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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我所有的长篇作品（共12部）都被
改编成了影视作品或者被买走了影视版权。

我的第一部长篇纪实文学《法撼汾西》，由剧
作家魏明伦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在法律面前》。这
部电视剧从剧本产生一直到拍成电视剧，我几乎
参与了作品转化的全过程。魏明伦在改编《法撼
汾西》为电视剧的过程中，他的手法和信条，让我终
于渐渐认识到，小说创作和影视剧本创作完全是
两码事，小说需要在文字上进行人物的刻画和情
绪的宣泄。电视剧和电影创作则恰恰完全相反，
需要的是用画面刻画人物、表现故事的进展。这
个说起来容易，但改换起来则完全不同也不容易。

我的长篇小说《天网》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和
电视剧。电影《天网》的导演、编剧都是谢铁骊，拍
摄地点在山西，主演也是山西人。那时候谢铁骊
已经快70岁了，这个国内外知名的北影厂大导演
在拍摄影片时竟然几次震怒，让我终生难忘。一次是选演
员，他看中的主角县委书记是当时名声并不大的演员孙飞
鹏，而推荐给他的知名演员有十几个，大家为此争执不休。
最后他发了脾气，一锤定音：“我选孙飞鹏，就因为他一看就
是个好人，老百姓认这样的领导！”因为这句话，孙飞鹏每天
只吃两根黄瓜，一个月暴减体重20公斤。

《天网》中有一个情节，就是一群老百姓堵在路口拦车给
县委书记下跪。拍摄这场戏的头天晚上，突然接到了厂里的
电话，说这个镜头不能是特写，只能拍远景。谢铁骊当时就
拍了桌子：“不听他们的，我以我几十年的党龄作保，咱们就
这么拍了！如果因为这个情节出了什么问题，那我就宁可让
这部电影存在库里不放映了。”后来他亲口对我说，“新中国
成立几十年了，老百姓还这样对待党的领导干部，不应该引
起我们的警醒和反思吗？这样的情节不做重点处理，那这部
电影还有什么看头？”电影拍摄完成后，发行顺利通过，并没
有遇到任何苛责。这部电影最终被评为当年中宣部“五个一
工程”奖、中国电影华表奖。

《天网》电视剧的导演是一个名叫斗琪的女导演。电影
《天网》与电视剧《天网》同年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导演斗琪同年被评为中国十大女导演之一。

斗琪导演后来因为要改编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凶犯》，
我们一起在各类工厂采访了一个月，经过采访，我们俩的想
法都改变了，她根据采访素材，改编了一部描写下岗工人的
电视剧《山长长，水长长》，我根据采访素材，创作了一部长篇
小说《抉择》。

长篇小说《凶犯》后来由导演戚健改编成了电影《天
狗》。《天狗》是一部小成本的现实题材电影作品，但小成本并
不是小视角的代名词，也不是小艺术电影的别称。这部
2006年的电影，在当时筹集到的拍摄经费只有不足500万
元，经费紧张到制片人李虹居然几次邀请我扮演剧中的一个
重要角色——县长。

已经英年早逝的导演戚健，与影片的主人公一样，具有一

种忠贞不渝的坚守情怀。小成本、大制作、大英雄，在极度困
难的条件下，精心制作，保持了电影产品所具有的超强冲击
力。这部电影几乎囊括了当年的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五
个一工程”奖、上海国际电影节金奖等所有重要电影奖项。

电影《天狗》强化了小说的主题：身处嘈杂的世界，我们
必须有所坚持。面对不完美的现实社会，我们需要一种趋于
完美的英雄主义。所谓英雄，就在于他做了大家都做不了、
做不到或者不敢做的正义之举。英雄面对邪恶和丑陋，会挺
身而出，杀身成仁。电影的叙事表述和人物刻画，把这一主
题体现得淋漓尽致、正气浩然。电影《天狗》至今豆瓣评分仍

保持在8.7分以上，各种平台的播放率逼近千万。
长篇小说《抉择》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和电影《生死抉

择》。电视剧主演是李雪健和后来《亮剑》里的主角李幼斌，
看到他在《亮剑》中的表演，我惊诧万分，根本没想到一个温
文尔雅的市委书记居然能演活了一个土八路李云龙。

长篇小说《抉择》1996年出版，1998年改编成电视连续
剧，2000年才改编成电影《生死抉择》。因为种种原因，电影
的改编一直没有进展。所以当上海电影制片厂找我洽谈电
影改编事宜时，我当即一口就答应了——你们想怎么拍就怎
么拍，我没有任何意见和要求。也许正因为如此，脱胎换骨
的电影改编才获得了成功。

