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和影视分工清晰又彼
此依存

每 有 文 学 改 编 的 热 门 影 视 作 品

出现，都伴随着一波文学与影视关系

的讨论和争议，尽管文学的影视改编

质量参差不齐，但无论如何，文学改

编影视的热潮持续不断却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近年来由文学作品改编

的影视作品有增无减，如电视剧《装

台》《人世间》《繁花》《三体》，电影《封

神 第 一 部 ：朝 歌 风 云》《流 浪 地 球 2》

《涉过愤怒的海》《河边的错误》，以及

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长安十

二 时 辰》《庆 余 年》系 列 、《隐 秘 的 角

落》《风起洛阳》《风起陇西》《梦华录》

等，这些作品在收获较高口碑和收视

票房成绩的同时也不断引发文学改

编影视问题的思考。

今年年初，改编自金宇澄同名小

说的电视剧《繁花》在收视层面获得成

功。成功的根本原因是金宇澄的小说

质量过硬？是王家卫导演的光环耀

眼？还是一众演员的表演精彩？可能

都有，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其满

足了短视频时代大众的观看习惯和情

绪价值，文学作品在此似乎仅仅是影

视创作的一个进入契机而已。但电视

剧《人世间》的成功恰恰在于其承继了

梁晓声同名原著扎实的现实主义精

神，并在电视剧中将其进行了更加“温

情化”的处理，文学的价值在此剧中得

以彰显而且清晰。近日热播的《我的阿

勒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部由散文

改编的电视剧。散文这种文体由于其

故事性较弱，一般认为并不适合于影视

改编。然而，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却打

破了这一传统惯例，为当下文学与影视

的创作及传播引入了新的艺术路径和

精神向度。

在电影方面，电影《封神第一部：

朝歌风云》的成功，除了其影片制作

质量优良之外，编创者对《封神演义》

这部古典通俗小说进行的文学细化

与升级更是功不可没。电影《流浪地

球 2》改编自同名科幻小说，这部电影

在商业上的成功本质上是中国电影

工业美学的进步，其传统意义上的文

学性在电影中并没有很显著的体现。

相比之下，网络文学的影视改编

争议要小得多。与传统严肃文学的

改编不同，网络文学的改编比传统严

肃文学的改编更早地实现了“产业成

熟”。文学与影视在网络文学的影视

改编中形成了“美学共同体”的同构

关系，这种关系始于产业利益，在当

下 毫 无 疑 问 地 成 了 影 视 改 编 的 主

流。无论是古装类的《琅琊榜》《庆余

年》《长安十二时辰》，还是现实主义

的《隐秘的角落》《白夜追凶》《无证之

罪》等的成功都说明了在当下时代，

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在网络文学改编

中已经进入了难分彼此的阶段，文学

提供的是扎实精彩的故事，影视需要

做好的则是对故事的精准呈现和影

像上的优良制作，文学和影视两者分

工清晰但又彼此依存。

契合时代的表达方式是成
功的关键

在 早 期 影 视 的 艺 术 本 体 地 位 尚

未成熟之时，影视利用文学的先发优

势获取“母本”资源似乎容易理解，但

是在当下，从艺术本体到产业市场化

都相对成熟的情况下，影视仍然如此

青睐于对文学的改编，本身就是一个

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种积极的观点认为，文学的影

视化乃至短视频化是文学发展的必

然趋势，作为文学创作者就应该顺应

这种历史潮流，按照影视化的思路进

行创作，从而拓展文学的边界，让文

学跟上时代的步伐。另一种保守的

观点则认为，文学和影视本质上是两

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应该各自坚持自

己的艺术主张，不应该为了彼此适应

而相互让步。

在这两种观点之下，产生了对于

文学影视改编截然不同的两种评判标

准。一种标准是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

应该以原著的形式和内容为基本遵

循，不得轻易改造。另一种则认为文

学原著只是影视作品的一个创作资

源，可以随意利用和改造。以上两类

观点和评判标准如果站在文学或是影

视某一个学科专业的角度，或者某种

文化立场上看的话，其实都有一定合

理性，但是如果在更宽阔的视野来看，

似乎又都有种“单向度”式的武断，都

不能完美地解释文学改编影视实践中

的诸多现象。比如当一部优秀的文学

作品被改编成一部很糟糕的影视作品

时，我们可能会认为是改编者没有把

握好原著的精神，那么当一部二流甚

至三流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一部优秀

的影视作品时，这种解释就会失效。

再比如，一部亦步亦趋地“转译”文学

原著的影视作品很可能口碑并不高，

而一部将名著改编得“面目全非”的作

品也有可能被历史证明是佳作甚至经

典。因此，没必要纠结于文学与影视

孰高孰低，也不必执着于改编作品对

原著的“忠实度”，而是有必要寻找一

种更加合理有效的认识角度，这种认

识应该基于文学和影视的共同发展进

步，以及在主流价值、艺术价值和大众

需要之间的一个共同认识。

首先可以确认的是，文学尤其是那

些经典文学作品，它们被影视化之后毫

无疑问扩大了影响力，这对于文学经典

的传播肯定有巨大的意义。其次，好的

影视改编也有助于受众更好地理解文

学经典。再次，对于当代的文学作品，

影视化改编是其获得大众接受、认可、

称赞的有效路径，在此基础之上这些文

学作品的“经典化”筛选才得以成为可

能。比如金庸的小说作为通俗文学在

被影视化改编之前其读者已然不少，但

更多的受众也是通过影视改编才认识

了金庸的作品，影视中那些具象化的作

品人物形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让受众

失去了阅读原著时的多元化想象，但却

在现实层面获得了更多受众的了解和支

持。也正是大众的广泛认可，才让主流

文学界开始认真审视金庸小说的文学意

义和文化价值。可以说，金庸小说能够

被主流文学界接纳以及不断被推崇，很

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影视改编。

在当下，人们接受信息和娱乐消

费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就

连影视作品的观看都变成了“倍速”

