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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影视剧呈现精彩晚年让更多影视剧呈现精彩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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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找不到自己爱看的
影视作品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而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却又总
是被忽视的“隐痛”。为什么老
年人的观剧需求和老年题材难
以获得影视创作者的关注？

一方面，影视剧中的老年
群体往往被打上了“负面标
签”，并且多以配角身份出现。
影视创作者更倾向于呈现老年
生活中寻医治病、赡养纠纷、
空巢现象等尖锐的社会问题来
抓住大众的眼球，让老年题材
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暗色。

在 今 年 热 播 的 《安 家》

中，就以相当大的篇幅给老年
群体绘出了一幅“众生相”，他
们有的自以为是、蛮不讲理，
有的因为房产纠纷而不得善
终。去年，一部 《都挺好》 火
遍大街小巷，苏大强等老人形
象更是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剧
中关于老人的赡养问题成为一
系列家庭矛盾的导火索，苏大
强则被刻画成“花式作妖”、懦
弱胆小、自私自利的形象……
重复老旧的套路加深了社会对
于老年群体的刻板成见，偏离
了老年群体对于自身的认知和
期待。

另一方面，老年人并不是
影视市场的核心受众，有着消
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年轻人自
然而然地成为影视市场的第一
选择，老年群体则不断被边缘
化。近些年播出的老年题材影
视作品中，如 《妈妈的花样年
华》《老有所依》《空巢姥爷》
等，即使品质在线、立意深
刻、视角独特，并且凭借着宋
丹丹、林永健、李雪健、李立
群等演员的影响力在影视市场
上激起了一定规模的水花，可
仍旧延续“叫好不叫座”的困
境。

热播剧中老年人形象脸谱化

老年题材虽然以展现老年
生活为主，但只要创作者找到
了合适的表达方式，这些作品
也能够拥有走入大众视野、引
发全社会共鸣的能力。如 《妈
妈的花样年华》 描绘了真实鲜
活的老人形象，故事主人公对
于生活的热爱、对于幸福的追
寻以及对于人生的探索也启发
了不少观众；《老有所依》将老
年生活与年轻人的故事交织在
一起，通过贴近现实生活的人
物角色以及故事情节，传递了
温馨而治愈的情感力量；《亲爱
的她们》 则用青春视角表现

“老有所爱”的命题，充分展现
了老年群体积极阳光的一面，
生动讲述了他们“重拾青春”
的感人故事。

除了营造故事上的共情，
剧中演员同样能够帮助老年题
材作品打破受众的圈层壁垒，
收 获 广 泛 关 注 。
一般而言，这
些作品的主
要角色往往
是由经历了
岁月沉淀的
演 员 演 绎

的，他们有着炉火纯青的演技，
更沉淀了相当的人生经历。因
此，只要剧中的老人形象足够真
实、典型且具有个性化特征，故
事内容足够精彩，再搭配上演员
锦上添花的演技，“破圈”并非难
事。除此之外，影视创作者们还
需意识到，面向老年群体的影视
创作不能“圈地为牢”，因为老
年人爱看的并不只有老年题
材。有调查显示，老年人偏爱主
题宏大、硬朗的影视题材，尤其
是以内容接地气、人物真实、话
题热门为特色的都市生活题材，
以民族精神和家国情怀为主旋
律的战争题材备受欢迎。此外，
社会伦理、历史故事、反腐倡廉、
民间传奇等题材也对他们有着
不小的吸引力。

近期播出的涉案剧 《三叉
戟》、扶贫剧 《一个都不能少》

《绿水青山带笑颜》《我的金山

银山》 等影视作品同样获得了
老年观众的青睐。其中，扶贫
剧以相当的篇幅呈现出农村老
人的生活样态，改变了部分人
的既有偏见；《一个都不能少》
中老干部与年轻干部齐心协
力、奋战在脱贫一线；《绿水青
山带笑颜》 中的老人更是老当
益壮，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

《我的金山银山》中，老寿星看
到结怨多年的汤范两家最终变
成一家人而感到欣慰，在见证
乡村变迁的同时，真切体会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
些作品从一定侧面反映出老年
群体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大
众的目光进一步聚焦在他们身
上——老年人并不应该被遗

忘，他们仍
然为社会发
展进步提供
着动力。

老年人偏爱主题宏大的影视题材

近年来，《嘿，老头！》
《幸福院》《老闺蜜》等以温
暖现实主义为底色的影视作
品，为社会更加平等、善意
理解老年人提供了窗口。未
来，在温暖叙事的基础上，
聚焦老年群体的影视作品可
从主旨立意、人物塑造、视
听语言等层面做出提升，推
出更为优质与打动人心的作
品，在银幕、荧屏上用温暖
和美好呈现积极真实的老年
生活。

针对老年群体心理需求
的社会调查显示，老年群体
最向往的是积极融入社会、
多做点事、发挥余热、彰显
自身价值等。影视创作者应
深入老年人的真实生活、感
受他们的内心世界，回应他
们的多元需求，勾勒晚年生
活中积极而美好的一面，向
老年群体传递积极向上的生
活态度。当然，能否打造出
一部优质的影视作品，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主旨立意
是否深远、能否与现实生活
达成共振。例如，《嘿，老
头！》 不回避老年生活的各
种琐事，现实感扑面而来，
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老闺
蜜》从女性视角出发，呈现
了老年生活的多姿多彩和丰
富可能；《幸福院》 则展现
出老人们寻觅自身幸福的能
动性和自主性，打破了大众
对于老年群体的刻板成见。

反映老年生活的影视作
品不断涌现，势必会为大众
提供尊老、敬老、爱老、助老
的参照样本，把社会的注意
力进一步吸纳于老年群体之
上，营造出敬爱老人的社会
氛围，让晚年生活更温暖、美
好。 晚综

呼唤更多影视剧
呈现老年生活

7月 11日是世界人口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9年主要经济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60岁及
以上的老年人口达2.54亿人，占比高达18.1%，“银
发潮”将持续在社会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对于影
视创作者而言，观照这一现实议题、满足老年群体的
观看需求，是现实观照也是时代命题。

《《妈妈的花样年华妈妈的花样年华》》剧照剧照。。

《《老闺蜜老闺蜜》》剧照剧照。。

《嘿，老头！》海报。

《老有所依》剧照。

《空巢姥爷》剧照。

《幸福院》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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