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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年春天，“京派”电视剧新作《情满九道弯》在央视八套和优酷平台同步开
播，开年时节特有的合家欢氛围在屏幕上续延，颇为应时。这部大戏分量厚重又
不失幽默，口吻不徐不疾，将老北京市井人家的平凡生活娓娓道来，再次唤起了
观众关于《情满四合院》《正阳门下》等经典作品的回忆。擅长京味年代戏的创作
者们如同时光导游，引着观众从南城九道弯胡同出发，开启了一段笑中带泪的怀
旧之旅。

京派美学打造故事筵席

《情满九道弯》的导演刘家成堪称京味儿剧“专业户”，与本剧编剧王之理曾多
次合作，深耕北京百姓生活题材，尤其擅长大跨度时间背景下的年代故事，捕捉北
京这座古都在历史中的变迁。京师之地，冠盖云集，一草一木见证无数沧桑，但“情
满”“正阳门”系列京派剧的可贵之处在于，宏大时代的印记能够被巧妙浓缩于市井
人家的生命历程之中，自有一种“接地气”的朴实，又含着一种京城百姓特有的仗义
豪气，莫看胡同四合院小门小户，谁人不是这座城的主人翁。北京人讲究“局气”，
有里有面儿，从不妄自菲薄。年代戏、家庭戏一直是荧屏常见菜色，唯独地域风味
是独门绝活儿，如无金刚钻儿，便揽不得，若拍不出深入骨髓、丝毫不差的地域细
节，反成笑柄。

刘家成导演是土生土长的京城“胡同人”，为了还原北京从20世纪70年代末
到新世纪不同时间节点的写实风貌，导演与团队在场景设计、摄影调度、人物造型
等技术层面下足苦工，力求“从一砖一瓦中都能嗅到生活的气息，让观众感受到历
史的成色和包浆”。为了沉浸式呈现老北京的胡同生活，各种道具如三轮车、竹车、
手摇爆米花机、蜂窝煤乃至煤炉子上烤焦的馒头，都要与旧日记忆严丝合缝。剧组
搭景时，特意在大杂院门口造了一个标志性的“官茅房”，导演笑言“由于过于逼真，
所有人一靠近厕所门口，就感觉已经闻到味儿了”。

影像和空间是京派美学的“硬件”，“软件”则是北京百姓的精气神儿，比如京
腔京韵的魅力，热情中带着俏皮感的语调、诙谐机智的对话唱和等。语言一向是
京味故事筵席的招牌特色，北京话不仅是一种方言腔调，更是风土人情的传达，
是达观爽利的“北京精神”的体现，常给人句句幽默的印象，其背后则是笑对人生
的潇洒态度。

回望改革开放时代变迁

《情满九道湾》的故事时间横跨40载，从20世纪70年代末知识青年返乡开
始，考学、务工、下海……这些相对私人的人生经历，恰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的浪花
缩影，主人公们面临的各种挑战不是孤立于时代的纯粹偶然，而是与中国社会同步
呼吸的大势所趋。年代剧的价值与“卖点”就在于通过对昔年生活方式、社会状态
的还原，唤醒观众的时代记忆，启发人们对历史和人生的思考。尤其表现数十年家
国变迁的故事，经历过相应年代的观众跳出彼时的思维局限回望，往往会产生“不
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唏嘘之感。出于对主人公的认同，拥有了上帝
视角的观众时而为其选择捏一把汗，时而扼腕叹息，时而又拍手叫好。

改革开放的40年是激流勇进、大浪淘沙的40年，有人立于潮头，有人不知不
觉掉队，在这段复杂的现代化进程中，每个个体都是小舟，努力地把握和调整方向，
百姓和国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河东河西、此时彼时，阶层群落的变动一度极其剧
烈，而南城胡同九道弯则是汇聚了不同家庭出身、不同教育背景的典型代表。九道
弯的生活一度是艰苦的，但主人公们有着自己的追求，男主人公杨树茂外号“傻茂
（帽）儿”，他重情重义且有胆有识，几番波折终于创业成功，领头带着九道弯的人们
奔向新生活。剧中有现实主义的批判，也有理想主义的光辉，两相平衡，既不回避
生活中的矛盾和有缺陷的典型人物，但也不会沉溺于愤世，在黯然的情绪中沉沦，
而是用北京人特有的幽默与豁达去化解苦涩，用胡同四合院里熟人社会特有的温
情互助让观众看到人情美好、人间值得。坎坷是一时的，当人们相互扶持走过，会
看到变得更美好的家园，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在此刻凸显出来——要让中国百姓
过上好日子，让大家相信中国人是有奔头的。

