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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影视作品都将媒婆塑造
成精打细算、滑稽可笑的一类形
象，比如头戴圆帽或发簪大花、
脸颊上点缀着两抹鲜艳红晕、嘴
角旁有一颗黑色大痦子，展现出
一种自信满满且自得其乐的神
态。但是也有影视剧，一改传统
媒婆的特征，反其道而行之，以其
灵动聪敏、独立上进的特征成就
了经典。

《金牌冰人》中的连百合是颇
具声望的媒婆，她坚守规则、伶牙
俐齿，做事效率高，许多大户人家
都纷纷拜托她促成子女的婚姻大
事，她也凭借着慧心妙舌为众多
优秀男女缔造姻缘佳话。也正因
为如此，连百合的名声大噪，因而
获得了“金葵扇”的美誉，成就了
自己的事业。

《天下第一媒婆》中的宋双双
演绎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媒婆
形象。天生结巴的宋双双拥有清
丽脱俗的外貌，聪慧讨喜的性格，

以及泼辣坦率的个性。在遭遇困
境之时，她总能够迅速思考并提
出新奇的点子来化解危机，不仅
撮合了很多有情人，还让观众在
笑声中感受到了她的聪明和坚
韧。她历尽艰辛，在媒妁行业里
闯出一片天地，从“青州第一媒”变
成“京城第一媒”，最后获得“天下
第一媒婆”之美誉。宋双双积极进
取的人生观，以及坚忍不拔、勇于
接受挑战的坚定意志，也使这一角
色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连百合与宋双双有着鲜明的
个性和形象，而且通过自己的努
力和智慧，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
升。她们均颠覆了传统媒婆的固
有设定，充分展示出媒婆角色更
为立体多元的一面，从而极大程
度上丰富了媒婆角色所蕴含的精
神内涵，同时也使得广大观众能
够多角度、全方位地理解并认识
到媒婆这一职业所具备的价值和
深远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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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如何找对象？
■ 李响 曾庆江

在当代人的普遍认知里，古人通常遵
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盲婚哑嫁的
包办形式来确定婚姻。实际上，父母包
办、媒婆传话等只是古代婚姻的基本形
式，古人追求爱情寻找伴侣的途径非常丰
富，丝毫不逊于当代人。

古代官府对婚姻有一定的干预和管
理。早在周代，朝廷就设立官方机构负责
婚嫁事宜。据《周礼·地官·媒氏》记载，西
周官方规定每年春二月举办相亲大会。
30岁未娶的男性和20岁未嫁的女性会
被强制要求参加，其余适龄男女自由参
加。若有满意对象，便可赠送芍药花作为
爱情信物。

重大节日也常被视作男女相恋的
良机。唐宋时期，元宵节、上巳节（三月
三）、乞巧节等成为公认的佳期。宋代
诗人朱淑真的诗句“月上柳梢头，人约
黄昏后”就是描绘元宵节男女相亲的场
景。元宵节时，官方颁布告示，暂停宵
禁，并筹办灯会，可谓是气氛满满。男
女可以通过信物来确定关系。海南海
口府城则有着独具特色的换香节（现已
经发展为换花节）。上巳节时，人们通
过富有意趣的“曲水流觞”活动，把酒杯
放在流水之中，任其漂荡，再由杯子停
留之处确定饮酒之人，在这种欢乐场景
中可能发现真爱。当同年大会（科举中
同榜及第者的聚会）举行时，一些朝廷
大臣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为女儿挑
选佳婿。民间传闻中的“榜下捉婿”就
是对这一状况的描述。

此外，古代示爱有诸多婉转含蓄的
传达手段。以宋代为例，当男女情愫暗
生之际，男性常会选择将珍美的金簪插
在女方发髻之上；若无意迎娶，则会赠予
彩绸表示歉意，暗示双方无法结良缘。
在一些传统的相亲仪式中，男方需经媒
人引导至女方家中拜访，但女方通常不
露面见客，而是在室内暗暗观察男子言
谈举止。若对来者颇感满意，即会出门
献茶招待；反之，若认为不理想，则会避
而不见。当然也有积极主动示爱最终成
就美好婚姻的。比如当年司马相如一曲

