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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兰》还没公映，续集就开始策划了
本报综合消息 刘亦菲版的《花

木兰》未映先热，大家都想看看经过
严格的选角过程脱颖而出的刘亦菲
表现如何，只可惜盛大的宣传活动因
疫情暴发而中途暂停，档期也由原来
的3月26日北美上映调整到了7月
24日。影片虽还没公映，续集却已
在规划中，据外媒报道，有内部人士
透露，《花木兰》第二部已经开始了前
期的筹备工作。

《花木兰》曾在美国举行过首映
式，反响非常不错，有评论认为是迪士
尼继《灰姑娘》之后最好的真人电影。
从全球1000多名候选人挑选出来的
刘亦菲，凭借自己超凡的韧性演绎出
了女性的美与力量感。精彩的视觉效
果，加上奇幻元素，还有甄子丹、李连

杰的加盟，被赞为“武侠史诗”。
《花木兰》根据1998年迪士尼同

名动画片改编，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
从军，经受了种种考验，同时必须利
用内在的力量，接纳自己真正的潜
能。这场史诗般的旅程，让木兰蜕变
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战士，也赢得他人
的尊重。

迪士尼最初希望《花木兰》的首
周末票房能达到8500万美元以上，
如今未上映就想着续集的事了，可见
对此IP的信心。第一部的故事可发
挥的余地不多，基本上走向观众已经
非常清楚。而外媒报道，第二部将会
是原创故事，与花木兰的传说、此前
的电影毫无关系。

据悉，目前制片人克里斯·班德、

杰森·里德与杰克·韦纳均回归，导演
妮琪·卡罗是否会回归还未确定，编
剧也尚未敲定。有分析者认为，续集

能否顺利的开发，还有赖于影片上映
后的市场表现，尤其是在中国的票房
成绩。

本报综合消息 近年来，国内职场类题材的影视节目愈发受到关注，不仅范
围从演员扩大到律师、医生等各行各业，形式也从电影、电视剧向纪录片、真人
秀等更加丰富灵活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聚焦医疗行业
的职场类影视、综艺备受青睐，不仅加深了观众对医护的职业认知、拓展了对人
体和疾病的科学知识，也对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医疗观起到引导作用。

由深圳市卫健委和深圳卫视联合打造的纪实类医疗真人秀《我的白大褂》
就是这样一档节目，没有事先准备的“台本”，没有自带流量的明星，甚至为了不
影响医院的正常工作，没有高清的完美画面，却因为真实记录年轻的规培医生
的酸甜苦辣而备受好评，单集片段点击量最高超6300万。在新节目层出不穷、
质量却参差不齐的现状下，职场类题材的内容该如何发展？如何尽可能起到正
面效应？《我的白大褂》或许能带给创作者们一些深层思考。

64个摄像头在急诊科、胸外科
和儿童牙科连续3个月不间断拍摄，
所有案例都是就地取材的真实故事
——“真实”是《我的白大褂》最鲜明
的关键词，也是其收获好评如潮的制
胜法宝。

“如果按照当前大多数真人秀的
制作方式邀请编剧来进行采访、编好
台本，或许能使故事和戏剧冲突更加
完整，但那不是真实的东西。”节目总
导演史榕告诉记者，每个人都有就医
的经历，愈发真实的内容可以和人们
的日常生活产生更加紧密的联系，更
容易引发情感的共鸣。

近年来，反映职业的影视剧众多，
但获得观众好评的却并不多。不少观
众反映，不管是拍医疗、法律、翻译行
业，都更像是“穿着职业装的言情偶像
剧”。而真人秀也大多和明星深度捆
绑，存在职业味轻、娱乐化重等问题。

从创作角度来说，该如何最大限
度地做到真实？“一个是不能回避问
题的存在。”制片人陈磊说，之所以选
择正在接受规范化培训的医生作为
切入点，一是能够通过个体展现医学
生向医生转变所逐渐培养起来的职
业素养，二是体现每一位被患者信赖
的“大医生”所经历的艰辛过程，展示
医生群体的形象。因此，在这部真人
秀里，写错手术单被导师训斥、作为