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

解电视剧《繁花》的成功原因。小说

《繁花》曾获茅盾文学奖，因此其文学

性有很大保障，而导演王家卫在电影

界成名多年，拥趸无数、光环耀眼、风

格鲜明。播出平台方面，央视电视剧

频道和腾讯视频又分别代表了主流

媒体和民间资本的双重加持。因此

《繁花》的改编可谓“多强”联手，势不

可挡。然而，笔者认为王家卫在剧中

坚持了他一贯的语言和画面风格，虽

然这种风格在电影中并不突兀，但在

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中，这样的风格

会让习惯传统电视剧风格的观众感

到不适，画风昏暗、语言去日常化、故

事线索凌乱、情绪过度，这些问题中

的任何一个都可能会让人在观看几

集后选择“弃剧”。优秀的文学原著、

大牌导演、重量级平台的加持是一部

影视作品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

条件，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

的口碑失利早已证明了这一点。然

而电视剧《繁花》却意外地火了，金宇

澄的小说《繁花》也因此再度成为热

门作品。这部电视剧之所以成功，是

因为它无意间契合了短视频式碎片

化节奏：突然的情绪推送、连续的金

句片段，以及一幅幅让人忍不住凝视

的唯美画面。当人们刷短视频时《繁

花》的“流量”价值便立时凸显。不论

文学还是影视，能否将自己融入时代

的表达方式，正是一部作品成功的关

键密钥。抓住了时代的表达方式，也

就踩准了时代情绪共振的频率。

文学的影视化改编是“超文
化”的表征

文学的影视改编中有一个经久不

衰的话题，就是文学的影视改编究竟

是拓展了文学的边界，还是消解了文

学的边界？这一问题的逻辑起点在

于：文学是有边界的。文学的边界虽

然会发生变化，但在传统的文学理论

家看来，这种变化虽然在历史上会有

漫长而持续的演变，但是在相对较长

的时间内还是应该保持一种稳定和清

晰的状态。这一问题的积极向度在于

文学的影视化改编能够让文学走出固

有的文字符号王国，以更丰富、更立

体、更多姿的形象面向受众、面向时

代，从而加强文学和时代、生活的关

系。这一问题的消极向度在于过度的

影视化改编让文学和影视的生产关系

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文学被迫进行“美

学让渡”，文学的边界逐渐被消解。对

于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在实践层面并

不存在“能不能”改编的理论问题，只

存在“该不该”改编以及怎样改编的技

术性问题，也就是说，文学的改编从一

个艺术讨论范畴进入到一个文化学以

及产业经济学范畴。

实 践 层 面 的 这 种 文 学 影 视 化 改

编，自然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文

学与影视作品似乎不断“同质化”，且

不谈那些网络文学 IP 的产业化创作，

传统严肃文学领域的影视化创作倾向

其实也早已有之，为影视改编而创作

成了很多作家的选择。那么，文学是

否会在这种潮流中“迷失”自我？其

实，当下文学的这种发展趋势或者说

倾向正好代表了当今文化整体的趋势

和特点，今天的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

“结构性缠结”的文化，单一的“有机同

质体”早已不复存在，边界、限制、接缝

统统被去除后形成了一种“超文化”，

这种“超文化”不是由清晰的边界划定

范围，而是由“链接”和“联网”组成。

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影视化改编热

潮只是这种“超文化”的表征之一。

对 于 具 体 的 文 学 和 影 视 两 类 艺

术形式而言，它们在当下时代的发展

