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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播女性大剧《梦华录》收官，今日女报 /�����剧��������剧������剧���

热播女性大剧《梦华录》终于收官，对于张巍来说，一件大事总算落了地。
过去的一个月，这部由“神仙姐姐”刘亦菲主演的女性古装励志轻喜剧

一经开播就好评如潮，热度居高不下，甚至连带着引发了一场宋朝热。大量
观众被剧中细腻含蓄的感情戏以及鲜活生动的群像戏打动，不约而同地成为

“顾盼生辉”（剧中男女主演角色名字的合称）的 CP 粉（指粉丝痴爱某电视
剧中被设置为情侣的一对）或者变成“录人”（《梦华录》剧粉名）。

张巍是这部 40 集电视剧的独立编剧。此前，她曾写下《杜拉拉升职记》《陆
贞传奇》《女医明妃传》《长大》《独孤天下》等大热剧。尽管一直创作女性题材，
但《梦华录》很不一样，这是一部群像剧，还是一部女性编剧、女性导演合作
讲述市井女人互帮互助的温情故事。2020 年，张巍把剧本通过腾讯视频的工
作人员递给导演杨阳看，杨阳立即被吸引。在杨阳看来，女主角们很像今天在
北上广深奋斗的女孩。

《梦华录》收官之际，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专访了编剧张巍，请她从头讲
讲，这场“东京梦”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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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梦华录》，在张巍

看来，是一次自我救赎。

40 岁那年，她经历了一场

人生变故。她很想抓住一些

东西让自己走出来，于是开始

尝试做制作人，从没有过拍摄

的经验的她，一切都需要从零

开始。两个十几年前的女学生，

如今都早已成为优秀的制作

人，二话没说就来给她帮忙。

从项目的筹备到找演员、制作、

后期等等，就像《梦华录》中

的三姐妹一样，手把手地带

着她“创业”。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生活

并没有奖励她走出舒适区的

勇敢和勤奋。她首次作为制作

人拍摄的电视剧因故中断，她

的身体也查出一点问题。“那

会我觉得好像被卡住了一样，

在人生中间，不上不下，上有

70 岁的父母，下有10 岁的孩

子，我怎么办？”张巍形容那

种感觉，跟《梦华录》中“赵

盼儿”的半遮面茶坊被水淹了

一样，心气儿都散了。

至暗时刻，又是周围的

女孩子帮助了她。“我的学生，

一会儿说有东西要聊下，一会

儿说有论文要找我辅导，反

正就是编出各种理由要来我

家，陪我东拉西扯，看着我

情绪稳定了才离开。”张巍

回忆道。

她看着周围那些帮助

她、支持她的女孩子，决

心写一个有力量的戏。在

叙事创作中，有一种方式

叫改写来访者的故事。那

她就把“自己”放在故事里，

然后再在故事里，自己救自

己。故事不是王孙公主，而

是市井商妇，她们拿的是算

盘、菜刀、琵琶，全都是

谋生的工具，从钱塘出发，

一路肝胆相照，互相扶持，

到京城开创一片她们的新事

业，在这个故事里，爱情只

是一条支线。

“我希望她能鼓舞人，也

能鼓舞自己，把自己的精气神

再找回来。”张巍说。

2022 年，《梦华录》上线，

距离她上一部戏《独孤天下》

播出已经过去了4 年，但这 4

年，她每一天都在工作。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因为她们的温暖，让我写下这个故事”

四十岁的时候，她遇到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不同于张巍之前写作的少女

成长型“陆贞”等角色，在这部

剧里，刘亦菲饰演的赵盼儿是

一个成熟女性，她有过恋爱

经历，也有过社会历练。“不

同于其他十几岁的小女孩，

她在心智上成熟很多，

所以她能够准确地�地��

达自己在情感上的感

受和体会。”张巍

说，很多观众对

赵盼儿和三娘

深夜谈心的那

场戏很触动，

是因为这种成熟女性对待爱情

上的患得患失，其实投合了不少

现代女性对待爱情的心态：对

感情的犹豫、掂量与不确定。

剧集大结局前的几天，张

巍点开观众自己制作的二创视

频（自媒体人或者网友针对原

影视剧素材的二次剪辑而成的

短、中视频），看到满屏的弹

幕，被感动到泪流满面。弹幕

里，观众像嘱咐自家人一样嘱

咐剧中角色 ：“盼儿千�要多照�要多照要多照

顾自己的身体，不要太累太忙

了”“三娘要常回来看看”“引

章要记得好好吃饭”……有弹

幕说，也许在另一个时空，这

群闺密依然会遇到数不尽的挑

战 , 生意上的，感情上的。就

像生活在现实中的每个期待成

长、渴望成长的女人一样：“难”