新手再三被病人拒绝、面对哭闹患儿
的手足无措都有了展现，让每个有过
职场经历的人都有了代入感，从而产
生共情效应，体会到医生作为普通人
的一面。

“另一个是敢于用真实去消解以
往在影视作品中构建出来的认知误
区。”史榕表示，例如在大家的印象
中，急诊科医生通常是边跑边喊着去
抢救病人，事实上这种情况极少发
生，因为医生在久经历练后，是非常
专业、冷静的。原原本本去展现工作
中的真实状态，才能打破那些“假”的
刻板印象，树立人们对不同职业的正
确认知。

在影视节目极其丰富的今天，不
难发现，深受好评的内容往往都具备
相当的现实或精神价值。例如人们观
看职场类纪实节目，有的是希望获得
一些专业类的知识，有些则是从节目
中的小切口来认识该职业的现状和未
来，为自身的职业规划提供参考。从
现实需求出发，让观众有所收获，也就
成为《我的白大褂》的立意焦点。

“当听说节目组选取规培医生这
个群体为主角时，我们特别高兴。”深
圳市人民医院住培办主任常江沂说，

“每年中国只有六分之一的医学生最
后成为真正的医生，其他人可能进入

了医疗、医药、检验等行业，不仅由于
医学生学习和接受培养的时间很长，
工作压力大、医患关系紧张等因素也
形成了一定影响。我们希望通过这
个机会来让人们了解医生的成长过
程，以及医生这份职业的价值。”

“我的专业是麻醉，是一个对大
众来说相对陌生的科室，在医学院里
也相对冷门，但是优秀的麻醉医生在
手术当中是不可或缺的。我希望能
让更多人了解我的工作，也为年轻的
学子们今后的职业选择提供一些参
考。”节目主角之一、2019级规培生
潘正龙告诉记者。

深圳市卫健委宣教处负责人王岭
认为，医院是一个生老病死的人生舞
台，医疗剧要回归常识，通过精彩的故
事、善意的表达，激发公众的情感共
鸣，从而反映真实的医疗生态、探讨理
性的医患关系，最终服务受众。

职场类影视内容所承担的另一个
作用，是尽可能地弥补公众与专业领
域之间的信息不对等，打破一些刻板
印象，增进沟通和理解。例如近年来
高口碑的医疗纪录片《生门》《人间世》
《生命缘》，都对医疗资源、医患关系、
患者生死观等焦点问题有所表达。

《我的白大褂》也不例外，但实拍
的手法和综艺的制作方式则让这些

风口浪尖上的严肃话题探讨相对轻
松柔和，以个案小切口切入也省去了
过多的艺术加工，更加真实而完整。
例如通过跟踪拍摄一位住院的父亲
为了不打扰女儿上班，独自去做术前
检查，侧面反映了独生子女家庭在父
辈年老之时的困境；规培医生接连遭
到患者的拒绝，侧面反映了医疗资源
的错配；急诊患者从接受抢救到去世
仅经历了短短一个小时，反映了生命
的无常……人性的碰撞、矛盾和冲
突，都以一种观众更容易接受的方式
得以呈现，进而引发共情和反思。

“例如医患关系这个焦点问题，
我们用医生的疲惫和沟通中的冲突
来解读一些问题的原因。”陈磊说，

“另一方面，我们的死亡教育、对疾病
的认知其实并不足够，相当一部分患
者抱着‘消费者心态’的诊疗观，因此
制作团队咨询了相关的法规和伦理
学，保留了一些具有争议性的例子，
以多元的态度来增进理解和沟通，形
成一些正面的价值引导。”

深圳大学总医院院长李景波追
了每一期《我的白大褂》，他认为该节
目架起了一座桥，让公众对发生在医
院里的事，有了更多角度的观察，也
让大家对医生这个职业有更多了
解。医生不是“神”，医学也不是万能
的。李景波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让
全社会对医务工作者，尤其是年轻的
医护，多一些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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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类医疗真人秀《我的白大褂》：

这样的职场节目
不妨多一点

■真实再现职业内涵

■牢牢抓住观众精神需求

■以人为本形成价值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