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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神话》与当代中国爱情电影的创新路径

○李　莉

摘　要　当代中国爱情电影深陷于同质化的困境。２０２１年出现的 《爱情神话》提供了困境突围的

可能性———个性化、独特化。《爱情神话》不仅把镜头对准了缺少关注的中年人的爱情故事，还把性别

议题加入爱情叙事，同时对上海城市气质进行了精准的捕捉和还原，表现出独树一帜的艺术个性。《爱

情神话》的成功经验为当代中国爱情电影的创新路径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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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的中国爱情电影，仿佛陷入了对数字的
迷恋中：七个字的 《不要忘记我爱你》《世界唯

一一个你》；九个字的 《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

《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十一个字的 《可不可以

你也刚好喜欢我》《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

……这些浅白如口语的片名暗示着电影讲述的也

是一个个单纯如水、单薄如纸的爱情故事，除了

反复渲染和叠加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

说愁”的小情绪小感伤，很少有令人眼前一亮的

独特之处。所以，当 ２０２１年末的 《爱情神话》

在没有太多前期宣传的情况下横空出世，它的新

鲜不俗迅速引发了观影热情和社交媒体的赞誉。

不仅票房收入２.６亿，豆瓣评分也稳定在８.１的
高分———这几乎是国产爱情电影的天花板。《爱

情神话》的成功无疑是近年来中国爱情电影的最

大惊喜。新人导演邵艺辉把一群中年人的情感故

事讲得趣味盎然，用轻盈灵动的方式探讨了性别

议题，同时在娇嗲的上海话和市井烟火气中展现

了迷人的海上风情。它的反讽和自省气质让人联

想起伍迪·艾伦的电影，而它的文艺腔、喜剧

感、机智与克制也刷新了我们对国产爱情电影的

印象。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讲述爱情故事

的新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爱情电影从数字的

泥沼中抽身而出，实现自我迭代的新路径。

一、爱情叙事：生活与神话

一般来说，好莱坞爱情电影代表着一种戏剧

化的叙事风格，其主要特点是把爱情叙事戏剧化

和动作化。跌宕起伏、柳暗花明、绝处逢生———

这是爱情叙事的戏剧化。爱情的障碍一波未平一

波又起，主人公为了爱情上天入地———这是爱情

叙事的动作化。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就是爱情叙

事的圆满———这既是戏剧的落幕，也是动作的

结束。

不过，在这种经典的戏剧化爱情叙事之外，

还有一种可以称为 “生活流”的爱情叙事，它不

以建构强烈的戏剧冲突和想象性地解决这种冲突

为目的，而是用大量扎实绵密的细节铺展出生活

的 “河流”，通过细节与细节的流动和碰撞推动

叙事的发展，完成故事的讲述。２０２２年上映的日
本电影 《花束般的恋爱》就是一部令人难忘的

“生活流”电影。山音麦 （菅田将晖饰）和八谷

绢 （有村架纯饰）的爱情故事，没有一个接一个

的外在阻碍，也没有移情别恋或者狗血剧情，创

作者通过 “耳机”“球鞋”“书”等一连串富有生

活气息的细节刻画了爱情从诞生到消亡的全过

程，引发了观众的深度共鸣。

《爱情神话》的别具一格，正在于它是一部

国内少有的 “生活流”的爱情电影。正如监制兼

主演徐峥说的那样： “现在的电影市场可以看到

各种各样的电影，很多电影都是大船、超级航空

母舰那种的。很多电影都在强调工业感和专业

度，但其实生活感很重要。我认为 《爱情神话》

其实是一个生活流的电影，精准地捕捉到上海西

区两公里内生活中的细碎，特别的当代，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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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是真正的当代与都市的感觉，有一种小而