“凤求凰”拨动卓文君芳心，最终决定私
奔，从而成就爱情佳话。

更有意思的是，古代还有以抛绣球或
比武招亲等方式来追求美满姻缘的史料
记载。这些场景经过古典小说和当代影
视剧的演绎更加深入人心。

（曾庆江，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李
响，苏州大学传媒学院研究生）

能言善道的传统说媒人

在传统社会，婚姻缔结
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的原则。在众多影视剧
中，最常见的媒婆形象就是
能言善道、巧舌如簧。她们
通常起到推波助澜、推动剧
情进展的作用。

《水浒传》中，那位酿成
武大郎悲剧的关键人物王婆
极其深入人心，成为了不朽
的经典。作为剧中的反面
人物，茶坊主妇王婆嘴上功
夫了得，察言观色的能力也
极强，以言语舞动乾坤，以
眼力洞悉世事，巧妙地穿梭
于西门庆与潘金莲之间；她
不断设计献策，在环环相扣
之下完成了二人的牵线搭
桥。正因为这一角色的成
功塑造，使得“王婆”遭遇千
年恶评。

《新白娘子传奇》中的刘
媒婆，是钱塘县的“金字招
牌”，号称“最牛媒婆一张嘴，
上天入地皆可吹”。刘媒婆
善用一些捧人的功夫，把人
夸得天花乱坠，在促成亲事
的过程中说得头头是道，哄
得张员外喜笑颜开。《欢喜婆
婆俏媳妇》中的欢喜媒婆马
玲珑，给人牵线搭桥，靠着一
张铁嘴，也为了促成姻缘，她
将双方的优点进行夸张放
大，对缺点进行隐瞒，或者通
过语言方式将其转化为优
点，让人连连称赞、拍手叫
好。在第一次说媒中就能将
身形肥胖的贾苗条和凤凰男
钱英俊撮合到一起。

不论是王婆、刘媒婆还
是马玲珑，她们身上最明显
的特征就是巧舌如簧、伶牙
俐齿、口角生风，这是她们
作为媒人的本领，希望通
过说媒来从中获取金钱油
水 ，是 典 型 的 小 市 民 形
象。这类传统的媒婆形象
能说会道，计划周密，让人
印象深刻，甚至导致观众
心底对媒婆这一职业留下
了一些刻板成见。

影视剧中的媒婆形象往往身
处古代背景之下，因此她们的职
业特性尤为显著。随着社会的发
展变迁，在现代情景的影视作品
之中，媒婆这一角色的内涵与外
延得到了全新的解读和塑造，不
再局限于古板老旧的形象，转而
呈现出更具时代气息和现代主义
审美观念的形象。

《乡村爱情》中的谢大脚是一
个带有时代印记的典型代表。她
并非职业媒人，只是乡村小卖部的
老板娘，但其形象却具有极强的感
染力和个性化特征。她总是以美
丽而大方的姿态示人，穿着时尚且
奔放，面目俏丽，显得颇有灵气。
在担起媒人之责的过程中，她总是
身穿象征喜庆的红色服装，佩戴着
说媒专用的红色手套，迈着轻快的
步伐，伴随着欢乐的歌声，自带一
种浑然天成的喜悦感。

用仅有的一点戏份，被广大
观众记住的《幸福到万家》中的媒
婆由演员杜鹤扮演，其出圈的关
键因素在于一种极致的“真实
感”。剧中媒婆绝佳的口才和圆
滑的人情世故，犀利的话术搭配

洞察一切的双眼，成功塑造出栩
栩如生、鲜明传神的“七大姑八大
姨”形象。

谢大脚这一类媒婆形象，是
媒婆非职业化的具体体现。随着
社会的进步，媒婆所扮演着的角
色与影响力逐渐式微，但仍旧不
可或缺，所以她们变换身份，并不
以“说媒”来维持生计，但人脉广
布，与周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只
在需要时出现。这一形象的
转型，生动展示了社会进
步和文化变迁的历
程，同时也充分
彰显了媒婆这
一职业在现
实社会中
所 拥 有
的崭新
意 义 。

打造良缘美眷的业界奇才

与时代同行的新一代媒人

被誉为“活化了大
宋历史”的“王婆说媒”火爆

了！“开封王婆”以真诚、热情且大方
的独特个性以及出色的个人魅力为广
大游客带来拉满的情绪价值，也将《王婆
说媒》这一原本带有表演性质的节目演变
为年轻人的相亲现场，被亲切地称为“接
地气版”的《非诚勿扰》。“开封王婆”使得
媒婆这一传统职业重回大众视线。事
实上，在众多影视剧中，媒婆形象

从来都没有缺席过，有的甚
至堪称经典。

“开封王婆”使得媒婆这一传统职业重回大众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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