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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女性意识的日益觉醒以及女性对于社会地位提高的迫切需求，女性观众对于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要

求越发迫切，希望影视作品中能够展现女性力量，反映女性困境，剖析女性成长历程，因此都市女性题

材类型的影视剧应运而生。本文将以《玫瑰的故事》为研究样本，对都市女性题材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

建构的策略进行分析，为同类题材作品的创作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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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awakening of women’s consciousness and women’s urgent need for improving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jc
https://doi.org/10.12677/jc.2025.132034
https://doi.org/10.12677/jc.2025.132034
https://www.hanspub.org/


李艳敏 
 

 

DOI: 10.12677/jc.2025.132034 219 新闻传播科学 
 

their social status, female audiences have more and more urgent requirements for the image of 
women in film and television dramas, hoping that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can show women’s 
strength, reflect women’s plight, and analyze women’s growth process As a result, urban female-
themed films and television series have emerged to meet these expectations. to analyze the strate-
gies employed in constructing female characters in urban female-themed films and television series,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creation of similar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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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代影视领域，都市女性题材影视剧作为一股强劲的潮流，正深刻地影响着观众的审美与社会

文化的走向。这类作品通常以女性角色为核心，全方位展现女性在事业、爱情、家庭等诸多领域的拼

搏、抉择与成长，与传统影视剧相比，其鲜明特征在于打破男性主导叙事的惯常模式，将聚光灯聚焦于

女性，深入挖掘女性内心世界，呈现女性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自我实现之路，为女性形象的呈现开辟

了新的视野。 
《玫瑰的故事》作为 2024 年最火热的都市女性题材影视剧，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生动的

人物塑造以及深刻的主题内涵，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目光。剧中的女性形象丰富多样，她们或勇敢追求爱

情，或坚定追寻事业梦想，或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努力寻找自我价值。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的深入刻画，

该剧不仅展现了都市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与困境，更揭示了她们内心深处的坚韧与力量，

对于女性形象塑造研究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通过对《玫瑰的故事》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通过女性主

义视角看到女性眼中的女性形象，从而引导创作者创造更丰满、更多元、更真实的女性形象。同时在社

会意义层面，通过电视剧中更加积极正面的女性形象塑造，也能激励现实中的女性勇敢追求自我价值，

提高女性社会议题的讨论。 

2. 都市剧女性形象建构研究现状 

目前，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女性主义的流行，都市剧中女性形象建构策略成为了新传界较为热

门的选题，以“电视剧女性形象”为搜索关键词，共搜索出 666 篇相关学术论文，其中学术期刊 270 篇，

学位论文 361 篇，主要有 2 个研究方向，女性特定角色研究以及女性形象塑造个案研究。其中特定角色

研究主要集中于女性经常承担的几个社会身份标签上，如母亲，王晓萌在《家庭伦理电视剧母亲形象研

究》中通过对比传统黄金档家庭伦理影视剧与新时代女性主义家庭伦理影视剧中的母亲形象，揭示了女

性主义对家庭伦理剧中女性角色塑造的影响[1]。女强人的研究中，郭淇文在《都市题材类电视剧“女强

人”形象研究》中通过对现在国产都市剧中的女强人的形象进行深入分析，对未来女强人的角色塑造方

面提供了策略[2]。个案研究主要集中于《欢乐颂》《我在他乡挺好的》《三十而已》等几部剧，例如鞠

斐，王诚在《家庭伦理剧〈都挺好〉：新时代荧屏女性形象塑造》中通过分析电视剧《都挺好》中的女性

形象，探讨了女性形象塑造的成功之处，为后续角色塑造提供了借鉴方向[3]。周露露在《都市女性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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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我在他乡挺好的〉女性形象塑造研究》中梳理了都市女性群像剧的发展，然后详细分析了《我在他