美在里面。”［１］

《爱 情 神 话》的 生 活 感，在 “吃”、在

“穿”，在平凡生活的琐碎细节，在柴米油盐的人

间烟火。《爱情神话》的爱情，是老白 （徐峥

饰）的 “鲫鱼汤”，也是李小姐 （马伊琍饰）的

“ＪｉｍｍｙＣｈｏｏ”，一个个真实鲜活的细节铺陈出中
年男女在爱情面前欲说还休、欲拒还迎的微妙

心态。

老白喜滋滋做好爱心早餐却食不下咽，暗示

心里的爱情萌芽被无情碾碎。精心准备的 “私房

菜”变成了始料未及的 “大锅饭”，三个女人笑

语盈盈中暗藏机锋。“鲫鱼汤”是当年爱情的见

证，也是老白的爱情信物，做还是不做，成了关

注的焦点。 “剩饭”变成了 “香饽饽”，女人们

眼看要争风吃醋，但又转念一想， “顾客何必为

菜打起来”……一切与 “吃”有关，却绝不限于

“吃”；一切与 “情”有关，却也不止于 “情”。

《爱情神话》在借 “吃”表 “情”，以 “食”喻

“性”上，与李安的 《饮食男女》有异曲同工

之妙。

ＪｉｍｍｙＣｈｏｏ也是老白与李小姐情感状态的有
趣折射。高端女鞋ＪｉｍｍｙＣｈｏｏ是精致生活的代表
性符号，暗示着李小姐虽然暂居逼仄的亭子间，

但并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修鞋、丢鞋、

买鞋、弃鞋———鞋子背后有老白对李小姐的关切

和试探，也有对这份感情的掂量和摇摆。明明是

正品，李小姐却谎称是假货———既是不想让老白

负疚，也是决心要把这段关系 “断舍离”。年少

时表情达意也许是通过一首诗，中年时却是围绕

一双鞋———创作者独具慧眼地捕捉和呈现出中年

爱情的独特质感和复杂滋味。

“生活流”爱情叙事，不依靠误会、巧合、

错过来推动叙事，也刻意避开煽情和催泪，它关

注的是波澜不惊下的暗流涌动，是平淡无奇里的

世态人情。如果说戏剧化爱情叙事是在宣扬爱情

高于生活，爱情超越于生活之上，那么 “生活

流”爱情叙事就是把爱情置于生活中，生活和爱

情相互作用，互为制约。

有趣的是，在老白的 “生活流爱情”之外，

创作者还设置了老乌 （周野芒饰）的 “神话爱

情”，一方面让生活解构神话，另一方面又让神

话充当生活的远景。

老乌的神话爱情究竟是真是假，抑或亦真亦

假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老乌用死亡献祭了爱

情，在爱情中得以永生。虽然费里尼的经典之作

让大家昏昏欲睡，一脸茫然，但李小姐却在看了

一场看不懂的电影后给老白发出了主动的邀约。

正如 “白”与 “乌”构成对比和互补，生活与

神话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爱情的此岸与彼岸。

《爱情神话》里没有神话，银幕上难懂的经典比

不上深夜的点心来得熨帖温暖。《爱情神话》里

有爱情，老乌的罗马假日是爱情，老白的溏心蛋

和私家菜也是爱情。《爱情神话》用诙谐幽默的

手法书写中年爱情，在轻描淡写中勾勒出浮世

悲欢。

二、性别叙事：倒转与错位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偏于保守的类型，爱情电

影中的性别叙事通常恪守传统模式，很少挑战主

流的性别成规。即使像 《我的野蛮女友》这样看

上去颠覆、反叛的电影，深层的性别模式依然是

男性拯救女性，只不过女性的困境从外在的危险

境遇变成了内在的情感创伤。开始时以暴力示

人，一言不合就拳打脚踢的 “野蛮女友”结尾处

也回归了 “好嫁风”的淑女打扮，乖乖地等待

相亲。

但 《爱情神话》运用倒转和错位的性别叙

事，在性别关系和性别设定上反套路、反常规，

形成了令人莞尔的喜剧效果。

一般影片里是一夜春宵后女人在厨房里喜滋

滋地忙着做早饭，男人醒来后却提鞋溜号，女人

只能像怨妇似的望着男人离去的背影暗自伤怀。

而该影片中不告而别的人却是李小姐，老白傻傻

地端着精美的早餐食不下咽，斟酌再三发短信等

到的回答只是一个敷衍的 “嗯”。老白与格洛丽

亚 （倪虹洁饰）的关系也与此相似。同样是一夜

情缘，一般影片是男人拿出钞票安抚女人，了结

事情定位关系。而影片中是格洛丽亚喜滋滋地掏

出手机大方转账，老白面对惊人的数字满怀狐

疑： “我这是被嫖了吗？”一个说 “不值不值”，

一个说 “值的值的”———大女人的洒脱把男人的

虚假尊严戏谑调侃了一把。 “我不过是犯了天下

男人都会犯的错”———这句所谓的经典名言从前

妻蓓蓓 （吴越饰）的口中振振有词地说出来，具

有了令人捧腹的喜剧效果。蓓蓓为老白不原谅她

而忿忿不平———男人出轨可以被原谅，女人为什

么就不行？这句理直气壮的质问，问的不仅是耸

眉耷眼的老白，更是银幕外的观众。

《爱情神话》把叙事主动权交到了女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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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条情节线都是由女性角色来推动和发展。虽