与进步，是两个主体间的共在，是自

我 主 体 与 对 象 主 体 间 的 交 往 和 对

话。当下时代所有的文化内容都可

以说被纳入了“超文化”的范畴，所以

问题不在于文学如何对待影视甚至

短视频的影响，也不在于影视如何对

待文学的问题，而是它们在被编入这

个时代“超文化”大网的一个链接和

节点之时如何保持主体间的“共在”

问题。这种“共在”是强调文学与影

视二者之间彼此相关、相互依存，但

又各自独立、各领风骚。因此，重要

的并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

视后和文学原著有没有关系，而是双

方有没有在此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双

向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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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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玫瑰的故事》近日在央视

电视剧频道播出，刘亦菲、佟大为、彭冠

英在剧中出演的人物各具看点。

《玫瑰的故事》改编自作家亦舒的

同名小说。电视剧对原著进行了新颖

的改编。

剧 中 ，出 生 于 书 香 世 家 的 黄 亦 玫

一 路 在 呵 护 中 长 大 ，从 小 便 展 露 出 艺

术 天 赋 。 初 入 职 场 ，黄 亦 玫 凭 借 自 己

的热情与应变能力，不仅受到重用，也

与合作伙伴庄国栋相识相爱。随着剧

情 的 发 展 ，剧 中 用“ 双 视 角”呈 现 女 主

角黄亦玫与庄国栋互相暗恋与试探表

达，展现出丰富的情感层次。

这几年，《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

等亦舒作品频频被搬上荧屏，与原著不

同的是，改编者们会赋予作品更具时代

感的视角。《我的前半生》契合了时代风

潮，主角罗子君从一个家庭主妇，到历

经风雨后，“推开”象征着情感依恋、事

业生活依赖的贺涵，表现了主人公的成

长。《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等电视剧

的播出也引发了关于如何界定独立女

性的讨论与思考。

《玫瑰的故事》剧情开篇一幕就是

黄亦玫哥哥的同事周士辉与相恋 7 年的

女 友 芝 芝 悔 婚 ，只 为 获 得 黄 亦 玫 的 芳

心。面对周士辉的表白与芝芝的责难，

黄亦玫直白说明并不喜欢周士辉。面

对母亲的迁怒与哥哥的权宜之计，黄亦

玫依然坚持自我，并规劝芝芝不要被负

心男辜负一辈子……这种不畏世俗眼

光、不带丝毫造作的做法，引发了观众

热议。

《玫 瑰 的 故 事》以 黄 亦 玫 跨 越 二

十 余 年 的 成 长 故 事 和 情 感 心 路 为 主

线 ，围 绕 其 事 业 、爱 情 、家 庭 展 开 ，展

现 女 主 角 在 追 求 精 神 自 由 、人 格 独 立

与 爱 情 美 满 的 道 路 上 所 发 生 的 故 事 ，

这 是 一 部 讲 述 在 不 同 年 龄 阶 段 、不 同

情 感 关 系 中 淬 炼 成 长 、探 寻 自 我 价 值

的作品。

剧中，庄国栋作为黄亦玫的初恋，

因个人原因放弃爱情；方协文与黄亦玫

虽步入婚姻，却因价值观差异离婚；傅

家 明 与 黄 亦 玫 心 灵 契 合 ，却 因 病 痛 分

离 ；何 西 则 为 黄 亦 玫 带 来 新 的 情 感 篇

章。这四段感情从花季年华到不惑之

年，展示了黄亦玫在不同生命阶段的遭

遇与成长，故事主线聚焦于主角人物展

开自我探索的过程，塑造了一个荧屏上

不多见的角色。

从 自 我 觉 醒 到 自 我 探 索 ，不 同 作

品 中 女 性 角 色 的 成 长 与 追 求 ，随 时 代

发 生 着 变 化 。 通 过 荧 屏“ 亦 舒 女 郎 ”

