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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鲁引弓写南京故事的他者
视角不同，热播剧《我的后半生》的
编剧蓝小汐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她为《我的后半生》赋予的南京元
素“更本土”。南京成为剧本中一
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对人物形
象、故事情节、作品气质都是有推
动的。对于城市与作品的共生，蓝
小汐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谈
到了自己的见解。

读品：南京对于《我的后半
生》来说，不单单是一个城市的背
景，也是血肉，是内核。请你总结
的话，作为编剧，你让南京赋能了

《我的后半生》什么？
蓝小汐：同样的人物和剧情

在不同的城市里会演绎出不同气
质的故事。有的城市可能是麻辣
滚烫，有的城市可能是摩登现实，
还有的城市可能是跳脱不羁，对
于南京，我愿称之为“半城烟水
气，半城烟火气”。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用“六
朝烟水气”给了南京人定了调，两
个挑粪桶的收了工都要“到永宁
泉吃一壶水”，去雨花台看日落
——南京人骨子里流淌着诗意，
于是我们看到沈卓然雨中录下穿
林打叶声，聂娟娟鸿雁往返复制
从前车马慢。而在秦淮河边的长
干里，李白写下《长干行》：“郎骑
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
里，两小无嫌猜。”小儿女的小欢
喜，满满人间烟火气，于是我们有
了孙宝琴的热心热肠风风火火、
刘丽娜的喜怒嗔怨家长里短。

烟水气与烟火气，沈家的故
事里就这么落进了南京人的影
子，不仅憧憬诗与远方，也满足于
过好当下每一天。吃咸点，看淡
点，南京人的看似漫不经心，却有
着最朴实的豁达与通透。

而且说到南京城，人人都会
提到紫金山与秦淮河，我觉得山
为灵水做骨，这就描摹出了南京
人的性子。在沈卓然的身上，有
赤诚君子、温润如玉的柔情，也有
外圆内直、宽厚刚直的秉性。他
能释然放手，为连亦怜送上祝福；
他愿倾其所有，陪聂娟娟共克时
艰；他可不畏强徒，帮乐水珊翻案
争公理。如此一个人，隐隐有着
魏晋风骨，是南京城的文气氤氲
出的人物。

读品：如果故事不在南京发
生，一些情节（比如沈卓然和聂娟
娟在紫金山天文台仰望星空那
段）也不会发生？

蓝小汐：同样一个月亮，有人
看到“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有人感怀“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
曾经照古人”，如果这个故事不在
南京，自然不会有紫金山天文台
仰望星空那段。聂娟娟是我本人
很喜欢的一个人物，有着理智的
严谨与诗意的浪漫。当我在紫金
山上仰望星空时，想起的不仅有
她，还有另一个出生在南京、生活
于清代的天文才女王贞仪。她诗
词歌赋都有才名，精通算率能推
日月，独立自主没有困于深宅，国
际天文学研究会还以她之名命名
了一颗小行星。聂娟娟身上有着
王贞仪的影子，南京城兼容并包
的气质便能生出这样不输男子的
有魅力的女性形象。

读品：《我的后半生》火出圈
之后，也让网红城市南京进一步
出圈。网络上热议各种出现在剧
里的南京景点、菜市场、鸭子店、

锅贴店……还有南京话。在你看
来，一部作品又给一座城市带来
了什么？这是否也是你作为编剧

“预见”到的？
蓝小汐：这并不是我能预见

的，却是我喜闻乐见的。谁不爱
夸家乡好？如果说这部电视剧的
话题能像一枚小小石子落进水中
激起一丝涟漪，那也是南京城的
这汪碧水本身足够有广度有深
度。它有千年过往可供含英咀
华，它有新鲜生活可以恣意挥洒，
南京这座城可读、可品、可亲近。
俗话说“眼见为实”，大家总要来
趟南京吧……

读品：作为专业人士，你怎么
看待“城市与文艺作品之间的双
向奔赴、相互赋能”这个议题？

蓝小汐：我本身并不是研究
型的学者，只是一个文字作品生
产者，所以可能无法完备地写下
答案，只能从我个人的角度交流
这部电视剧的体验与感受。

确定《我的后半生》这个故事
的发生地，并由此决定剧情的走向
后，与人物命运交织的场景也就定
了——展览馆、书店、高校、文化街
区、小剧场，种种有着南京世界文
学之都特色的文化地标；菜市场、
相亲角、小吃店、市民公园，种种有
着南京城市市井百态的街巷角
落。这也是我前面说的城市“烟水
气”与“烟火气”，最南京的地方。