然影片的主人公是老白，叙事视点也跟随着老白

展开，但真正控制事态发展的是女人，决定彼此

关系的也是女人。比如，老白与李小姐之间，是

李小姐决定着两人关系的走向。老白与格洛丽亚

之间，也是攻守易位，格洛丽亚还半开玩笑似的

告诫老白：“我老危险的，你不要爱上我！”与前

妻蓓蓓的关系更是反传统，尽管离婚多年，但蓓

蓓 “离婚不离家”，一直出演着女主人的角色。

老白虽然不乐意，但也无可奈何。再比如，老乌

和老白久寻未果的画展地点，却被李小姐和格洛

丽亚轻轻松松地搞定了，而且还是高大上的外滩

十八号。运用这种倒转的性别叙事，《爱情神话》

对传统的性别秩序和权力关系进行了戏谑和调

侃。喜剧化的处理方式使影片对性别议题的讨论

避免了正襟危坐的严肃，呈现出举重若轻的轻盈

俏皮。吐槽，但不控诉；玩笑，但不批判。点到

为止，却能让有心的观众心领神会，同时也在喜

剧情境里消解了性别反转可能给男性观众带来的

不适和不快。

除此之外，影片还通过塑造三位反模式、反

类型的女性角色，颠覆了大众媒体对女性的刻板

印象。

外滩十八号的艺术馆里的一场戏极具仪式

感。创作者借李小姐和格洛丽亚之口，直截了当

地吐槽了中国男性导演对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

“男人写戏大多都是这副腔调，他们脑子里女人

就两种：一种多情女，一种清纯妹。一种是伤过

他的坏女人，一种是像他妈一样的好女人，好到

没欲望。而且最后不管哪种女人，都要寻个老实

男人嫁了。女人嫁不掉死蟹一只。这男导演肯定

还觉得自己很了解女人。” 《爱情神话》里的女

性，拒绝被名词和形容词定义，不能被一言以蔽

之。李小姐 “漂亮、温柔、嗲”，但她是经济独

立、精神也独立的现代女性。虽然受困于蜗居，

但不会为了房子将就爱情。 “万花从中过，片叶

不沾身”的格洛丽亚是常人眼中的 “美丽坏女

人”，她有风情万种的魅力，也有黯然神伤的时

刻。前妻蓓蓓，表面上是一幅贤妻良母模样，但

骨子里却是个爱玩的 “浪女”。这三个女人有上

海女人的精致时尚，也有熟龄女性的落寞情伤。

她们依然向往纯真的感情，但不再会像小女孩那

样为情所困。她们放得下 “一夜情”，也拿得起

“断舍离”。面对情感有决断有取舍，能争取也能

放弃。“这些女人，哪怕命运飘摇也能自得其乐，

可以兴风作浪，但绝不拖泥带水。世上没有一样

东西是她们格外想要的，也没有什么是她们不能

奉献的。她们是如此自由，自由才是深渊，自由

领导人类发疯。”［２］

老白家的深夜聚会，既是微带醋意的情感交

锋，更是女性的自我审视和自我定义。蓓蓓率先

发难，认为没有孩子的格洛丽亚是 “不完整的女

人”。格洛丽亚立刻反唇相讥，表示用孩子来定

义女性已经落伍，女性在两性关系中保持自由比

有没有孩子重要： “没有甩过１００个男人的女人
是不完整的。”李小姐接下话头：“没有挣到１００
万的女人是不完整的”，暗示李小姐把经济独立

看得更重要。孩子、爱情、金钱，哪一个是衡量

女性的终极标尺？传统价值观与现代女性的自我

认知，哪一个更重要？针锋相对、你来我往的圆

桌是性别意识形态的较量，也是女性话语权的争

夺。最后，老白以一句 “没有造过反的女人是不

完整的”机智地结束了话题。的确，这是一群

“造反”的女人———她们反的是男权社会对女性

的 “他者”定位，她们要的是女性话语和女性身

份的自由选择。

三位女性因为老白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有落

入三女争一男的 “雌竞”俗套。相反，三个女人

惺惺相惜，结成女性同盟，一起消解传统的性别

观念，把情感的主动权和主体权掌握在自己手

里。“私房菜”“大锅饭”“剩菜”———男人成了

“菜”，女人则是 “顾客”。 “顾客”没必要为了

“菜”打起来，反而应该享受当 “上帝”的愉

悦。“大胆的性暗示颠倒性地把白老师置于欲望

对象的位置上，而她们则在调侃的嬉笑中享受着

自由与主动的快感。这样的颠覆手法既是影片喜

感的来源，也是影片立场的一种表达。”［３］联想到