后来我才知道《生死抉择》这部电影改编和发行前前后
后的很多故事。

当时真正的总导演是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和上海市
委宣传部部长金炳华。金炳华后来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
后，特意让上海电影制片厂给我补了十万元稿费。这在当时
是很高的一笔款项。

与电影《天狗》有一点不尽相同的是，《生死抉择》这部电
影则是一部大情节、大制作、大投入的英雄主义影片。当年
《生死抉择》1.4亿元的票房仅次于《泰坦尼克号》，而那时的
票价是5元。这部电影先后获得无数奖项，由于影视剧的影
响，长篇小说《抉择》也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长篇小说《国家干部》，被改编为四十集同名电视剧。主
演是王志文、巫刚、杜雨露、罗海琼。这是作家出版社第一次
把自己出版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视剧的大胆尝试，至今在网
上仍有很高评价，豆瓣评分一直在8.2分以上。

对此，我特别感谢当时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和出
版社社长张胜友。张胜友数年前已经因病去世，他对文学作
品的爱护和努力，让我终生难忘。

长篇纪实文学《孤儿泪》也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也获得了
当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华表奖。这是一部在大同福
利院实景拍摄的电影，影片中的孩子都是孤儿院的孩子，他

们都是真情出演。
长篇小说《红雪》先后两次被买走电视剧版权，《凶犯》也

先后两次被买走电视剧版权，长篇小说《十面埋伏》是我所有
作品中卖出版权次数最多的一部作品。已经先后五次被买
走电影电视剧版权。十分感谢华策影视公司多年来对《十面
埋伏》这部作品的坚持，电视剧版权费我当年只要了1元，后
来合约到期，他们坚持给了我一笔稿费。《十面埋伏》电视剧
和电影的改编过程，让我认识了诸多知名编剧和导演，最早
是《征服》的导演高群书，后来接手的是导演陆川，后来还请
来了刘恒做编剧。直到今天，仍然有导演和影视公司与我联
系，希望能把这部作品拍成电影电视剧。

2007年，我到省政府工作，后来又调至民盟中央，写作
也就停了下来。

2018年，我创作的长篇小说《重新生活》出版。其电影

版权很快被导演管虎买走，电视剧版权最终被腾讯影视买
走。最近又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换届》，已经有几家影视公
司希望买下版权。

回想自己的创作，之所以能同影视结下不解之缘，原因
是多方面的，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这样几点，不管对不对，供大
家参考。

第一，影视关注的题材，一定是现实题材，现实题材中，
最看好的是社会题材、干群题材、党群题材和老百姓最为关
心关注的题材。换个说法，就是与民生、与老百姓的生活息
息相关的题材。为什么？因为电影电视就是大众艺术，如果
电影电视不关注民生，不关注大众权益，老百姓又怎么会看
你的作品？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关注现实、关注大众、关注
民生，也必然是大多数人关注的主题。关注现实、关注社会，
会有各种各样的写作方式和方法，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写作态
度和立场。在当下中国，对此，你必须作出判断和选择：第一
是现实题材，第二是现实题材，第三还是现实题材。加强现
实题材电视剧创作，是我们必须做好的时代课题。

第二，影视关注的是现实题材，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必然
就是大众化的文化产品，它的视角和着力点也必然是大众化、
世俗化、市场化的。如果想让你的小说进入影视领域，也只能
符合这样的写作视角。延伸开来，我觉得不论是作家还是编
剧有一点必须搞清楚，影视作品面对的是绝大多数的受众，所
以一定要考虑到广大受众的情感和心理，并尽最大努力、最大
可能让你的作品能在他们之中产生强烈的共振和共鸣。

第三，影视关注的现实题材，大都是重大题材、重大矛
盾、重大社会事件。什么是故事？故事就是冲突、就是矛盾、
就是对峙、就是抗争和奋斗。这就要求作品一定要有激励人
心、震撼人心、摄人心魄、引人入胜的大故事、好故事情节，能
引发受众强烈的心理认同，让观众受到极大的感动和震撼，
才能让更多观众走进影院或留在电视机前观看你的作品。
这也就是影视界遵照的一点共识，大情节创作。

第四，罗伯特·麦基说过，所有的经典电影都来源于经典

写作，也来自对经典写作的认可。好的电影一定要有故事、
有人物、有正面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成为所有作家、编剧、
制片人关注的焦点：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以写作为生。他认
为，只有以写作为生的作家、以写作来养家糊口的作家，才会
倾向于大情节和市场化的写作。

