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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界

继今年年初电视剧《繁花》爆火之后，电视

剧《我的阿勒泰》再一次彰显了文学的力量。值

得注意的是，与以往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不同，

这是近年来首部由散文改编的电视剧，也是央

视综合频道首次播出的网络剧。

李娟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2010 年就已

出版，在文学圈广为人知，这次电视剧的播出让

观众再一次见证了严肃文学的力量。观看电视

剧《我的阿勒泰》，映入眼帘的是自由的风、明媚

的雪、清澈的河水、温暖的阳光，纯情少年、单纯

少女、质朴温暖的母亲和奶奶，悠然自得的牛、

羊、骆驼、野马，静谧迷人的蓝天、草场、白云、雪

线，简单、踏实又生机勃勃的生活，这正是我们

久违了的自然和生活景象，也是我们在节奏加

速、欲望纷乱的社会中失去的过往。

文学的影视改编由来已久，每个时期都有

不少佳作呈现，但基本上限于小说的改编，而散

文这种文体由于其故事性较弱，一般认为不适

合影视改编。然而，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却打

破了这一传统惯例，成功地拓宽了文学影视改

编的界线，为当下时代文学与影视的创作与传

播带来了一股清流，引入了新的艺术经验、创作

路径和精神向度。这部散文集改编电视剧成功

之处有以下三个方面：

准确抓住了文学改编影视的核心要义。对

于文学的影视改编，虽然各种理论观点纷乱，但

有一个“陈见”甚至可以说“偏见”，那就是改编

后的影视作品与原著的内容是否一致、是否“忠

实”于原著。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文学的影视

改编常常顾虑重重，难以大显身手，例如 2010

版本的《红楼梦》，为了与原著保持一致，将剧情

中难以表现的原文段落一字不落地用旁白的形

式读出来，但却损伤甚至割裂了电视剧本身作

为影像声画艺术的完整性。其实，文学改编影

视的要义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忠实”，而是保持

与原著的“精神关联性”，要看原著的内在精神

气质和灵魂神韵有没有在改编后延续下来，而

不是一字一句呆板地“转译”原著。电视剧《我

的阿勒泰》的改编恰恰抓住了这一文学改编的

关键要领，那就是文学改编影视的核心要义与

散文的特点“形散而神不散”不期而遇。该剧成

功改编故事性不强的散文原作的同时又没有失

去原著的气质和神韵，把原著中显得孤寂无边、

空旷辽远的“一个人的阿勒泰”成功地变成了

“每个人的阿勒泰”，为电视剧受众建造了一个

能够寄托精神、抚慰心灵、放逐忧烦而又充满烟

火气息的“世外桃源”。

处理好了雅与俗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文

学的影视改编而言，存在着雅与俗的博弈、调适

与平衡关系。严肃文学自然是阳春白雪，属于

“雅”的范畴，电视剧自诞生之时就是大众艺术，

大致属于“俗”的文化产品范畴。从一部严肃文

学到一部电视剧，恰恰是从“雅”到“俗”的过程，

也是文学作品增加受众、拓展传播范围的过程，

如何处理好这一点，对于一部严肃文学改编剧

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在原著中，对阿勒泰当

地生活的观察、描写和体悟是碎片化、去时间化

的，是随心所欲自然而然的，是一种随遇而安的

澄明与空灵，散文“形散”的艺术特点在李娟的

作品中体现得充分而恰当。但作为一部当下播

出的电视剧，即便其中可以有诗化、散文化的艺

术要素，还是要有很明确的故事线索，否则很难

将观众的注意力聚集起来。电视剧《我的阿勒

泰》对这一问题的处理颇具章法。剧中涉及的

内容和主题原本都可以进行宏大的升华，比如

民族融合，比如个体意志和家族传统的代际矛

盾，比如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变迁，比如传统

风俗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但电视剧却巧妙地采

用了一种柔软而不架空、轻盈而不悬浮、诗意而

不脱离现实的处理方式。不论是张凤侠、李文

秀母女的故事主线，还是李文秀的文学梦与现

实境遇的牵扯纠缠，不论是李文秀和巴太之间

的感情线，还是巴太与父亲之间的冲突与控制

关系，以及巴太嫂子托肯的人生困境与选择，都

在剧中被一种真实、温暖、细腻、真诚、敏锐的

“笔触”表达出来，叙事线条自然流畅、柔和而又

清晰。

整部剧集现实性的内核与轻喜剧的外壳深

度契合，呈现出一种当下少见的“非典型”剧作

特征。不刻意制造人物冲突、不随意设置故事

悬念、不盲目增加故事“爽点”、不强行升华思想

主题，以纯粹、扎实、走心的艺术理念展现了一

幅烟火气息与世外桃源融合、现代文明与自然

传统共生，以及文学作者与影视导演、剧中人物

与剧外观众相互治愈的温暖画卷，在对散文原

著进行大胆艺术改编的同时又深得原著精髓，

完美而自然地诠释了人生意义的思辨、成长主

题的变奏、家庭亲子关系的重置，以及文明形态

的变迁等永恒的艺术主题，这为当下的影视创

作尤其是文学改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方向、路

径与借鉴。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戏剧影视

文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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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集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改编自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由