多年前的 《无穷动》，女性还是为 “谁动了我的

老公”大动干戈，国产电影中女性意识的跃升令

人欣慰。

可喜的是，尽管影片中重点着墨于三位精神

自足的大女人，但并没有因此把片中的男性塑造

成猥琐自私的小男人。影片的三位主要男性都可

爱可亲。老白，擅长厨艺的非著名画家。艺术性

与世俗性在他身上水乳交融。他细腻体贴，温暖

踏实，算得上是不可多得的 “中年暖男”。老乌，

典型的上海 “老克勒”。有格调，有腔调，兼具

情场浪子与爱情圣人的风采。白鸽 （黄明昊饰），

男生女相的新生代。关注容貌和护肤，是相当有

经验的 “美妆达人”。他们与她们相映成趣，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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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互补。通过对传统的性别关系与性别角色的倒

转和解构，《爱情神话》在想象中建构了一种新

型的性别关系和性别秩序。这不是通过抬高女性

和贬低男性来形成一种性别对立，而是一种更为

多元包容、更具弹性与活力的两性关系。

三、创新路径：困境与突围

类型电影的生产中，遵循成规和追求创新是

近乎二律背反的一对关系。类型电影的主要经验

就是对那些能够引起观众认同和欢迎的影片的模

仿。但是，追求新鲜，渴望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又

是观众的普遍心理。因此，类型电影中的创新十

分微妙，既要遵循类型的一般规律，避免天马行

空破坏观众的期待视野，又不能因循守旧，重复

旧套路，而要力图带给观众新的体验感受。这种

“带着镣铐的舞蹈”决定了类型电影成功的难度，

也考验着创作者的美学智慧和商业智慧。

具体到爱情电影的创作中，如何让这一历史

悠久的主流类型焕发出新的活力始终是创作者必

须面对的挑战。 “从故事原型的意义上说，爱情

故事早就写完了，太阳底下不再有新鲜的故事。

留给当代的，不再是前人没有叙述过的故事，而

仅仅是如何寻找新的叙述角度和叙述方式。”［４］在

如何讲述爱情故事方面，当代中国爱情电影进行

了积极的尝试。一方面在外部进行类型融合，除

了常规的爱情喜剧、青春爱情片之外，还出现了

时尚爱情片、魔幻／奇幻爱情片等子类型。另一
方面在类型内部进行叙事创新，运用多线叙事等

现代叙事技巧，力图让爱情叙事变得复杂新颖。

但是，尽管很多影片把各种类型元素披挂上阵，

力图把观众们一网打尽；尽管不少影片都采用了

多线叙事，在讲故事上炫技玩酷，但真正令人耳

目一新的爱情电影很少，能够票房口碑双赢的更

是奇缺，《失恋三十三天》这样的爆红黑马不过

是昙花一现。

当下中国爱情电影的主要困境是同质化。新

时代以来，主打类型是青春爱情片。它们在视觉

风格上沿袭日韩风的唯美清新，以青春校园中的

俊男靓女为规定情境，加一些假戏真做、误会错

过的桥段或者时空穿越、心灵感应的设定，最后

完成 “爱是万能解药”的强行洗脑。尽管高举爱

情至上、青春永恒的旗帜，但青春爱情片在对爱

情的表现上浅尝辄止，同质化倾向严重。创作者

把模式化理解为同质化，把对类型成规的遵循理

解为对卖座影片的复制粘贴。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爱情神话》的出现提供了困境突围的可能

性———个性化、独特化。

首先，《爱情神话》的独特性是它把镜头对

准了中年人的爱情故事。考虑到当下主流观影人

群的平均年龄在２５岁左右，这样的选择的确需
要勇气。此前的国产电影中，虽然也有对中年人

情感世界的管窥蠡测和浮光掠影，比如 《北京爱

情故事》和 《被光抓走的人》，但总体而言，中

年爱情在国产电影里属于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反观世界影坛，韩国的 《我爱你》，美国的 《爱