胡同群像演绎人情冷暖

在人物塑造和人物关系搭建方面，《情满九道弯》与同样以“情满”为名的珠玉
前作《情满四合院》风格类似，剧中出场人物众多，关系千丝万缕，可谓“四合院平民
史诗”。仅年轻一辈的核心人物就有杨树茂、叶菲、史小娜、赵亚静、谢志强、牛挺贵
等六七个人。几人从小一起长大，有爱情纠葛也有友情羁绊，有扶持也有矛盾；而
渴望自由的年轻人与老观念的长辈也不可避免有代沟存在。然而故事并未简单地
视传统为迂腐，更没有全盘接受现代工业社会的理性法则，而是让人际关系保有灵
活的空间与空隙，让人物坚守刻印在儒家文化血脉深处的宽容与仁义。

胡同生活是老北京生活方式的凝练，也是中国古老礼俗社会的展演场，九道弯
胡同的酸甜苦辣、人情冷暖是有温度的中国生活现实，现代生活的浪潮冲刷着传统
中国，但人与人之间微妙的默契与分寸就像树木的根系，抓住文化的土壤，使其不
至于在激流冲刷下流失。

在当下“想象力消费”的潮流中，“架空”成为流行，便于安放观众对“爽感”的追
求和幻想。而京派剧却自觉立于这股大潮的反面，以原汁原味的地域写实为核心
特色，讲平头百姓，话人间烟火，以“实感”为皈依，最是容不得悬浮。但无论从演员
的选择还是从故事节奏的把握，优酷仍然坚守初心，秉持“不要铺张要效率、不要偶
像要演员、不要流量要价值”，并未被“流量为王”的流行趋势裹挟，而致力于从根本
上打造健康良性的内容创作生态，这种态度在泛娱乐化时代尤为可贵。

细数长视频平台在现实题材“田野”的耕种周期，优酷堪称迎来了“丰收季”：
《情满九道弯》《幸福到万家》诠释人民的质朴生活和世事变迁，《灿烂灿烂》《我们这
十年》描摹不同时代年轻人的奋斗群像，《风雨送春归》《冰雨火》《庭外》守护公平正
义，凭文化自信引领观众，致力于引领审美潮流。由是观之，《情满九道弯》不是一
道“预制菜”，剧中有着速食时代难觅的“锅气”，愿这桌好菜能够香气远播，为现实
主义创作再添薪火。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

■新作点评

近年来，网络影视一方面在“减量提质、
降本增效”的新趋势下稳健发展，一方面也在
参与人们日常生活的消费考验中，显示出新
的传播语境对IP影视转化的淬炼。从10年前

“IP”概念的流行、膨胀，到如今人们津津乐道
的《人世间》《开端》《三体》等现象级热播剧，
一大批影视作品之所以能够从眼花缭乱的IP
丛林中突围而出并广受观众喜爱，不只因为
它们的IP基因和转化路径，还因为它们成功
地使用了移动互联网语境下影视表达的独
特语汇。换句话说，网络时代的影视创作不
仅体现着文学作为内容库的资源属性，其生
产和传播更体现着泛娱乐语境中观众与市
场对IP的认证、淘洗、校正和改造，而文学、图像和
大众化成为影响网络影视IP转化中的关键要素。

文学质感：影视爆款的必备元素

2023年伊始，扫黑除恶题材剧《狂飙》作为一部
开年大戏引发观剧热潮，在主角高启强从贫穷懦弱的
鱼贩最终成为黑恶势力的覆灭命运背后，除了正邪较
量的惊心动魄，关于善恶之分、忠奸之辨以及人在命
运浮沉中的力量与挣扎，也引发了粉丝热议。赢得观
众口碑的除了演员的演技，更有作品主题意蕴之厚
重、人物形象之丰富、角色关系之微妙、人性显现之复
杂、“名场面”隐喻之巧妙，这些恰恰都是文学性的集
中表达。当然，如果仅仅把《狂飙》本属原创剧集却凸
显文学质感作为个案来观察，它的意义似乎仅停留在
对作品审美风格的讨论，但是假如我们把这个现象放
到媒介发展的语境中观察，放到网络文学IP从无到
有、从膨胀回归理性的历史区间观察，就能更加清晰
地看到，主创团队在开掘作品文学性上体现出的能力
和智慧。这既是网络时代影视改编的可贵要素，也是
移动互联时代网络影视从迎合走向引领，从而带动网
络影视良性竞争的重要表征。

