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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文学影视改编

从一本好书到一部好剧：

精彩光影续写书香传奇
□李明毫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阅读使我们尊重知识、增长见识、提高修养、内心安宁。现在，越来越多的文学改编剧集实现了对原著的反哺，

带来原著的大卖，进而推动阅读者群体和文学爱好者群体的扩张，推动文学创作的繁荣。

事实上，从电视剧诞生之日起，文学就是其重要的故事来源。1958年，我国播出的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就改编自《新观察》杂

志上刊登的同名短篇小说。其后近70年的漫长时间里，从古典四大名著到现当代经典文学作品，再到年轻人喜爱的网络小说，文学改编而成

的剧集不断掀起收视热潮，显示出文学剧集互鉴交融碰撞出的强大动能。

近几年，从书中走出的优秀剧集备
受关注，文字更密集地与影像对话，也
因之结出了累累硕果。

2024 年 9 月 21 日，新一届我国电
视剧领域的最高政府奖“飞天奖”颁
出，16 部“优秀电视剧”获奖作品
中，有《人世间》《三体》《繁花》《父
辈的荣耀》《风吹半夏》《警察荣誉》等
9部出自文学改编。其中，由于题材的
稀缺性，《三体》收到了更多赞誉。

《三体》由我国科幻作家刘慈欣获
得“雨果奖”的同名小说改编，主创团
队充分运用实景拍摄、特效动画等多种
方式，让原著中超越想象力边界的诸多
场景得到精准还原，成为少有的中国人
主导、影响全球的科幻作品。其成功除
了制作上的用心之外，首先应归功于原
著提供的优质科幻内核，“人列计算
机”“古筝行动”等名场面都有扎实物
理学支撑。同时，剧集浓墨重彩地聚焦
于外星文明与地球之间的接触，探讨文
明的发展、自我毁灭和拯救，这种来自
原著的深邃的人类忧思，极易引发观众
的深层共鸣。反观 2024 年推出的奈飞
版《三体》则因“魔改”而备受争议，
未能被观众接受。

《父辈的荣耀》《警察荣誉》 的成
功，也与它们延续了原著的个性密切相
关。《父辈的荣耀》改编自阿耐的同名
小说，作品写东北三代林业工人的生
活，将时代叙事、行业故事与家庭趣事
巧妙结合，对类型剧综合与叠加的表现
手法的运用，让家国同构，反映出生态
文明建设的时代潮流。《警察荣誉》则
以全新视角聚焦基层民警，没有惊天大
案，只有以生活化手法讲述的平常警
事，以普通观众可知可感的方式更好凸
显了基层民警的重要性。

而《人世间》《繁花》等作品，除
了“飞天奖”获奖作品的身份外，同时
还有着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标签。茅
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来是影视改编的香
饽饽。据统计，茅盾文学奖设立至今的
53 部获奖作品中，近半数都实现了影
视化，《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更是
跻身经典之列。《平凡的世界》脱胎于
原著，片中主人公大多说的是陕北普通
话，有着浓郁的黄土高原的味道，在这
样的氛围中，被改革开放所激活的改变
自身命运、改变国家面貌的时代精神跃
然荧屏。《白鹿原》则成功展现了长达
半个多世纪的时代变迁，以及动荡年代
中的人物命运。

成功的严肃文学作品，大多有着对
时代和人性的深入挖掘，对典型人物和
典型环境的细致描摹，再加上作家出色
的想象和个性的表达，让剧集得以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以更宽广的视角观察时
代变迁，以更深入的思考体察人心人
性，从而满足观众更高的审美需求。

书中“走出”好剧
“星光”熠熠生辉

文学和影视同为智力劳动，但也有
很大的不同。相较于影像的具体、清
晰、可感知，文学作品往往是多义、模
糊且充斥着个人化想象的。因此，文学
的影视改编，不必完全匍匐于原作，可
以针对影像传播的特点，进行大胆的审
美转化。事实上，剧集在文学改编上的
创新和探索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时常能
够带给我们惊喜，比如《繁花》。

改编自金宇澄同名茅盾文学奖获奖
作品的《繁花》，以1993年为故事的起
点，讲述了时代大潮中一批先富者的创
业故事。作为著名导演王家卫指导的首
部电视剧，《繁花》通过对光影、色彩
的独到运用，形成别出心裁、独具匠心
的强烈视觉冲击，让观众在环境和人物
共同渲染出的韵味中沉浸、陶醉。剧集
在发扬了原著文学品格的同时，也对这
一严肃文学作品进行了新的审美创造，

