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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付东升）3月9日，2025潍
坊市足球联赛(中年组)比赛正式打响，来自全
市的17支业余足球队的460余名足球爱好者将
在未来4个月中展开激烈角逐。
　　本次比赛由潍坊市足球运动协会主办，参
赛球队既有潍坊老男孩、宁远FC、智诚锐狮
等潍坊足坛老牌劲旅，又有青州中年人、巅峰
潍县人等足坛新星。比赛中，中年足球爱好者
齐聚绿茵场，他们奔跑的身影充满活力，既有
令人拍案叫绝的精彩进球，也有紧张刺激的防
守大战，首轮赛事便让现场观众沉浸在一场足
球狂欢盛宴之中。
　　首轮比赛过后，潍坊老男孩、天士力巡
游、宁远FC足球队列积分榜前三。

  本报讯（记者 付东升）为期五天的“启
航2025 悦动更好潍坊”安丘市庆新春篮球邀
请赛日前在安丘市奥体中心举行。本次比赛由
安丘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安丘市篮球协会和
安丘市奥体中心协办。
  比赛共邀请了4支篮球队伍，会聚了60余
名球员。他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展现出了高
超的篮球技艺和顽强的拼搏精神。经过多轮激
烈的比拼，最终，阳光保险老伙计俱乐部夺得
本次比赛的冠军，酣客酱酒俱乐部夺得亚军，
糕手烘焙俱乐部和安丘二中俱乐部分别获得了
三、四名。

这场篮球邀请赛上

四支队伍精彩比拼

460余名足球爱好者

绿茵场上展开激烈角逐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中国乒乓球协会
11日在官网发布《关于文明观赛的倡议》，其
中提到理性看待输赢、抵制网络暴力等八项
内容。
　　中国乒协表示，为维护乒乓球运动健康发
展，营造良好的赛场秩序，展现中国乒乓球爱
好者的精神风貌，特提出文明观赛的倡议。
　　这八条倡议包括：请自觉遵守竞赛规则，
尊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以及工作人员，
理性看待输赢和可能存在的判罚争议，正确面
对比赛结果；请在运动员击球过程中、在赛事
举行仪式期间、在运动员接受采访时，保持安
静；禁止使用闪光灯、辅助灯等电子设备干扰
比赛进程，禁止向场内投掷物品；请尊重竞赛
官员的专业性和裁判执法权，不得对现场判罚
起哄、鼓噪、辱骂等；不得以任何形式煽动赛
场内对立情绪，不得违规进入竞赛工作区域，
不得实施侵犯他人人格尊严与合法权益的任何
行为；不得以言语、手势、文字、图像等方式
侮辱、嘲讽、诋毁、谩骂、贬低运动员、教练
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及观众等；请自觉抵制
网络暴力，不制作和参与传播不实信息，不造
谣、不攻击、不拉踩引战；请主动劝阻身边不
文明行为。

中国乒协发布

八条文明观赛倡议

母亲角色的演绎

不再是单一的“家庭守护者”

　　在过去，影视剧中的母亲角色常常被塑造
成“牺牲者”的形象。她们默默承受生活的重
担，将全部精力奉献给家庭，而自己的梦想与
情感则被忽视。这种“奉献型母亲”的形象，
虽然展现了母爱的伟大，却也无形中强化了女
性在家庭中的被动角色。例如，1990年的经典
电视剧《渴望》中的刘慧芳，她的无私与隐忍
让人感动，却也让人心疼。再如2005年的电视
剧《中国式离婚》中的林小枫，她为了家庭和
孩子，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和梦想，她的牺牲不
仅没有得到回报，反而失去了自我。
　　南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黄晓燕表示，当
下的影视作品中，母亲不再是单一的“家庭守
护者”，而是有独立思想和情感的人。她们可
以是家庭的支柱，也可以是追求自我价值的独
立个体。这种变化不仅让角色更加立体，也让
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产生更深的共鸣。
  电视剧《小欢喜》则通过几位不同的母亲
形象，展现了现代社会中母亲角色的多样性。
童文洁是传统的“虎妈”，宋倩是单亲妈妈，
刘静则是事业型女性。这些母亲形象各具特
色，她们与女儿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真实和立
体，打破了以往“慈母”或“严母”的刻板
印象。
　　电影《妈妈！》用细腻的女性视角，讲述
了一位85岁母亲照顾65岁身患阿尔茨海默病女
儿的亲情故事。吴彦姝饰演的母亲不再是传统
的家庭守护者，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自己情
感和追求的角色。她与女儿之间的关系并非简
单的“控制与服从”，而是充满了矛盾、冲突
与和解的过程。这种角色的重塑，反映了当代
社会对女性角色的重新定义，也展现了母亲作
为独立个体的价值。