去年，大火荧屏的《人世间》以中国近半个世纪以
来的社会历史发展为背景，刻画了三代人的青春、爱
恨、理想和命运，作品呈现的生活温度和精神力量超越
了娱乐、快感和流量，成为全民深深共情、津津乐道的精
品大剧。最近，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和动
画《三体》也刚刚结束了首轮播出，持续多年的“三体热”
在文学的跨媒介转换中打开了宇宙文明的视野与想象。
这些都彰显了严肃文学影视剧改编升温回潮的趋势。

事实上，网络文学20多年的发展成果不仅体现
在“解放”写作权利、丰富题材类型等方面，更体现为
它在互联网文化产业链条的大众性、互动性、消费性
商业话语中，即时获得和把握大众心理，积极与网络
传播的特点适配，并最终把读者/观众变为“用户”的
过程。从2014年以《云中歌》《华胥引》为代表的网文
影视改编的“井喷”，到2015年“组团”出现的《花千
骨》《琅琊榜》《盗墓笔记》，再到《余罪》《白夜追凶》《将
夜》《如懿传》《隐秘的角落》《庆余年》等，影视爆款的
背后无一不是优秀的网络小说，网络文学通过便捷的
传播和互动构建起自身影视化的绚丽前景，其精彩的
故事、鲜明的主题、巧妙的叙事、清新幽默的语言所形
成的合力形成了影视转化的价值内核。以《庆余年》为
例，该剧2019年在腾讯、爱奇艺和咪咕视频播出以
来，播放总量超过了200亿，是近几年来网文IP改编
中当之无愧的“爆款”，而这部作品的原著同名小说
《庆余年》（猫腻）自2007年开始就在起点中文网连
载，融江湖、庙堂、家族恩怨等于一体的传奇故事和曲
折跌宕的情节，让这部小说历经10余年仍然居于网
文平台收藏榜的前列。由此可见，IP爆款的诞生并不
取决于它是传统/严肃文学还是网络文学，其影视化
的改编空间和品质最终指向的是文学原著的本质属
性，即文学性。

与传统文学不同，网络文学的文学性不仅体现在
前文所述的单个文本中的思想含量、叙事节奏、人物
形象等方面，它作为类型文学在题材优化、现实转向、

“Z世代”崛起等方面产生的对网络文学史的重要影
响，也成为网络文学在题材、作者、文学风格、表达方
式等方面不断强化自身文学特性的证明。《2022中国
电视/网络剧趋势报告》显示，该年度剧集的IP改编占
比达64%。《2022年电视剧百度指数峰值排名》的
TOP10中，《雪中悍刀行》等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剧
集作品占有8席。如今，网络文学早已从早期的玄幻、
穿越、军事、校园等类型发展出涵盖悬疑、医疗、工业、
教育、传统文化等社会生活各领域的20余个大类、
200余种小类的细分领域，塑造了包括乡村教师、基
层警察、工程师、农牧民等超180多种职业的人设，开
辟了“次元系”“无限流”等新的表现类型。网剧《梦华
录》中的宋朝风雅、《天才基本法》中的平行世界、《开
端》中的时间循环，既让读者大开眼界，也成为影视改
编格外引人关注的价值增量。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影视创作在多元共生的发展
态势下，承担着塑造中国形象、讲述中国故事的历史
使命，彰显出主流化、经典化的趋势和特点。优质的文

学IP在大众化的影视艺术中破圈，精品力作不断涌
现又反哺原著，形成了文学阅读的社会效应和市场反
馈。《2021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中提到，根据
《庶女攻略》改编的《锦心似玉》播出后，原著网文日均
阅读人数增加了46倍之多。可见，无论是传统/严肃
文学还是网络文学，一旦进入影视转化的产业链条，
这个跨媒介的超文本就必须努力处理好艺术与市场
的关系；与此同时，网络时代的影视创作想要在竞争
激烈的大众消费市场脱颖而出，也必然要凸显剧作的
思想含量和艺术质感。