第五，优秀的影视作品，一定是大众视角，还有一点，一
定是大众立场。回顾自己的创作，今天想来，在中国这块土
地上，要让影视作品走进人民大众的心里，就得真正站在人
民大众的立场上。这样的内涵和情感掩饰不了，也装不出
来。影视创作中的市场意识，最忌讳的就是胡编乱造、假大
空，历史题材如此，现实题材如此，过去如此，现在也一样如
此。真实、真切、真情，就是最大的深刻，也是最潮的新意，更
是引发共鸣的至宝。罗伯特·麦基还有一句名言，作家必须
相信自己所写的东西。胡编乱造的东西，自己也不了解、不
熟悉的事情，你非要塞进自己的作品里，最终只能是一地鸡
毛，一败涂地。

还是那句话，你的作品选择了人民，人民自然就会选择
你的作品。小说如此，影视更是如此。

第六，影视剧的创作一定要脚踏实地，决不能花里胡哨，
任意标新立异。影视剧的创新是必要的，但也不尽然，很多
对人物的把握和认知也有不变的方面。魏明伦曾说，像潘金
莲这样的人物，可以有传统的看法，也可以有当代的看法，这
些不同的看法体现着一个文艺家的思想境界和认知水平。
但有些东西，比如为民请命、舍身求法、临危不惧、视死如归、
除暴安良、惩恶扬善、打抱不平等，即使对其有不同的认知，
也永远都是我们应该珍惜的东西。这些国人应该保有的精
气神没有什么新旧之分，也不存在什么老套和新潮之别，任
何时候都不会过时。人人心存敬仰的故事和人物，用不着挖
掘什么新意和深刻，让演员尽情发挥就是成功。

最后一点，能不能当编剧，自己一定要认清自己，或者你
要看你需不需要在这方面下功夫。以我来说，从小到大，从
十几岁开始从看到写，几乎就是泡在小说里长大的，突然让
你改变思路和惯性，完全放弃小说思维去写剧本，几乎是不
可能的，短时间成功的可能性对我来说，微乎其微。

在我看来，对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应该不是对原作刻
板的缩小或放大。影视改编完全是一次对原作的再创作。
尊重原著，并不是原原本本地还原原著。

鉴于这几点，你的小说如果被影视公司和导演看中，你
想不想当编剧，能不能当编剧，对我们作家来说，都是一个严
肃的课题，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有很多作家，像刘恒、周梅森、柳建伟、王跃文等等，
属于那类天才写手，既能写漂亮的小说，又能做一流的编剧。

觉得行，就坚决上。觉得不行，那就及时回头，不要浪费
精力、浪费时间。贾平凹、王安忆、王蒙等一流作家，也都没
有做过编剧，我们不做也没有什么关系。关键的一点是，你
的作品能被改编为影视，那是你的重大机遇和重大荣耀，我
们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机遇，努力促成这样的机遇。

作家们都应该向导演和制片们学习，千难万难，千改万
改，锲而不舍，忍辱负重，排除万难，力争让作品与公众见面，
这种精神是对文学作品最大的爱护和支撑，值得每一个作家
理解和尊重！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不论是作家、编剧，还是制片人，一定
要想明白一点，老百姓心甘情愿花钱去电影院，那么多年轻观
众不惜花更多的钱，在爱奇艺、优酷、喜马拉雅一集不落地追
看你的电视剧和你的小说作品，究竟是因为什么？是为了接
受一次再教育吗？是为了看到更不如意、更让人沮丧、更让人
消极、更让人失望的，甚至更让人绝望的人物故事吗？其实老
百姓进影院，无非是在心情无限放松的氛围里，得到一次内心
的欢快，得到一次情绪的宣泄，得到一次感情的升华，看到一
种让自己忘却一切烦恼、悲伤、压抑、痛苦的信心和希望，看到
对一种美好生活的向往，看到社会上的抗争和勇敢，看到比自
己命运更差的人仍然坚强乐观地活着……

优秀的影视作品好比人生，在严酷而又充满憧憬的现实生
活中，生命和生活的正能量，就是爱、就是美好、就是温暖、就是
正义、就是善良、就是希望和乐观。好的影视作品就是能把所
有的爱、所有的光亮和期盼都留给观众，留给你最爱的人。