取景地一一选定后，政府有
关部门非常热情高效地提供了协
调帮助，使得拍摄在不影响市民
日常生活的情况下顺利进行，在
呈现效果上也达到了我们的预
期。播出后，我们也很高兴地看
到与南京相关的各类话题频频出
圈上热搜，最简单直观的一个反
应，就是我们平时爱吃的徐家鸭
子排长队也买不到了……

“因为一部剧，爱上一座城”，
是对每个创作者来说最好的表扬，
但这背后也要看到这座城对于这
部剧的成就，比如城市自身的底
蕴，相关政府部门的协调帮助等
等。影视与城市一定是双向奔赴
的。影视剧对城市的接入，能够让
影视剧更有独特魅力和风情，更有
呼吸感和肌理感，更能打动人。这
种接入是有层次的，既有自然风
光，又有人文历史，同时还有城市
气质、价值观的认同，生活方式和
生活态度，等等。

影视剧的播出，可以对城市进
行宣传和引流，让更多的风景和文
化被看见、被了解、被喜欢。作为
既是创作者又是南京土著的我，当
然希望网红变长红、流量变留量，
让南京这座有魅力的城市吸引更
多人，留住更多人。

南京如何赋能《我的后半生》？
蓝小汐：“烟水气”与“烟火气”氤氲出人物

其实不单单是南京之于《小
欢喜2》和《我的后半生》，从古
至今，城市一直在为文艺作品提
供着取之不尽的叙事矿藏。这
从古典文学作品中就能看到投
影：《红楼梦》开篇以南京、苏
州、扬州三座江苏名城作为故事
发生地；《儒林外史》作为一部
讽刺批判小说，故事虽是虚构，
却多处实写南京风光且饱蘸深
情；还有《东京梦华录》里的北
宋汴京、《浮生六记》里的苏州、
《京华烟云》里的北京……在这
些文学作品中，城市是历史的符
号、文化的空间，也是世情的载
体。

当代作品中，《北上》聚焦淮
安运河边一群年轻人携手北上，
面对创业和职场等各种人生挑
战；《六姊妹》的故事从扬州江
都的一家人迁往淮南开始讲起；
《小巷人家》透过苏州棉纺厂家
属区的两户人家看时代变迁
……城市的地理特征、历史积
淀、产业形态乃至方言习俗，都
为创作者提供了不竭的取材之
源。再看《狂飙》中高启强穿行
于江门骑楼老街，《漫长的季
节》里王响漫步在东北锈带工厂
区，《繁花》中阿宝与玲子在黄
河路觥筹交错……城市，早已超
越了简单的城市背景板功能，越
来越成为叙事中不可或缺的角
色。文艺作品与城市之间正在
形成一种共生关系——故事需
要城市提供独特的文化肌理，城
市则借助故事实现形象重塑与
价值传递。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
“没有地理就没有历史。”文艺作
品对城市的赋能，体现在地理符
号的情感化转化上。这种转化不
是简单地贴标签，而是将城市气
质与人性叙事深度融合。《隐秘的
角落》中湛江的滨海景观与市井
生活，通过悬疑故事的包裹，完成
了从普通地标到心理意象的蜕
变。湛江赤坎老街的水产市场、
老式居民楼，本是无名的日常空
间，却在剧集热播后成为观众心
中的“朱朝阳家的巷子”。同样，
《人世间》里东北的雪、工厂、筒子
楼，也不再是冰冷的，而是承载了
周家三代人悲欢离合的情感。李
娟散文改编的《我的阿勒泰》之所
以引发共鸣，正因为它唤醒了都
市人对游牧文明的集体乡愁。

城市与作品双向赋能的深
层逻辑，在于集体记忆的激活与
重构，从产业维度看，这种互动
正在重塑地方文化经济生态。
《狂飙》带火江门后，当地文旅
部门迅速推出“狂飙主题游
线”，2023年春节假期接待游客
同比增长约三成。《繁花》热映
期间，上海黄河路日均客流量增
长三倍，人们试图在排骨年糕与
至真园原型酒楼中，触摸20世
纪90年代的老上海。

正如《我的后半生》编剧蓝
小汐接受现代快报采访时所说：

“当一个好故事找到了好的落脚
点，城市的文化表达和传播就有
了生动鲜活的载体，我想未来我
还有更多的南京故事想讲给大
家听。”