图像共生：文本与社会心理的对话

媒介的发展使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
就转化方式而言，影视剧是最生动、最直观、辐射范围
最广、大众最乐于接受的艺术形式；就产业经济而言，
影视转化为文学IP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市场效
应，成功的改编案例打造了一系列现象级影视作品，拉
动了互联网文艺产业的增长；就传播模式而言，即时点
播、倍速播放、视频剪辑等技术的支持让网络时代的影
视IP获得了更广泛的影响力，释放出更强大的势能。

一般意义上，我们认为影视改编是文学作品的影
像化过程。电影和剧集作为影像艺术，既是文学作品
的“艺术照”，更是IP传播的“加速器”。影视作品通过
光线、运动、表情、节奏等视觉化手段建构出的人、自
然、社会等景观，为互联网时代人们沉浸式体验文学
世界提供了更加形象、直观、立体的场景。同时，文学
原著在影视剧的大众化审美场域中也经历了思想、价
值、文化等方面的提取，在跨媒介、跨文化的转译中获
得了更多认同。

而在网络时代的影视改编中，图像的意义远非停
留在技术层面这样简单。如果说文学IP在内容层面
的图像要素和影视艺术的视觉特点是基于技术层面
的呈现，那么网络影视的改编，特别是爆款作品所呈
现的，则是技术背景之下文本与社会的共生图像：这
意味着优秀的改编不是从文字到影像的图像分解和
技术实现，而是由创作和传播共同支撑的文化心理的

“二次成像”，能够把这个共生图像以影视语言进行呈
现，才是当下文学IP成功影视化的关键。

以《甄嬛传》为例，该剧原著《后宫·甄嬛传》本是
一部历史架空小说，女主角甄嬛作为大周皇帝玄凌的
妃嫔，一路宫斗，改国号，另立新君，快意恩仇，而剧版
《甄嬛传》则把历史时空重新放在清朝雍正年间，主题
也从复仇更换为命运。从玄幻到“历史”，现实的历史
框架意味着改编难度的成倍增加。但《甄嬛传》的改编
看中的是，从《雍正王朝》到《步步惊心》，无论是“正
剧”还是“清穿”，雍正作为历史人物所负载的故事含
量和传奇色彩，从“大周”到“清朝”的改编，不仅为观
众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时空节点，更重要的是让观众在
亦真亦幻之间收获了一种由历史叙事与个人想象共
同完成的“爽”感体验。这样的改编显然是着眼于大众
文化心理，通过公共性的历史记忆唤起用户的兴趣，
客观上保证了粉丝圈层的最大化。相反，如果走上唯

“IP”化的歧路，对社会心理、大众文化和公共审美产
生轻视、误判，其影视改编注定就会败走麦城。如《欢
乐颂2》，只抓住青年女性话题，放弃了女性成长精
神，导致其改编失之于窄化和浅表化，原著中的文学
图景也在“二次成像”中变成了假象、幻象。

与此同时，现实题材的崛起作为网络文艺创作的
重要趋势，既反映了当代中国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变
革，也反映了人们在网络时代文化心理的嬗变过程。
对于网络文艺发展初期野蛮生长、泥沙俱下的通俗化
甚至低俗化表达，更多的读者和观众开始说“不”，而
关心社会历史的发展、关注普通人的烟火生活，实现
互动性和体验感，则成为受众端价值选择的风向标。
以乡村振兴和法治建设为主题的《幸福到万家》，在女
性成长的叙事线索下，应和了当下人们对于城乡关
系、法理与人情的多维思考。致敬改革开放、反映中国
钢铁业发展的《风吹半夏》则聚焦奋斗人生，用瞬息万
变的商战和积极励志的人物群像，回应了当代青年追
寻自我价值的时代情绪。不仅如此，《县委大院》《大
考》等一大批优秀原创剧集收获高口碑、高收视、高人
气，就得益于影视创作对网络时代社会文化和大众心
理的洞悉，并且抢先一步进入剧本创作，走进了热剧

生产的“快车道”。
因此，无论是否源于IP，网络时代的影视创作必

须要正视作品与社会文化心理的对话，而对于网络影
视的改编而言，不但要提升技术图像层面的影视化水
平，更要对读者/观众评论、粉丝解读和市场反馈等多
方面共生的文艺生产进行研判，从而完成文学向影视
的优质呈现。