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是文学的机遇
——如何看文学与影视的关系

□张 平

与西方的野生动物纪录电影不同，奚志农导
演的《雪豹和她的朋友们》不仅仅是一部宣导动
物保护的纪录作品，更是一场动物保护的实验和
践行。

《雪豹和她的朋友们》是我国自主摄制的雪
豹纪录电影。该片导演奚志农是“野性中国”创始
人，“巨树计划”发起人，一直致力于我们本土野
生动物的拍摄和保护，践行用影像力量促进自然
保护的信念。他也是唯一入选“国际自然保护摄
影师联盟”的中国摄影师，并荣获美国国家地理
学会2022年“Wayfinder”奖。

《雪豹和她的朋友们》是奚志农继金丝猴和
藏羚羊后开辟的又一“主战场”，这一次他将摄影
机对准更加神出鬼没的高原雪豹。想当初迪士尼
团队拍摄《我们诞生在中国》的雪豹摄制组，前一
个多月竟连雪豹的影子都没找到，可见这高原大
猫之神秘。

影片并没有欧美传统动物纪录片那样的套
路化，而是机巧地将青海昂赛的三位原住牧民摄
影师作为敲门砖，通过他们的身份转变以及对雪
豹的追踪来完成拍摄和叙事。这样做的好处良
多：首先解决了拍摄难的大问题，没有谁比原住
民更了解这些雪豹的行踪；其次引入了天然的戏
剧冲突，毕竟牧民在这片土地上与雪豹共存了千
年；最后原住民身体条件，一如夏尔巴人之于珠
峰，更适合这海拔四千多米的低氧环境。牧民摄
影师的日夜蹲守带给观众更多惊喜，镜头背后是
他们对大自然深沉而真挚的爱。

《雪豹和她的朋友们》在结构上形成三套层
视角。终极视角是雪豹和她一众可爱的邻居们，
退一步是三位年轻的牧民摄影师追踪拍摄这些
神秘高原生灵的日常，再退一步是导演奚志农以
外来者身份做外脑和技术支持。欧美动物纪录片
摄影师走进镜头多做花絮处理，就算参与讲述也
是工具作用，而在《雪豹和她的朋友们》的两个外
套层视角中，摄影师则是深度参与，是整个故事
的配角。

主视角套层里，也拥有主次分明的设计。雪
豹家族中，母雪豹是当仁不让的大女主，该片以
她从狩猎到恋爱到生儿育女的四季为期，顺便带
出配角公雪豹尤其老年公雪豹的命运；在高原动
物家族中，雪豹还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另有藏棕
熊母子、猞猁母子、藏狐一家、斑头雁家族、狼群、

马麝、牦牛、岩羊、藏獒、香鼬、鼠兔等众星捧月。
在人与动物的冲突中，动物依旧是主角，牧民为
了这些高原生灵甚至不惜付出四分之一牲畜被
猎杀的代价。

全片在严肃的命题下兼容趣味的传达。和雪
豹生存之艰难迥异的是“显眼包”藏狐一家的快
活感，衣食无忧的藏狐与雪豹和牧民均无冲突，
在牧民的眼皮底下的悠然生活如没心没肺的“二
哈”，他们甚至成为孩子们镜头里的免费模特。片
中每一种高原动物几乎都有自己的角色使命，比
如马麝的獠牙满足了观众的猎奇，斑头雁宝宝完
成惊心一跳，猞猁的出现增加雪豹育儿之难，藏
棕熊的身影增加牧民摄影师出行风险等等。

青海昂赛雪豹的危机更特别，雪豹与牧民的
生存冲突只是一方面，高原缺氧的客观环境，让

外来保护者很难长期驻扎下来。片中原住牧民肩
负起保护使命，不失为一种实验性的尝试。毕竟
外来的摄影团队再专业，设备再先进，那也不过
是猎奇的过客。片中原住民摄影师则不是，昂赛
是雪豹繁衍的家园，也是他们生息的故土，他们
与雪豹等野生动物为邻，如何处理好与高原生灵
的邻里关系，本就是他们的“本分”。片中牧民从
奚志农等野生动物保护者那里认识到保护动物
邻居们的重要性，而他们的孩子受父亲的影响，
从小端起保护动物的相机，动物保护的践行成为
孩子们的童年记忆。

电影《雪豹和她的朋友们》的受众定位主要是
暑期档亲子场，为了更好的到达率，影片有意规避
了欧美野生动物大片中的杀伐和残酷，片名甚至
还用了拟人化的修辞，用更加萌趣的方式吸引年

轻一代，尤其是孩子们的关注。无独有偶，陆川当
年的《我们诞生在中国》也曾做出过类似的选择，
并得到孩子们的青睐。这一选择无可厚非，毕竟我
们的野生动物大片刚刚起步，保护事业方兴未艾，
需要一代一代人的共同努力。

（作者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青年电影
手册》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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