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刻画人物命运的起
落，为电视剧如何书写、再现改革开放
这段历史探索着新的路径。

同年播出的 8 集短剧 《我的阿勒
泰》则在散文这一体裁的影视改编上做
了成功探索，也获得了现象级的热度。
该剧呈现了极具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影像
景观。其中，有以精致画面展示的自然
之美、生命之美、天伦之乐，有哈萨克
民族忍抑欲望的古老精神和独特的与自
然相处的方式，剧中人也有和城市同龄
人相似的烦恼。剧中一些金句，如：

“痛苦这东西，天生应该用来藏在心
底，悲伤天生是要被努力节制的，受到
的伤害和欺骗总得去原谅，满不在乎的
人不是无情的人”“当我感到黑暗，便
走上前直接推开窗子，投入阳光或星
光”等，被观众反复咀嚼和传诵。散文
形散神聚、清新质朴、情景交融、以小

见大的美学风格，在影像转化中被精准
复刻，令人惊艳。

与严肃文学的改编相伴，作为通俗
文学的一员，网络文学当下已经成为影
视改编的重要故事来源。在其庞大的体
量和多样题材中，近两年也出现了不
少精品。剧集 《小巷人家》 透过苏州
的一条小巷，向观众展示时代的变
迁、生活的巨变和城市的新生。该剧
改编自连载于起点中文网的同名小
说，以小切口表现大时代，宏大而不
失细腻，细腻又不陷琐碎。同样改编
自同名网络小说的剧集《六姊妹》，讲
述的是小城淮南何家老一辈及 6 个女
儿的人生悲喜剧，从家长里短的日常
之中呈现人间烟火，带来“家”的力
量。这一类作品的共性特点是温暖清
新、真实质朴，不急不躁地讲述日常生
活，将观众带入剧情，产生共鸣。

大胆审美转化，探索从未停歇

如果硬要给当下文学改编影视作
品佳作迭出的现象，打上“文学影视
改编热”的标签的话，文学对影视创
作传播的价值大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
看。一是文学为影视创作提供了数量
庞大内容多样的 IP 库，降低市场风
险。剧集创作是重资产的集体创作，
成型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完整的剧情和
人物设计，乃至市场反应，其中包含
了大量信息辅助决策。二是优秀文学
作品无一不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取
得的创作成果。其创作态度、作品中
所反映出的生活经验，都能带给影视
创作者丰厚的滋养。三是文学作品中
蕴含的价值追求、审美追求、精神力
量，让影视作品得以在更高基础上开
展艺术创作，以回应观众在感官愉悦
之外，对作品艺术深度和创作深度的
更高追求。文学改编剧集，不必追求
对原著的“照搬”“复刻”，而应当在
精神对话的基础上，吸收原著思想内
涵，根据剧集用户和传播的热点，有

针对性地进行增删改写，让原著的精
神力量更好地传递给观众。

像 电 视 剧 《人 世 间》《风 吹 半
夏》，前者以一个东北工人大家庭几代
人的命运起伏，串联起 50 年跨度的中
国百姓生活史；后者则用许半夏的奋
斗史，折射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机遇
和时代巨变。还有新近播出的、茅盾
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的《北上》，用运
河边一群少年从幼时相知相伴，到长
大后用实际行动回馈家乡和社会，来
展现他们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民
族精神的传承。三部剧在剧情和人物
上较原著都有所调整，比如 《人世
间》 编剧王海鸰对周父、周母、周秉
昆、骆士宾等人物的戏剧化改造；《北
上》 编剧赵冬苓对原著历史线的弱化
并新增了原创角色“夏凤华”等等。
但原作的精神内核，主人公身上的责
任、坚忍、执着等精神力量，都很好
地承继了下来，因而奠定了作品的品
质基础。

当然，有着优秀文学作品作为参
照，文学影视改编时常伴随着遗憾，
乃至争议。如 《人世间》 原著作者梁
晓声所言，“文学要记录时代的褶皱，
哪怕它硌得人生疼”。而剧集作为面向
大众传播的文化产品，不可避免地要
适当熨平褶皱，相应地，可能会折损
作品对人性刻画的深度，对社会问题
展示的锐度。但是，只要与原著进行
充分的精神对话，始终坚持现实主义
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创作原
则，就能够在直面现实矛盾的同时，
传递理想主义的光辉。让观众在看剧
的同时，获得温暖治愈和生命感悟。