大众化：被低估的文化迭代

大众化是网络文艺的重要特征。谈到“大众化”，
人们总是会想到其商业性和产业化的特征，批量化、
机械化的复制带来的通俗化和同质化，成为“大众”的
刻板“标签”。正如阿多诺所言，“喜欢的人越多，作品
的趣味就越低。反过来，为了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艺
术家就要降低作品的趣味，以满足大众的需要。”资本
主导的影视创作确实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经济利益的
驱使，令爆款出现之后同类题材的蜂拥而上屡见不
鲜，如“穿越热”“宫斗热”“玄幻热”等现象的出现，使

“大众化”逐渐与粗制滥造、质量低劣联系在一起。
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

大众化也会表现出不同时代的特征，这既缘于不同时
代的流行文化要素各异，也与媒介传播环境的迭代紧
密相关。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
升，人们对于“流行”和“通俗”的理解产生了变化，另
一方面，影响观众文化消费的社会生活和传播环境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大众化满足大众需要的途径
正在向更宽广的范围延伸。其跟随媒介变迁的迭代中，
主题升维成为一个重要特点。以仙侠玄幻剧的改编为
例，根据沧月的《镜·双城》改编的同名剧集口碑不佳，
而两个月后播出的根据九鹭非香的《驭鲛记》改编的
《与君初相识》却获得了豆瓣8.9的评分，同样题材的市
场反馈却是天壤之别。仙侠玄幻改编剧为何能“卷土重
来”？在笔者看来，《与君初相识》不仅通过增设人物关
系强化剧作的观赏性，更着意挖掘仙侠题材的深层意
蕴，把空灵飘逸、理想浪漫的“仙文化”和不畏权贵、扶
贫济弱的“侠文化”作为主题，除了“金手指”带来的爽
感，更突出人物突破自己、蜕变成长的思想价值。

说到底，大众化的旨归是让更多的人接受和喜
爱，因此，类型融合也是大众化迭代的明显指征。文学
原著的内容与影视作品的效果不可能画等号，而影视
改编的使命就是对观众的兴趣所在、共情价值、娱乐
取向、审美偏好等要素进行有机融合，如剧集《风起陇
西》的“历史+悬疑”、网络电影《兴安岭猎人传说》的

“悬疑+民俗”等，都是在类型融合中延伸了大众化的
生命力。2022年的热播古装剧《梦华录》改编自关汉
卿的元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这部由“公版IP”转
化来的年度现象级剧集在类型融合上颇费匠心，不但
保留了原著对男女情感的叙述，又加入了官场、创业
等线索，同时通过“以宋代元”的历史背景挪移，植入
了茶道、蹴鞠、乐舞等传统文化要素，在作品呈现中还
加入了轻喜剧风格，使剧集内容在类型融合中更加丰
富饱满，更有艺术感染力。

为了迎合大众趣味有效圈粉，影视的IP改编往
往会把重心放在打磨复杂又吸引人眼球的剧情上，这
就导致很多类型影视剧的改编忽视题材和所涉行业
生活，无论是仙侠、都市还是历史、农村，爱情与伦理
成为不变的主题。突破这一困局，还原类型文、行业文
的本质属性，用镜头语言表达类型文学的辨识度，甚
至通过技术流、科普流为类型题材精准画像，成为大
众化迭代的又一选择。根据笙离的小说《ICU48小时》
改编的《谢谢你医生》聚焦急诊科的疑难病例，把医疗
援助、科研创新与人情、世情相融合，科技感和现实感
体现出大众化的升级，为网络文学的IP转化提供了
更多的启示和思考。

总之，网络影视的IP改编绝不是在原著基础上，
将文字转换成图像的单向度行为，它既体现着社会对
影视剧内容创作的吁求，也深刻反映出大众心理的征
候。影视剧创作生产和传播的实践告诉我们，文学质
感、心理图像和大众化迭代是新时代IP改编中不可
忽视的关键要素，关注并致力于提升其创作水准，必
将推进网络时代影视改编的行业优化，从而为网络文
艺整体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新引擎。

（作者系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

文学文学、、图像和大众化图像和大众化
——网络时代影视改编中的三重要素 □王文静

■关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