滕丛丛执导，马伊琍、周依然、于适领衔主演，在央视综合频道和

爱奇艺网络平台同步播出后，仅用两天时间，就冲破全网播放量

千万大关，成为当下最具热度的电视剧话题之一。

该剧在保留原作文学风貌的基础上，融入轻喜剧的表达方

式，通过聚焦小人物的生活，在细腻质朴的慢节奏生活中表达

敬畏自然、找寻真我的主题内涵。通过主人公李文秀的眼睛，

还原了原著作者笔下的阿勒泰风光和人文风情，见证顺天应地

的放牧生活，欣赏四时分明的自然风景，展现阿勒泰质朴的自

然与生活风貌，画面美好又治愈，带给大众视觉和心灵上的双

重洗礼。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鸿评价该剧是带有现实烟火

气的人间“桃源”，“这样走散文化之路的电视剧也能做得如此精

致、澄净、意味细腻，可以看作是创作者和生产传播者具有审美自

觉的一种体现。”

《我的阿勒泰》为散文改编影视剧提供了样本，也推动了“文

学+影视+文旅”的融合发展，借助影视 IP 赋能，提升文旅价值。

——编者

掩映在壮丽的阿尔泰山脉之中的阿勒泰，

宛若洁白的花朵。大自然的眷顾，孕育了风景

秀美的阿勒泰。

观看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是一次找寻内

心宁静的心灵之旅。剧中镜头散文诗化的表达

散发出自然和浪漫的迷人气息。人物和故事、

环境和景物从自然中而来，没有精心搭建的布

景，没有灯光营造的氛围，山川、河流、高山、草

原 、羊 群 、马 匹 都 是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图

卷。在这片广袤、自由而又美丽的土地上，上演

着一个个与亲情、爱情有关的美丽故事。

故事似乎是一场触摸和探索生命的旅程。

周依然饰演的李文秀，是一个边远乡村的文学

青年，她善良、纯真，渴望成为作家。在大城市

中追求文学梦无果的她，最终选择回到阿勒泰，

回到了母亲身边，找寻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另一

种可能。在李文秀的视角下，我们看到了更多

生活在阿勒泰这片土地上的人物形象。

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是生动而又形象的。刚

回到村子里的李文秀，不理解也不接受身边的

一切，她横冲直撞、笨手笨脚地拿着账本去找村

民要账，冤枉了无辜的人，闹了笑话，俨然一副

与这片土地格格不入的样子。直到后来她遇到

了高大英俊的少年巴太、天真可爱的托肯、大方

美丽的库兰、颇具喜剧化的阿要、固执刻板的苏

力坦等，她才开始慢慢感受到了温柔与美好。

渐渐地，她开始和这个地方融为一体，开始去

爱、去生活、去受伤，完成当作家的梦想。马伊

琍饰演的张凤侠，就像这个角色的名字一样，是

一个浑身散发着豪气与侠气的女性。她生性浪

漫，在暴雨来临前跑到河边与彩虹对饮；她敢爱

敢恨，爱的时候愿意为对方付出一切，恨的时候

也与对方势不两立；她柔情大义，尊重当地的风

俗，尊重广阔的天地。于适饰演的哈萨克族青

年巴太，是一个温和的年轻人，在天地之间感受

着现代文明与游牧民族的迥异。巴太的父亲苏

力坦，坚毅挺拔却又固执守旧，在他的观念中，

大儿子去世后，小儿子就应该理所当然地放弃

自己的热爱，回到草原放牧。然而，这个集猎人

精神和大家长作风于一体的角色最终逐渐妥

协。

在导演的视角镜头里，阿勒泰的美，是一种

壮阔的美，更是一种童话般的美。水草丰盈的

夏牧场，远处直入云端的雪山，近处茂密青葱的

森林，广袤草原上成群的牛羊，是一幅动态的美

丽画卷。在草原上，看似渺无人烟，但是走着走

着总会在不经意间看到牧民们的毡房和几间小

木屋，不时地飘来几缕炊烟，映衬在蓝天白云之

下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大全景下的胡杨树与

天边的彩虹，坐在虬枝苍劲的树干上的少男少

女，如此静谧而美好。皎洁月光下巴太徒手掰

开的红苹果，一半给了最爱的马儿，一半给了心

爱的姑娘。站在树下，手捧苹果的姑娘看着巴

太和“踏雪”的第一次磨合，在幽幽的月光下温

柔地笑了。导演通过细致入微的情感刻画，将

观众置身于草原画卷的同时，更将情与景交融，

通过这诗意化的画面带给观众涓涓细流般的情

感体悟。

自然与风俗的融合，细节与态度的追求，带