的 变 迁 ，可 以 看 到 不 同 时 期 社 会 观 念

的 变 化 ，不 得 不 说 ，这 也 是 一 种 时 代

进 步 的 表 达 与 当 下 都 市 人 群 内 心 追

求的写照。

□ 邱 伟

《玫瑰的故事》绽放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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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

省 广 播 电 视 局 指 导 ，定 西 市 委 宣 传

部、定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

室等单位创制的六集系列广播剧《陇

上花开》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定西

人民广播电台同步播出。该剧以定

西市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为题材，用讲

故事的形式，全方位、多视角展示当

地传统文化、风土人情、美丽山川等

自然人文资源，穿插讲述特色产业、

生态建设、引洮工程等助推乡村振兴

和事关民生福祉的重大工程建设情

况，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定西人民在文

明实践、移风易俗、志愿服务等方面

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

该剧由《老刘家的传家宝》《请叫

我 文 明 实 践 志 愿 者》《道 德 的 力 量》

《心中的暖流》等 6 集组成。

（甘肃省广播电视局宣传管理处

供稿）

《陇上花开》播出

电视剧《乘风踏浪》讲述了彭锦

西夫妇借改革开放东风艰苦创业的

故事。该剧的整体创作类型是年代

剧，但没有像常规年代叙事那样着重

描摹大开大合的时代风浪和命运起

伏，而是突出烟火日常里普通人的坚

定不移和勇往直前。它有着创业剧

的 外 壳 ，但 没 有 套 用 既 有 的 创 业 模

式，而是把时代与社会变迁浓缩在几

个家庭中，展现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转型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给普

通人生活、情感、观念等带来的激荡

与改变。

故事从 1978 年夏末的一个凌晨

讲起——天还未亮，彭锦西就带着两

个兄弟出门卖干豆腐。此时，一束车

灯发出的亮光划破了凌晨的黑暗，照

亮了他们前行的路。象征性的场面，

拉开了这部表现平凡人在大时代激

流勇进的作品序幕。全剧的叙事结

束于兴城古城墙上彭锦西一家三口

的温馨场面和彭家的大团聚，让横跨

十余年的创业故事最终落在了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上。

《乘风踏浪》从家庭视角书写创

业，以创业的过程展现改革开放进程

对于普通家庭的意义，在家庭伦理叙

事与创业叙事的结合上进行了创新的

尝试。从彭锦西决定迈出第一步，成

为兴城第一个从事个体经济的人，到

成为第一个万元户，跻身当地有名的

泳装厂负责人，成为泳装行业的领头

羊，再到一个民族品牌的创立者……

他事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每一次转

型都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情感以

及生活化的场景有着密切的关联。此

外，创业过程中从原材料、资金、厂房、

劳动力到产、供、销的各个细小环节，

也作为情节上一个个重要支撑节点，

牵连着儿女情长、家长里短、人情冷

暖。特别是剧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不断产生的新阻力，不断牵扯出的新

矛盾，最终都落在了人与人的关系层

面。这就让一部有着创业情节框架的

作品，融进了中国式的家庭和普通中

国人的情感生活。

家庭叙事之外，《乘风踏浪》还是

一部带有浓郁喜剧风格的作品，其基

础建立在地域特色鲜明的语言运用

与扑面而来的生活场景上。剧中不

少喜剧场面自家庭生发，来自家庭内

部 成 员 、家 庭 成 员 与 熟 人 之 间 的 斗

气、斗嘴，但情境和矛盾的设计比较

巧妙，不是纯粹地制造笑料，而是让

观众在“会心的笑”里，从生活化的小

摩擦、小误会、小和解中，感受到人与

人之间的真情流露。

□ 徐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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