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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气质一树“繁花”

在今年严肃文学影视改编
作品名单上，还有根据徐则臣同
名小说改编的《北上》，原著小说
曾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剧集以
小人物视角、烟火味人生，讲述
大运河在新时代的华丽蜕变；再
现中国当代金融改革的《城中之
城》，它根据滕肖澜同名小说改
编，由白宇帆、于和伟等主演；央
视将推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改编剧《主角》，聚焦秦腔名伶忆
秦娥半个世纪的兴衰际遇，讲述
传统文化传承故事；根据阿来获
茅盾文学奖小说《尘埃落定》改
编的电视剧，今年开机并将在央
视播出。

要说去年的“剧王”，根据第
十届茅奖作品改编的《人世间》
当仁不让。剧集《人世间》播出
后，创下了央视近5年电视剧平均
收视新高，备受观众和业内的认
可。在剧外，作家梁晓声原作大
卖，成为优秀文学作品被改编为
精品好剧的又一成功案例。

除了《人世间》广受好评，根
据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还
有评论度很高的《河边的错误》

《平原上的摩西》《三体》，以及根
据东西的茅奖作品改编的电视
剧《回响》等。这个趋势，从去年上
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的最佳电
视剧也能窥见一斑，入围的大部分
是根据影响力较大的小说改编的
剧集，如《三体》《人生之路》《幸福
到万家》《人世间》《乔家的儿女》

《开端》等，这些剧集都秉承内容
为王的原则，剧本文学性有较高
的标准。这些作品以厚重的内涵
给予观众深刻的情感震荡，长尾
效应极其显著，可见，由严肃文
学获奖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已经
被视为“爆款预定”。

回首往昔，早在IP的概念还
未流行的年代，严肃文学凭借着

自身优越的艺术价值，一直是影
视作品最重要的“源头活水”，像

《芙蓉镇》《钟鼓楼》《平凡的世
界》《白鹿原》等著名小说都曾被
改编为影视作品。

随后，网络文学逐渐成为影视
改编的主流，曾几何时，有不少作
者认为严肃文学作品改编影视剧
远不如网络流行小说受欢迎。然
而，一些古装、玄幻、甜宠、仙侠类
题材作品，因为“悬浮感重”“不接
地气”受到观众的批评。

尽管从数量来说，“网文IP”
依旧是改编影视作品的重要来
源，但近年来，大IP、流量剧热潮
有所降温，现实主义风格影视剧
的市场正在回暖，不论是在电视
剧领域还是在电影领域，严肃文
学改编题材所具有的精神内涵
和人文情怀，它的现实性和同理
心，以及焕发出的艺术魅力都让
人无法忽视。《大江大河》《人世
间》《三体》《繁花》等现象级作品
的涌现，证明严肃文学作品在审
美和现实性上更具有实力，更具
有打造“梦工厂”的潜能。

一大批由严肃文学改编而
成的电视剧作品正在路上。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待播的重点剧集
包括根据孙甘露小说改编的《千
里江山图》，根据梁晓声小说改
编的《黄卡》，根据葛亮小说改编
的《燕食记》，根据熊召政小说改

编的《风禾尽起张居正》，以及根
据马伯庸小说改编的《长安的荔
枝》等。此外，王蒙的《这边风
景》、苏童的《黄雀记》、贾平凹的

《秦腔》、李洱的《应物兄》等小
说，也都提上了影视化日程。严
肃文学的改编呈现出一树“繁
花”的绚丽景象。

文学之美不会“过气”

“文学之美”是影视作品生
命力的重要支撑，作为艺术精
品，严肃文学在一段时间内的社
会影响力可能有所下降，却永远
不会“过气”。经得起时间和读者
考验的文学作品，始终是影视创
作灵感的不竭源泉。

近年来，严肃文学作品为影
视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相较
于“同质化”“套路化”的网文IP、
快餐式的短视频，严肃文学更能
给观众带来思考的方向。

经典的文艺作品一直有改
编成影视作品的传统，很多被改
编为影视剧的原著小说，都曾获
得过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
奖等在内的严肃文学奖项，说明
作品已经得到了文学界的认可，
其思想的深刻性、表现形式的艺
术性、故事框架的丰满、人物关
系等都经得起探究，反映了比较
强烈的时代性和现实意义，拥有

网络通俗文学无法比拟的穿透
力。去年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
五部获奖作品，目前早已被影视
界锁定，或已影视化，或已与观
众见面。有统计表明，茅盾文学
奖的获奖作品中，有三分之一已
被改编或正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严肃文学作品尤其是获奖
作品的知名度，会让影视作品具
有不可比拟的宣传优势，由于具
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和符号价值，
由其改编的影视作品往往未播
先火，吸引一众粉丝，并在播出
上映期间引发公众对不同版本
改编之作的讨论。多年来，像《平
凡的世界》《白鹿原》《推拿》《装
台》等影视剧作既叫座又叫好，
它们都真诚地继承了原著的现
实主义风格，或细腻或粗粝，或
坚硬或温热，触动生活的真实肌
理，感动着人心，闪耀着理想主
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芒。

苏童曾说，影视和文学一直
处于热烈的“情感依恋”之中。不
过，严肃文学的影视改编一直是
一件“受累不讨好”的事，文学作
品和电影毕竟属于不同的艺术
范畴，既要传承文学经典的精
髓，又要适应当下观众的需求，
如何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推陈
出新，对创作者来说难度很大。

有业内专家坦言，严肃文学
与非严肃文学之间并无截然的

界限，从具体作品来看，某些严
肃文学作品同样具备大众文化
的潜能，而这些作品是最容易被
改编成优秀影视作品的；另一些
严肃文学作品则可以借用其中
某些宜于市场接受的点进行改
编，才有可能拍出叫好与叫座兼
具的影视剧。

审美的迭代升级、对优质内
容的强烈渴求，催生了新一轮的
文学改编热，也催生出重要的创
作风口。严肃文学“进军”影视界
已然成为一股强劲的力量，经久
不衰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影视界人士，将文字里的故事进
行视觉化创作。据悉，很多作品
书还没有出版，影视改编权已经
卖出去了。一番风水轮流转，这
一波“泼天的富贵”回归到了严
肃文学。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批像
王家卫一样的电影导演跨界荧
屏，用独到的电影语言对文学进
行剧集改编，如冯小刚的《回
响》，路阳的《天启异闻录》，张大
磊的《平原上的摩西》等，文学原
著与电影导演的强力联手，成为
电视剧行业的一股清流。看来，
只有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
把握大众审美体验的变化，在时
代语境中构建独特的艺术手法
和创意，才能彰显严肃文学永恒
的生命力。

从《人世间》《三体》到《繁花》

严肃文学成优质影视的源头活水

弹文絮娱
每年“开年档”往往都是口碑爆款剧

喷发的高峰档期。今年开年大剧已交上
亮眼的成绩单，根据金宇澄的长篇小说
改编的电视剧《繁花》成为爆款代表，展
现了严肃文学影视化的价值，引发全民
热议。此外，有原著小说在先的口碑剧集

《三大队》、改编自阿耐原著小说的剧集
《大江大河3》也成为近期热播之作。放眼
望去，严肃文学影视化的趋势非常鲜明，
现实主义风格的年代剧将持续成为影视
剧探索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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