乡挺好的》塑造的女性形象，最后提出了都市女性群像剧构建女性形象的策略[4]。 

3. 《玫瑰的故事》中女性形象的剖析 

(一) 黄亦玫：自我把控的人生主角 
在爱情中，黄亦玫的敢爱敢恨体现在她对感情的坦率与坚持。她与庄国栋的恋情是她爱情的起点，

两人在工作中相识并迅速陷入热恋。然而，当庄国栋为了事业选择与歌星结婚时，黄亦玫没有选择默默

忍受，而是果断结束这段关系，勇敢面对自己的伤痛。她的这种选择展现了她对爱情的坦率和对自我的

尊重——她不会为了迎合他人而委屈自己。在与方协文的婚姻中，黄亦玫同样没有妥协。她无法忍受方

协文的自卑和对她的过度控制，最终选择离婚，追求真正的自由和幸福。这种在爱情中不退缩、不将就

的态度，正是她敢爱敢恨性格的体现。 
在职场上，黄亦玫的敢爱敢恨则表现为她对事业的执着与勇气。她初入职场时就展现出了极强的自

信和独立精神，敢于挑战不属于自己的业务，甚至在面对老板的质疑时，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她的这

种勇气不仅让她在职场上迅速崭露头角，也让她在面对挫折时毫不退缩。错过庄国栋后，她选择重返校

园深造，之后又进入艺术品策展领域创业。在这个过程中，她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挑战，但她从未放弃，

始终以坚定的信念和勇气去追求自己的职业梦想。这种对自我价值的坚持和对目标的执着追求，正是这

个人物的闪光之处。 
(二) 苏更生：冲破痛苦的强大灵魂 
苏更生这一角色的个人魅力在于在困境中依旧有点燃自我的勇气与决心。她是一个精神内核极其强

大的时代女性，勇敢地脱离传统桎梏，为自己而活，不因婚姻而磋磨自己，也不会被世俗看法所绑架，

展现了现代女性在面对困境时的坚韧与清醒。 
苏更生的原生家庭充满了伤痛与不幸，父亲早逝，母亲软弱，继父的伤害更是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心

理阴影。这些经历让她形成了高冷、独立的性格，她用一层坚硬的外壳保护自己，避免再次受伤。然而，

正是这种原生家庭的伤痛，也促使她在成长中不断自我救赎，最终在黄家的温暖中找到了归属感。她用

自己的方式证明，即使出生于破碎的家庭，女性依然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在逆境中突围，活出独立而精

彩的人生。 
苏更生在感情中展现出独立、清醒且极具自尊心的特质。她曾经历过早婚，但因对婚姻的失望而选

择离婚，并在与黄振华的交往中隐瞒了自己的婚史。这并非出于欺骗，而是她作为知识女性对自我隐私

的坚守，以及对感情的独立态度。她认为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无需向他人交代过往，这种清醒让她在感

情中始终保持自我，不被他人左右。她对朋友黄亦玫和黄振华始终真诚，却从不依赖他人，她的感情观

是独立且自足的，既保护了自己，也尊重了他人。 
(三) 姜雪琼：柔软坚韧的女强人 
姜雪琼是一个典型的新时代职业女强人的形象，她不仅是艺术展览公司青莛的总经理，更是一个在

事业和情感中不断挣扎与成长的现代女性。她的形象展现了女强人的坚韧与独立，同时也透露出隐藏在

强大外壳下的柔软与温暖。 
姜雪琼在事业上展现了极强的独立精神和专业能力。她深知事业对于女性的重要性，曾说：“女人

不能靠男人，事业才是自己的靠山。”这句话不仅是她的人生信条，也是她面对生活和工作时的核心信

念。在职场上，她雷厉风行、果断干练，面对困难从不退缩。她曾因公司资金链断裂陷入困境，但凭借自

己的智慧和坚韧，最终成功扭转局面。她对工作的执着和敬业精神也赢得了同事们的尊重，即使在面对

竞争对手时，她也毫不示弱，展现出强大的气场。姜雪琼的坚韧还体现在她对感情的态度上。她曾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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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次感情挫折，但从未因此而放弃自我。她深知感情的脆弱和不可靠，因此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事业

中。她曾说：“女人不能没有事业，否则就会失去自我。”这种对事业的执着不仅让她在职场上取得了成

功，也让她在面对感情时更加从容和独立。 
尽管姜雪琼在职场上表现得强势果断，但在生活中，她却有着柔软的一面。她对朋友和同事极为关

心，尤其是对黄亦玫的成长给予了重要的支持和帮助。她虽然嘴上严厉，但内心善良，常常在关键时刻

给予黄亦玫鼓励和指导。她曾对黄亦玫说：“女人要学会在事业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这样才能在感情中

