源，选择有一定发展

基础的学校作为创建校园文学特色

学校项目的“实验基地学校”，合力打造、创建

符合教育规律、满足学生审美情趣与个性发

展需求、文学教育特色鲜明、具有引领性与示

范性的“校园文学特色学校”，力求培育学生

的人文素养与创新精神，使教师专业化水平

和教育观念得到明显转变，使语文教学及文

学教育出现新局面，使学校文化特色内涵得

到进一步彰显。 （欣 闻）

创
建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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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健）由北京剧协和新剧本杂志

主办的“汤显祖在今天——纪念汤显祖逝世四百周

年暨‘剧作家剧场’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主办方

希望以纪念汤显祖为契机，关注当下创作环境，进一

步探讨剧作家与剧场的关系，力求打造以戏剧作家

为核心的“剧作家剧场”，联动剧场进行合作，给更多

青年戏剧作者提供展示平台。

与会者认为,当代戏剧人纪念汤显祖不应仅仅

停留在应景的“纪念”层面，而是要通过学习汤显祖的

剧作，认真思考如何创作出具有中国风格兼有世界格

局的剧作。同时，与会者肯定了北京剧协与新剧本杂

志联合打造以中青年剧作家为核心的“剧作家剧场”

的举措，并对如何打造“剧作家剧场”提出了建议，认

为“剧作家剧场”应通过多种方式辅助与支持作者进

行创作，特别是鼓励和支持青年戏剧作者的创作，发

掘他们作品中的个性；剧作家在要求更好的创作环境

时，不能只在书斋里写作，也应提高自身专业素养、文

化储备，熟悉舞台的方方面面。

“剧作家剧场”为青年戏剧作者提供展示平台

岭南意境展览及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4月6日至13日，“岭南意境——伍月

柳北京艺术交流展暨岭南派北京交流研讨会”在京举

行。本次展览共展出香港岭南画派艺术家伍月柳及

其学生近年来创作的大量作品，展示香港岭南画派艺

术群体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同时也希望借

此增进南方画派与北方画派的交流。其中，首场展览

在清华大学开展，研讨活动邀请艺术家徐庆平、伍月

柳对谈，共同探讨两地中国画艺术发展。此外，该系

列活动还将在北京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同观众见面。

此次展览系列活动由香港岭艺会主办，艺文创

荟（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办。据介绍，香港岭

艺会为弘扬发展岭南画派艺术而成立。岭南画派注

重写生，题材广泛，用色绚丽，风采雅艳。伍月柳师

承赵少昂，延续岭南派画风，保持传统中国画的笔墨

特色，又注重写生等西方绘画手段。主办方希望通

过举办此次活动，让香港艺术家对内地的艺术教育

系统有更全面的了解，也期待通过香港艺术家来京

交流和回港分享，增进香港艺术家对中华传统文化

的认识和喜爱，增加香港青年对艺术发展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 （晓 晨）

本报讯（记者 王觅） 3月25日至4月7

日，一场妙趣横生的字体视觉盛宴——“字

道2016”设计展在国家大剧院与观众见面。

此次展览由中国文字字体设计与研究中心、

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

主办，纽约字体设计指导俱乐部等机构协

办，共囊括了古今中外近200件设计作品。

“字道2016”集结了文字视觉领域三大

世界级水准的主题展览：第八届“方正奖”字

体设计大赛作品展呈现了当代字体设计者

绘出的丰富字体形态，反映了目前我国字体

设计的水准；“字体摩登（1919-1955）”展现

了20世纪前半段汉字应用方面的精彩篇章；

“第61届纽约字体设计指导俱乐部全球巡

展·北京站”则荟萃了国际文字设计的精华，

代表了西方文字设计领域的最高水平。

同时，展览期间举办了14场精心策划的

工作坊，讲解字体设计的发展脉络。主办方

表示，希望观众通过此次展览发现文字之

美，感受其承载的文化与历史。

“字道2016”开启文字美学的盛宴

本报讯（记者 王觅） 4月3日，由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发起主办的“MusicRadio

京都念慈菴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在京举

行。这项一年一度的活动集结全球多家知名

华语电台参与，汇聚了华语流行音乐的最新排

行，力求展示年度流行乐坛的新风尚。

活动现场揭晓了40余个各类奖项的得

主。其中，林俊杰、邓紫棋分获年度最佳男女

歌手，魏晨、刘若英分获年度最受欢迎男女歌

手，尚雯婕获年度杰出歌手，苏打绿、羽泉分

获年度最佳乐团、组合，李健获年度最佳制作

人、专辑，鹿晗获年度全能艺人、传媒推荐专

辑，A-Lin获年度传媒推崇歌手、最受欢迎

单曲，张碧晨、吴汶芳、阎奕格获年度最佳新

人，TFboys获年度最受欢迎组合，黄小琥获

年度最佳情歌演绎，王心凌获年度最佳舞台

演绎，严爵获年度最佳创作歌手，霍尊获年度

最具潜力创作歌手。

展示年度华语流行乐坛新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