城市与文艺作品之间的共
生故事，未完待续。

从《我的后半生》到《小欢喜2：南京爱情故事》

南京，如何与一部剧一本书“双向破圈”
从最近的热播剧《我的后半生》到新近出版的《小欢喜2：南京爱

情故事》，南京成为热门影视文学作品热衷落脚的城市。城市可以
赋能作品，一部剧一本书因为一座城市而有了不同的文学气质，而
一座城市也因一部作品出圈，城市与作品实现了共生。再看近些年
的热门剧《人世间》《繁花》《我的阿勒泰》《六姊妹》《北上》等，带火了
一座座城市，城市与文艺作品之间有着越来越深的联结。

这样的双向奔赴、相互赋能不是偶然的，作为故事的建构者，作
家们早已敏锐地捕捉到城市与文艺作品之间的相互赋能，深度挖掘
一座城市成为了他们创作赛道中的重要抓手，城市性格与作家的创
作风格由此形成了奇妙的共振。现代快报记者就此展开采访。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凡 刘静妍

6年前，高考题材热播剧《小
欢喜》带火了南京大学天文系，
这个冷门专业的报考率大幅攀
升。剧终时，方一凡考入南京艺
术学院音乐剧专业，乔英子也圆
梦心心念念的南京大学天文
系。在南大，就连留学生都知道
有位“校友”叫英子。观众们始
终牵挂着未尽的悬念：“南大和
南艺那么近，方一凡和英子会不
会谈恋爱？”

近日，《小欢喜》原著作者鲁
引弓携新作《小欢喜 2：南京爱
情故事》来到南京，先后走进南
京大学仙林校区和鼓楼区图书
馆与读者进行交流。故事从高
考延伸到大学校园与职场初体
验，也从北京延伸到南京。南
京，这座古老而现代的城市，再
次成为文学与现实的交汇点。

鲁引弓说，为了续写《小欢
喜》，他跑遍南大、南艺、紫金山
天文台，在图书馆与学生并肩自
习，在食堂听年轻人吐槽。写作
期间，他在线求助：从南艺到南
大仙林校区怎么走？南京网友
纷纷在线支招，让他感受到这座
城市的热情友好。

为什么让故事发生在南
京？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藏在
南京的城市气质中。访谈中，鲁
引弓提到，南京既有历史的厚重
感，又有青春的活力。南京的高
校云集，为故事提供了天然的青
春舞台，而城市中随处可见的历
史痕迹又为现代青春叙事增添
了时间的纵深感。

方一凡、乔英子进入了人生
新阶段，“凡英”院校专业的选
择，也暗藏了鲁引弓不少心思：
南大天文系在全国高校天文专
业中位居第一，匹配英子的学霸
设定；远赴南京意味着摆脱母亲
的过度控制，天文专业又象征着
一片星空。方一凡考入南艺音
乐剧专业，而不是离家更近的中
戏、北影，恰恰折射出这个“阳光
大男孩”的人生哲学：不一定非

要站在舞台中央，只要心怀热
爱，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与第一部聚焦高考题材不
同，《南京爱情故事》转向了年轻
人初入社会的迷茫与选择。南
京的城市性格与鲁引弓的创作
风格形成了奇妙的共振。作家
多次强调自己追求的是“温暖的
现实主义”。在他看来，文学的
功能是给读者一颗糖，让他们在
生活的泥潭中透一口气。

南京这座饱经历史沧桑又
从容优雅的城市，恰好体现了这
种精神气质。这里既有顶尖的
高校和科研机构，也有活跃的文
创产业；既有严谨的学术传统，
也有自由的创新精神。这种多
元兼容的环境，为探索“后高考
时代”的成长命题提供了丰富素
材。《南京爱情故事》通过这座城
市的镜头，展现了这代人在爱
情、职业、家庭关系中的新探索。

鲁引弓笔下南京的法桐树
影中，摇曳的不仅是爱情的甜
蜜，更有一代人寻找自我、定义
幸福的集体身影。这种寻找的
过程，或许才是真正的“小欢
喜”——不是轰轰烈烈的成功，
而是在平凡日子里逐渐清晰的
自我认知与人生方向。

《小欢喜2》为何选中南京？
鲁引弓：“温暖的现实主义”落地成真

在虚与实之间
文艺作品与城市
完成“双向奔赴”

作家鲁引弓
南京市鼓楼区图书馆供图

编剧蓝小汐 受访者供图

《小欢喜2:南京爱情故事》书封
《我的后半生》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