文学与影视的双向奔赴，不仅仅
是不同媒介的各展所长，更是推动社
会整体文明程度提升的基础性工程。
期待未来能有更多优秀文学作品改编
而成的精品剧集，让我们内心充盈、
欢娱，充满希望。

（作者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研究
部主任）

不必追求“复刻”，重在精神对话

聚光灯

我的长篇小说《北上》，写的是京杭大
运河。这条河，从南到北把东西走向的五大
水系贯穿在了一起，就像人的大动脉从头到
脚把身体里的各个血管支流联通起来一样。
自元朝开始，它就不仅仅是一条南北走兵运
粮之河，它还是政治经济文化物候等诸方面
交流融会的最重要的通道。

当然，我是个小说家，不管书写和探讨
的对象如何高深、伟大，都要以小说的方式
去呈现。小说靠什么？人物、故事、细节、
结构、语言，如同一座宏伟的建筑，你必须
从一块砖、一片瓦开始，沉着笃定地一点点
垒起。小说中，汤汤大水成了一面镜子，映
鉴出100多年来中国曲折复杂的历史和几代
人深重纠结的命运。一条河流的历史，是几
代人的历史，也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只是，
这一种家国历史是以个人的、隐秘的、日常
的、细节的方式呈现出来。

小说是2018年出版的，这几年间，被
陆续改编成了音乐剧、话剧、电视剧等多种
形式。我挺喜欢电视剧《北上》，有一种看
到女儿嫁出去，并且过上了好日子的老父亲
的欣然。

播出期间，我每天下了班在回家路上追
剧，一天两集慢慢消化。我是完全怀着一颗
素心在看。因为写的时间太长了，小说写什
么我也不记得了，所以我看电视剧的时候觉
得剧情代入感很强，我就跟着它走，该流眼
泪的时候我也哗哗流眼泪，我儿子说：“你
怎么又拿纸巾？”因为的确很感染人。

所以说，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它自身的
规律，不论是话剧、音乐剧，还是电视剧，
每一种艺术形式只要是在自身的框架内，做
到内容自洽自足，并且经得起推敲，那就是
成功的改编。在这部电视剧里，我们主创人
员无论是编剧、导演、演员，还是其他各位
工作人员，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通过镜头
语言展现了运河的壮美与历史厚重感。

作为一个江苏人，我特别高兴，能够看
到我对运河的感情在这部剧中得到更大程度
的传播和辐射。一部小说的影响力其实是有
限的，即使再畅销它也是有限的，它可以，也
需要借助不同的艺术形式传播开去，甚至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它之前所没有的内涵
和价值。《北上》在通过话剧、音乐剧，尤其是
电视剧这种为更广大受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
方式传播出去后，它的社会效应就更大了。

电视剧播出后，我不断收到这样那样的
好消息。比如，淮安那边有人跟我说：“现
在觉得‘花街’有点短了，盛不下那么多来
旅游的人”“我老家是连云港东海的，当地
盛产水晶，老家朋友最近也跟我说，水晶销
售现在特别火爆，为了应对源源不断的客商
和游人，水晶城已经开始24小时营业了”，
这些我听到之后都特别感动。倒不是说这些
都是剧集带来的，但作为一个小说作者，在
今天文学相对比较弱势和边缘的情况下，很
高兴看到小说还能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产
生一定的影响。

我从小生活在水边，在这条大河边也曾
生活过多年，这条绵延近两千公里的长河成
为我认识和想象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方法和尺
度。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写运河，写了20多
年。20多年里，我觉得我对这条运河了解
得越来越深，它是我生活的沉默的背景。写
《北上》，我要做的就是让沉默者开始言说，
把多少年来我听懂的这条河的故事，以文字
的形式讲述出来。而现在，有更多的观众得
以在电视剧中、在荧屏前体验到流淌在教科
书里、流淌在中国大地上的那条河流，如何
也真实、鲜活地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令我
觉得非常欣慰。

（作者系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小说《北
上》作者）

把运河故事
讲给更多人听
□徐则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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