是妥协》《爱很复杂》等表现中老年情感生活的

爱情喜剧时有出现，票房口碑都表现不俗，说明

这一领域大有潜力。《爱情神话》的成功使我们

看到，中年人深陷世俗生活不假，但袅袅的人间

烟火也能书写温暖动人的爱情故事。中国的电影

银幕上，需要更多的熟龄爱情故事乃至银发爱情

故事来回应各个年龄段人群对爱情的美好向往。

其次，《爱情神话》的独树一帜还表现在把

性别议题加入爱情叙事。主流爱情电影为了迎合

大多数观众的审美趣味，在性别意识形态上往往

偏于保守，性别叙事中通常采用 “灰姑娘／灰小
子”模式和 “欢喜冤家”模式，性别形象的塑造

也中规中矩，少有颠覆反叛。作为女性创作者，

导演邵艺辉把 《爱情神话》变成了一部洋溢着女

性主义色彩的风俗喜剧，在吃饭、睡觉、聚餐、

闲聊中对性别议题进行了暗藏机锋的戏谑表达，

对性别形象进行了令人莞尔的倒转和错位，不仅

为中国银幕贡献了三个活色生香的新时代女性画

像，也为中国电影开辟了建构新型性别关系和性

别秩序的可能性。

最后，《爱情神话》的艺术个性还体现在它

对上海城市风情的精准捕捉和还原。近年来中国

电影中的上海，好像还停留在 《小时代》的阶

段。挥金如土、穷奢极欲，坐实的不过是小镇青

年对国际大都市的刻板想象。其实上海的城市气

质从来都是市井味道与摩登气息的结合。当年张

爱玲的 《太太万岁》展现了市民阶层挣扎在 “华

丽的袍子与虱子”中的生活。徐峥在 《我和我的

祖国》以及 《我和我的父辈》中的两部短片中，

也是石库门弄堂生活的生动写照。沪漂六年的邵

艺辉，因着旁观者的眼光，反而能精准地呈现出

烟火味与人情味交织的魔都气质。《爱情神话》

里的上海，没有东方明珠和外滩，但有街角的咖

啡店和杂货铺，巷口的修鞋匠可以聊人生哲理，

家里的花园可以招待朋友，东方与西方交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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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与时尚合一。邵艺辉镜头下的上海，就像伍

迪·艾伦镜头下的纽约，有着令人着迷的魅力。

《爱情神话》坚持全程用沪语对白，无疑是

大胆之举。“中国电影里，还从没有如 《爱情神

话》般，试图借沪语来挖掘、玩味上海洋楼里弄

中的人间烟火与现实鲜活感。”［５］沪语最能体现上

海人的腔调做派，尤其是那句 “灵啊灵啊”，微

妙之处非沪语不能传达。这几乎是一个只能发生

在上海的爱情故事———上海人、上海话、上海味

———正是这些不可复制和替代的特质，使 《爱情

神话》在同质化严重的电影生产中脱颖而出。

结　语
作为市场上的主流类型，国产爱情电影一直

保持着稳定的产量，也有着相对稳定的观影群

体。过去三年疫情期间，爱情电影甚至充当了救

市主力，在各个萧索惨淡的档期里支撑票房。但

是，因为深陷同质化的困境，尽管发行方常常利

用诸如情人节、５２０、七夕、光棍节等爱情节日
收割观众，也时不时地涌现一些票房黑马，例如

２０１７年 《前任３》１９.４亿票房，２０１８年 《后来

的我们》１３.６亿票房，２０１９年 《比悲伤更悲伤

的故事》９.５亿票房，２０２０年 《你的婚礼》７.９
亿票房。但是，这几部影片的豆瓣评分都相对偏

低——— 《前任３》５.６，《后来的我们》５.９，《比
悲伤更悲伤的故事》４.８，《你的婚礼》４.７。虽
然豆瓣评分并非绝对的质量评价，但观众们被忽

悠进电影院却大失所望的心情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国外的爱情电影却频频让人眼前

一亮。２０２２年上映的日本电影 《花束般的恋爱》

以其对爱情从诞生到消亡极其细致真切的描绘，

引发了中国观众的强烈共鸣。２０２１年的挪威电影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把爱情故事与女性的自我

成长融合在一起，拓展了爱情电影的广度和深

度，也把一个老套的三角恋谱出了新意。 “不再

有新鲜的故事，却永远有新鲜的嘴唇。”《爱情神

话》的横空出世让我们对中国爱情电影重燃希

望，它在视角、观点、态度上的新鲜和有趣也赋

予了中国爱情电影在创新之路上更多的可能性。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新中国成立７０年
爱情电影的美学风格与文化价值研究”（项目编号：

２０ＹＪＡ７６００３４）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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