不被束缚。”这句话不仅是对黄亦玫的鼓励，也是她自己的真实写照。姜雪琼的柔软还体现在她对爱情

的渴望上。尽管她将事业放在首位，但她从未放弃对爱情的追求。她曾说：“女人不能没有爱情，但也

不能完全依赖爱情。”这种对爱情和事业的平衡观念，使她在面对感情时更加成熟和理智。因此能够在

面对与老顾破裂的婚姻关系时，理性把握事业与家庭的关系。 

4. 《玫瑰的故事》中女性形象建构策略 

(一) 叙事话语：从“需要”到“想要” 
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女性形象常被刻板地定义为柔弱、依附男性的角色，这背后反映的是男性话

语权力对女性的规训。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提出话语权力理论，认为话语是权力的体现，权力通过

话语来实施和维持，话语权力关系影响着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自我表达[5]。而在《玫瑰的故事》里，

黄亦玫频繁使用“我想”“我喜欢”“我要”“我值得”这类表达，凸显了她强烈的自我认知与表达欲，

属于典型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传播，例如在面对爱情时，她并非被动等待男性的追求与选择，而是主

动表达自己的情感与需求。这种话语表达使她摆脱了传统“等待救赎的灰姑娘”式形象，塑造出一个勇

敢追求爱情、有主见的现代女性形象。在职业和学业方面，她同样遵循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想”贯穿其

选择始终，构建出一个独立自主、积极进取的女性形象，丰富了女性形象的维度，展现出女性在现代社

会中多元的可能性。 
热奈特在《新叙事理论》中强调：“从叙事学理论来看，拥有话语权力就意味着能够主导叙事。”在

《玫瑰的故事》中，黄亦玫通过主体性话语构建起属于自己的叙事。就像在电视剧的结尾部分她的自述

“我完全，而绝对地，主持着我”，这清晰地表明她是自身故事的主宰。这种自我叙事的构建，使女性不

再是被男性话语或社会固有观念随意塑造的客体。这些极具个人化、主体性的语言符号，打破传统叙事

中女性被代言、被塑造的传播定式，构建起属于自身的话语体系。通过不断强调自我的意愿、喜好与追

求，黄亦玫在剧情发展中成为信息传播的源头，主动向周围世界辐射其独特的女性价值观，重塑了女性

在情感、生活选择等方面的话语权，塑造出一个绝对掌控自我、具有强大内心的女性形象。 
(二) 叙事视角：从“他视角”到“她视角” 
1975 年劳拉·穆尔维在其发表的《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中指出：“在传统的电影叙事中，观众

被假定为男性，电影的视觉呈现是从男性的视角出发的”[6]。在传统叙事中，女性往往是被代言、被塑

造的客体，其形象多由外界目光所构建。早期的电视剧中，男性凝视映射了现实世界的男性绝对主流话

语权，女性深刻地陷入了父权无意识地控制之下[7]。在传统电视剧的男性叙事中，女性角色往往被社会

化标签化，难以展现个体意愿，而是被赋予“母亲”“妻子”等固定身份和行为逻辑。例如，在早期家庭

伦理剧《渴望》中，刘慧芳被塑造为无私慈爱、勤劳持家的典型母亲形象，她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满足家

庭需求和社会对女性的道德期待。这种角色设定将女性的价值与家庭紧密绑定，忽略了她们作为独立个

体的追求和欲望。随着女性意识逐渐觉醒与勃发，女性开始具备审视自我，构建自我欲望的能力，继而

大胆将他人作为欲望的投射，以“她”者的目光审视他人，审视自己[7]。在“她视角”下女性不必固守

社会给予的身份标签，如“温柔”“顺从”“家庭主妇”等，而是独立的、自主的人，女性角色成为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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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以女性的经历、情感与成长为线索构建故事。例如《玫瑰的故事》中围绕黄亦玫、苏更生、姜雪琼