本来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但

只要永远揣着“劲”就能一直

成长。

“有心劲”。这也是张巍最初

希望通过剧本完成的意义，她

希望用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们，也

让自己看到：一个女人就靠一支

笔，也能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

《梦华录》的剧情，很大一

部分是主角赵盼儿、孙三娘、宋

引章的闺密团创业史。她们从

钱塘开始，一路开茶坊、开酒楼，

用极具美感的茶饮、果子、琴

音来吸引顾客。但要写好这个情

节，可不容易。

与其他历史阶段不同，宋代

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东东

风夜放花千树，���、�如�”，���、�如�”、�如�”�如�”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

万人家。”精美的宋词生动写照

了当时精致、富庶的都市生活。

而今，现代人的许多生活方式、

审美价值观，都可以在宋朝找

到根源。

早在创作之初，张巍就希望

呈现《清明上河图》里那种醇熟

的市井风貌，在故事展开中自然

地呈现出“茶”“香”“画”“花”

四种宋代的雅事。虽然在叙事的

框架下完成这个野心难度很大，

但她仍然决定挑战一下自己。

张巍的祖辈父辈都是文史

方家，她自己对历史也一直颇

感兴趣，在写剧本时，她上了

北大历史系的高研班，这对张

巍研究北宋的历史细节有了很

大的帮助。

一次，张巍偶然看到了一本

名为《宋宴》的书，美食作者从

宋人食谱中考据复原了七十多道

菜，涵盖宫廷菜、文人菜和平

民菜三级，涉及热荤、素菜、冷

盘、羹汤、粥面、糕饼、饮料和

果子八类，每道菜都有详细的

图文制法，以及相关掌故逸闻、

风土人情和器物用具等。

张巍一下子就兴奋了，辗转

托人找到了《宋宴》的作者团队，

请他们来做剧本顾问。“他们也

很开心，一拍即合，好像什么具

体的都没聊就答应了。”张巍笑

着回忆。随后，《宋宴》的作者

团队将剧中涉及的食物、饮料配

上图片、做法、模具、名称都给

张巍发了过来，甚至详细到是“吃

一盏茶”还是“来一壶茶”。此

外，她还请了深圳大学人文学院

的教师、著名的青年历史学者

常彧来做自己这部剧的顾问。这

份心思没白花，播出后，剧中的

饮料、食物狠狠火了一把，不少

关注传统文化饮食的人也在网上

教大家如何仿制《梦华录》中的《梦华录》中的梦华录》中的》中的

饮料。还有很多年轻观众感叹，

原来在宋代，“果茶”就很火了。

为了让剧中赵盼儿的点茶�

符合规范。张巍还通过朋友请

来了“茶百戏”的非遗传人章志

峰老师，专门给主演开了一堂视

频“点茶课”。“视频课上，主演

都挺认真的，亦菲一直在很认

真地做笔记，问问题。”张巍说。地做笔记，问问题。”张巍说。做笔记，问问题。”张巍说。

在多位历史顾问的帮助下，剧中

的菜名、饮料名、街道名，各个

阶层人的称谓、穿着打扮等历史

细节，都有了把关。

其实，这种考据式的剧本

写作并不是《梦华录》独有，而

是张巍一直以来的习惯。在写

时尚行业剧的时候，她会专门

邀请时尚行业的资深顾问、买

手、设计师做剧本顾问，一个

个地挑毛病。她相信，这些精

准的细节，能让故事�逼真，

�有代入感。

“用心还是‘行活’，其实观

众能感受得出来。”张巍说。用得出来。”张巍说。用出来。”张巍说。用

心，也是张巍欣赏导演杨阳和剧

组团队的原因，“杨阳导演的美

学感受很特别，她一开始就希

望打造一个‘女人如水’的概念。

播出后，我看很多观众也很喜

欢那种水���的感觉。”场����的感觉。”场���的感觉。”场�

上的用心还原给这部电视剧带

来独特的美学效果。

要让女孩们在宋朝创业，不容易

《梦华录》收官了，女主们的成长之路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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