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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

5月7日晚，由马伊琍、周依
然、于适主演的电视剧《我的阿勒
泰》正式播出，反响热烈。《我的阿
勒泰》改编自李娟同名散文集，是
难得一见的由散文改编的影视作
品，也是首部入围戛纳电视剧节
主竞赛的长篇华语剧集。

2010年，《我的阿勒泰》首次
出版，它成为李娟“阿勒泰”系列
的代表作，也成为她再版次数最
多的散文集，截至目前，已再版超
过4次，发行近百万册。在李娟细
腻的文字中，读者可以看到阿克
哈拉村的第一场烟花、夏牧场上
鼓胀的帐篷和奇多的雨水、热闹
非凡的乡村舞会与弹唱会……这
里有生命的痕迹，有日常的闪
光，有现实的苦寂，也有纯真的
传说。

实际上，相比小说，散文没
有明确的故事线、人物关系和戏
剧冲突，同时还要尽量保持原著
的质感和风格，因此影视化难度
较大。从《我的阿勒泰》已播出的
前三集剧情中可以看出，散文诗
意的气息和元素得以保留：旷野
中的苍茫景象、杂货铺里的“小
鸟”牌香烟、牧业大队经过时被
疯抢的裤子、水汽交织歌声的大
澡堂、妈妈走在大街上格外引人
注目的充电式话机、会齐声呼喊

“白娘子”的孩子……明亮纯粹
的生命力穿透影像，阿勒泰的鲜
活和旷远，被描绘得让人心驰神
往。

故事性

由散文改编为影视作品，《我
的阿勒泰》并不是个例。此前，国
内不少优秀的散文作品曾被改编
成影视作品，如电影《边城》改编
自沈从文的散文，《八月未央》改
编自严歌苓的同名散文，电影《永
生羊》根据新疆作家叶尔克西·胡
尔曼别克的同名散文改编而成。

在文学影视化的过程中，更
多影视创作者将目光投向了小说
及纪实文学。整体而言，影视改编
倾向于挑选故事性强的小说作
品，但也不是每一部小说都适合
被改编。将人物置于一定的社会
历史背景和现实生活环境中，侧
重表现人物命运跌宕起伏的小
说，比较符合影视改编挑选资源
的标准。与之相比，散文化、诗意
化的小说，往往因为故事性不够
强或社会背景、生活环境不够具
体，而缺少影视改编的机会。比
如，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
传》都属经典作品，虽然前者被改
编成了评剧电视剧，后者被改编
成连环画，但是都没有引起大的
反响。萧红小说散文化的笔法导
致文本故事缺乏连贯性，给影视
改编制造了难度。

余华早期的先锋小说在中国
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却鲜有作品被改编。余华放弃
先锋写作后，创作了《活着》和《许
三观卖血记》，这两部作品可谓制
造了影视改编的“轰动效应”。电
影版的《活着》由张艺谋执导，葛
优、巩俐主演，著名导演加知名演
员的“规格”，显示了原著小说的
影视改编价值，主人公福贵的经
历大起大落，充满了戏剧色彩。小
说《许三观卖血记》凭借精彩的故
事“漂洋过海”，被改编成了韩版
电影，成为影视剧跨文化语境改
编较为成功的案例。余华小说的

“触屏”经历，充分显示了作品的
故事性对影视改编的重要。

根基

在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的发
展历程中，严肃文学占有最为重
要的位置。这得益于严肃文学的
两点优势，第一是严肃文学具有
浓厚的现实主义底蕴，彰显时代
精神，为影视剧提供了丰厚的题
材和精神内核滋养。第二是大多
数严肃文学作品具备好的故事架
构，人物形象鲜明，为改编提供了
扎实厚重的文本基础。

张艺谋曾表示，“仔细看中国
电影这些年的发展，会发现好电
影几乎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可
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严
肃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为影视改
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而影视改
编拓展了文学作品的生存途径，
二者之间一直维持着良好的互动
关系。

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
中的诸多经典之作，大多通过影
视改编的方式呈现于银幕，有些
借助影视改编提升了影响力，焕
发了第二次生命力。以《红楼梦》
为代表的四大名著以及《聊斋志