女儿形象的蜕变

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影视作品中，母女关系往往被简化为“慈
母孝女”或“严母逆女”的二元对立模式。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开始塑造独立、自
主的女儿形象，她们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不
再是家庭的附属品。
  例如最近热播的电视剧《180天重启计划》
中，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单向的付
出与接受，而是双向的理解与支持。剧中的女
儿既追求自我实现，又试图在家庭中找到自己
的位置；既渴望独立，又希望与家人保持亲密
关系，这种复杂性的塑造让女儿的形象更加贴
近现实。她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逐渐意
识到母亲的艰辛与付出，并学会了包容与体
谅，也展现了女儿在家庭关系中的责任感。
　　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周才庶表示，近年
来影视剧在母女关系的呈现上有三大变化：首
先，角色塑造更为立体，女性角色更加多元
化，母亲的角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慈母”形
象，展现了女性在不同生活阶段的多面性；其
次，剧情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情感探讨，不仅关
注母女之间的冲突与和解，还深入探讨了女性
自主意识的觉醒，展现了她们在家庭与社会中
的成长与蜕变；此外，剧中的社会文化表达更
加多元，影视剧中的母女关系反映了现代家庭
观念的变化，母女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和开
放，代际之间的理解与包容成为新的主题。

新型母女关系

推动了影视剧结构的变化

　　影视剧对母女关系的多重刻画，不仅反映
了社会观念的变化，也揭示了创作者与观众性
别结构的变化。周才庶说：“随着更多女性创
作者进入影视行业，她们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
的笔触，描绘出母女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同时，女性观众群体的壮大也推动了对母女关
系题材的需求。她们不仅希望在荧幕上看到自
己的影子，更期待通过这些故事找到情感的共
鸣与生活的启示。”
　　例如，《好东西》这部电影中母女之间不
仅有爱，还有平等与尊重。影片通过细腻的情

感刻画，展现了母女之间从误解到理
解、从冲突到和解的过程。母亲
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寻找平衡，
女儿则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逐
渐理解母亲的艰辛。她们的
关系不再是单向的付出与
接受，而是双向的支持与
陪伴。这种平等的对话，
不仅让母女关系更加真
实，也让观众感受到代际
之间的理解与包容。
　　母女关系不只是家庭
关系，它也是一种社会关
系，它会随着社会结构、

人物际遇等因素的变化而变
化，在永恒的母爱与变动的关系之
中可以创作出艺术的张力。周才庶
表示，未来影视剧在呈现母女关
系时，可以探索更多新的主题
和视角，反映当代社会的多样

性和复杂性，也可以深耕中
国传统文化，寻找更多

想象和创构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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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180天重启计划》《好东西》《你好，李焕英》等影视作品，用细腻的笔
触描绘了母女的情感纠葛与成长蜕变。她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慈母孝女”，而
是有血有肉、有矛盾也有温情的真实个体。影视剧中的母女关系，正悄然发生着
变化。从过去的“牺牲与服从”到如今的“理解与共生”，母女之间的故事不再局限
于单一的模式，而是变得更加多元、真实。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观念的变化，
也为观众提供了更多情感共鸣与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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