来新颖的视听感受。巴太和库兰合奏的一曲

《月光》，就像月光一样洒在每个参加舞会的年

轻人身上；吉他和冬不拉的合奏，就像一首情

诗，温暖了在场的每个人。除此以外，剧中对于

声音细节的打磨也是几近极致。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呈现给观众的是阿勒

泰连绵起伏的群山，广袤无垠的草原，丰茂清新

的水草，四处散发着自由的气息，让我不由得联

想到“人生是旷野”这几个字。旷野之旅是传统

与现代的拉扯，是青涩与成熟的较量，是伤害与

被伤害的勇气，是爱、是感受，是追寻生命真谛

的永恒命题。

（作者系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 王 瑞

通过镜头触摸迷人的阿勒泰

阿勒泰的风吹拂过来，仿佛一切都是自由

的，蓬勃而具有生命力的。电视剧《我的阿勒

泰》中的生活，是生活中的一种，也是令人向往

的一种。

导演将画面置于北疆的原野，用明艳的色

彩和抚慰心灵的对白，将李娟文本中的灵性和

清透之美跃于荧屏之上，展现出阿勒泰地区丰

富多元的自然景观和生机勃勃的生命气象。全

新视听呈现北疆的风土人情，在质朴自然的日

常中传递真挚的情感。看完全剧，能够体会到

那种快乐、治愈、沉静的美好。

原著作者李娟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长大，与

富有灵性的冰雪湖泊和山川原野为伴，使得原

著《我的阿勒泰》富有生活的肌理和质感，同时

不乏自得其乐的幽默感。同样，剧中人物角色

塑造得十分饱满，呈现出从容的可爱。在张凤

侠和李文秀母女的生活中，时不时会出现一些

小幽默，李文秀几次因为不善处理人际关系闹

得尴尬，张凤侠则用幽默的为人处世方法化解

矛盾，让观众获取轻松愉悦的同时又有些许的

感触。虽然剧中许多故事都是生活中的小事

甚至琐事，但却显得十分纯真、细小、有趣。导

演滕丛丛曾表示：“广袤的中国土地上有各式

各样的故事发生，有很多精彩的题材可以去开

发，这是创作者应有的责任和担当。”我们需要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故事，需要这种守望相助

的珍贵情感。风格质朴清新的文艺作品，鲜活

饱满的人物形象，生活气息浓郁的影像表达，

是值得人们去欣赏和期待的。

青 年 李 文 秀 是 作 家 李 娟 的 原 型 ，她 怀 揣

着 作 家 梦 ，因 在 城 里 打 工 却 屡 屡 碰 壁 而 回 到

阿 勒 泰 。 当 她 重 新 审 视 这 片 土 地 时 ，似 乎 发

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阿勒泰，在这段日子里，

她 明 白 了 这 里 的 草 是 有 湿 度 的 、雪 山 是 有 威

严的严的、、水是有灵气的水是有灵气的，，人都是鲜活灵动而质朴人都是鲜活灵动而质朴

的的。。

在剧中在剧中，，当地牧民在广袤的天地随着季节当地牧民在广袤的天地随着季节

游转游转，，身上有种质朴又坚毅的精神身上有种质朴又坚毅的精神，，总是带着希总是带着希

望一次次前行望一次次前行。。值得一提的是李文秀和巴太之值得一提的是李文秀和巴太之

间的情感间的情感，，当鲜衣怒马少年郎遇到小卖部的姑当鲜衣怒马少年郎遇到小卖部的姑

娘娘，，恬淡恬淡、、朦胧而美好朦胧而美好。。

跟随电视剧的镜头跟随电视剧的镜头，，我们仿佛瞬间远离了我们仿佛瞬间远离了

都市的喧闹都市的喧闹，，步入了那自由宽广的草原步入了那自由宽广的草原、、寂静美寂静美

丽的雪山丽的雪山，，会面一个未曾见过的世界会面一个未曾见过的世界。。辽阔的辽阔的

草原草原、、茫茫的雪山茫茫的雪山、、草原的牧民和秩序的生活草原的牧民和秩序的生活，，

这些李娟笔下的描述和美丽的风土人情在剧中这些李娟笔下的描述和美丽的风土人情在剧中

得到了具象化的呈现得到了具象化的呈现。。

世界温暖世界温暖，，生活明亮生活明亮。。电视剧电视剧《《我的阿勒我的阿勒

泰泰》》以真实的生活为素材以真实的生活为素材，，用真诚打动了观众用真诚打动了观众；；

用诗一样的画面用诗一样的画面，，体现了大自然的秀丽体现了大自然的秀丽，，也传递也传递

出生活的静谧之美出生活的静谧之美。。

□ 黄伟兴

生活气息浓郁的视听表达

本版图片均为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