异》等古代小说，皆被改编成了影
视作品，剧中的演员形象及故事
情节镌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
中，成就了诸多银幕荧屏经典。改
编自柯蓝散文《深谷回声》的电影

《黄土地》，改编自刘恒小说《伏羲
伏羲》的电影《菊豆》，改编自苏童
小说《妻妾成群》的电影《大红灯
笼高高挂》，改编自陈源斌小说

《万家诉讼》的电影《秋菊打官
司》，改编自莫言同名小说的电影

《红高粱》等，都是从文学到影视
的佳作。

影视改编文学作品的过程，
不单纯是对文学作品的呈现，也
包含着对文学作品的改造和重
塑。口碑大剧《人世间》的同名长
篇小说是2019年第十届茅盾文学
奖的获奖作品，原著小说内容扎
根于现实，深度还原真实的时代
样貌，是一部充满真挚情感的现
实主义力作。相比原著小说朴实、
平稳的精彩叙事，电视剧呈现更
多的是张弛有度的戏剧冲突，忠
于原著的同时也会合理作出取
舍，大胆构思人物和重构剧情，呈
现出高密度的剧情看点。原著精
彩，影视化改编的作品也同样令
人惊喜，剧集《人世间》不是靠强
情节推动，而是以生活的点滴来

打动人心，这就需要大量的细节
铺垫，需要温暖的底色，需要用每
一句台词、每一帧画面来吸引观
众，通过艺术化的手法真实还原
人物及其所在环境，从而唤醒观
众的集体记忆，引发观众的情感
共鸣。《人世间》的成功不仅体现
了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厚度、内
涵，还让观众看到了纯文学作品
的魅力。

“富矿”

随着《大江大河》《琅琊榜》
《都挺好》《庆余年》等影视佳作取
得良好反响，网络文学凭借悬念
丛生的故事、天马行空的想象以
及庞大的粉丝群体，成为影视改
编资源中的一匹黑马。穿越类、玄
幻类、宫斗类、言情类、都市类网
络小说纷纷被改编，造就了新世
纪以来网络小说影视改编的热
潮，《步步惊心》《甄嬛传》《何以笙
箫默》等借助影视“声名大噪”，这
些作品的影视剧知名度超过了网
络小说文本的知名度，网络文学
正在成为影视改编的“新宠”。

其中，“盗墓笔记”“鬼吹灯”
等玄幻系列知名IP尤受青睐。鬼
吹灯系列的影视改编，自2015年

电影《寻龙诀》便拉开了帷幕，至
今已有9年。9年来，这一系列影视
类型多点开花，集结了孔笙、管
虎、费振翔等知名导演，正午阳光
等知名影视公司也为其投石问
路，收获了一批核心受众。而盗墓
笔记系列同样以其独特的探险故
事，俘获了无数读者的心。随着影
视化改编的浪潮，这一系列小说
被搬上了大银幕和小荧屏，衍生
出了众多电影和电视剧作品，热
度居高不下。

悬疑题材的小说同样受到影
视改编的青睐，如《长安十二时
辰》《叛逆者》《风起陇西》等剧，也
以精致独到的艺术审美广受好
评。现实题材也吸引了大量观众
的关注，如阿耐创作的网络小说

《大江东去》《都挺好》《欢乐颂》
等，其影视化作品给原著带来了
更高的知名度，成为家喻户晓的
知名IP，甚至版权远销海外。

不过，“流量快餐”的红利并
不持久，网络文学改编剧极易落
入故事同质化、人物模式化、过度
娱乐化的窠臼，优秀的严肃文学
改编作品能洞悉人性、洞察社会，
历经时代考验后仍具有独特价值
和现实意义，依然具有不可替代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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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自作家
李娟同名散文作
品的迷你剧《我
的阿勒泰》日前
播出，辽阔诗意
的美学风格引发
观众热烈讨论，
也再次将文学作
品影视化这一话
题推至眼前。事
实上，业界关于
文学作品影视化
的探索一直未曾
停歇，从四大名
著等古典文学，
到风靡大江南北
的《四世同堂》

《围城》等现代经
典作品，再到题
材新颖、受众广
泛的网络文学，
文学改编成就了
许多热门影视作
品，而成功“出
圈”的影视作品
同样反哺了文学
的创作和传播。


	A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