等女性的经历、情感与成长展开，她们的故事并非简单地遵循传统社会身份出发抉择人生，而是以各自

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内心选择作为核心动力，推动着整个故事的展开与深化，简言之，选择从来都是由“我”

发出的，而不是以“母亲”“妻子”的角度发出的。这种叙事方式赋予女性角色更多的主动性与话语权，

使观众能够从女性自身的角度去理解她们的生活与选择。同时女性视角注重对情感的细腻刻画，相较于

男性视角更倾向于展现宏大叙事与理性逻辑，女性视角下的电视剧能够深入挖掘女性在爱情、友情、亲

情等方面的复杂情感。例如在家庭情感剧中，通过女性视角展现家庭生活中的琐碎细节与情感纠葛，让

观众感受到女性在家庭关系中的付出、困惑与成长，使情感表达更加真实、动人，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

共鸣。女性视角的出现，为女性观众提供了一面更贴近自身真实体验的“镜子”。她们在剧中看到与自

己经历相似的女性角色，这些角色的成功与挫折、追求与困惑，能够帮助女性观众更好地认识自己的需

求、潜力与价值，重构积极健康的自我认知。 
(三) 叙事情节：从“竞争”到“互助”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写道：“女人的嫉妒指向夺取男人的别的女人，而男人的嫉妒指向背

叛了自己的女人。对于女人，嫉妒是以其他女人为对手围绕男人展开的竞争。”大多数女性无法逃离父

权秩序下的社会规则，只好通过“雌竞”来吸引男性的关注，实现男权秩序下的自我价值[8]。在传统父

权社会的影视剧常理下，女性通常会因为利益、爱情等呈现出一种隐形的竞争关系，这种形象塑造使得

女性看起来似乎将男性的认可作为自身价值的唯一衡量标准，如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恶毒女配

素锦，到大型宫斗剧《甄嬛传》，再到《我的前半生》闺蜜反目，“雌竞”风在影视剧中泛滥成灾，女性

的价值似乎简单取决于能否赢得男性的青睐。而在女性题材电视剧中女性不再是针锋相对的“雌竞”关

系，而是理解彼此的苦难，支持彼此的选择。这种关系的转变不仅体现了女性之间的深厚友谊，也反映

了社会对女性角色认知的逐渐成熟，女性不再被单一地定义为只会竞争的个体，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性

格、才能和梦想。她们在互助过程中展现出的坚韧、乐观、包容等品质，让女性形象更加立体丰满。例

如，苏更生多次帮助黄亦玫处理工作中的问题，并在老板面前夸奖她。这种互助不仅体现在职场上，还

延伸到生活中的情感支持。黄亦玫在感情受挫时，苏更生给予她理解和建议。这种“女孩帮助女孩”的

精神贯穿全剧，成为女性关系的核心，也塑造了立体、积极、互助的女性群像。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

说：“女人的伟大之处在于她能够表现出同理心和爱。”在这种平等的女性互助关系中，更能体现女性

的闪光点，女性塑造的女性不再是孤立无援的，女性与女性之间不再是敌对关系，并非互相拉踩和攀比

的对立个体，而是能够感同身受、产生情感共鸣的互助者[9]。这种良性的女性关系，颠覆了以往女性间

只有竞争的刻板印象，塑造了更加立体、积极和多元的女性群像，提升了女性形象的正面性，促进整个

社会对女性地位和女性关系的重新审视。 

5. 结语 

都市女性题材影视剧凭借其对现实生活的映照与女性议题的探讨，受到了广泛关注。《玫瑰的故事》

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以其独特的女性形象建构策略，为同类题材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通

过对剧中女性形象建构策略的研究，我们认识到一部成功的都市女性题材影视剧，应在尊重女性主体地

位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女性的多元特质，以细腻且真实的笔触展现女性在不同人生阶段的经历与感悟。

同时，借助巧妙的叙事手法，将女性形象的塑造与时代背景、社会思潮紧密相连，使观众能够在欣赏剧

情的同时，产生对女性命运、社会角色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展望未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女性意识的进一步觉醒，都市女性题材影视剧有望在女性形象建

构上实现更多突破与创新。创作者们应秉持更加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关注女性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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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丰富、立体且具有前瞻性的女性形象，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推动性别平等与社会和

谐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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