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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评点

前不久，小说《繁花》的电视剧改编引起一片喧哗，
极致的导演美学风格与较大程度的改编、继创等成为
大家热议的话题，也再次将文学改编的方法路径问题
推至眼前。事实上，关于这两方面的讨论一直贯穿在
百年以来文学的影视改编中。

众所周知，电影是从照相技术延伸出来的一门艺
术，而照片本来如画面一样是单张静止的影像，可是把
大量相关影像联动起来就有了运动的感觉，就像连环
画一样，而把无数相关的连环画联动起来，让其有连续
的运动感时，它就成了可以讲述故事、表达丰富主题的
电影。因为这样的原因，它天然地就有了两个艺术属
性，一个是照相艺术，也可说是美术，这是其语言；另一
个则是其内容，人物、故事和主题，这就是文学性。我
们知道，影视语言艺术在百年来已经完成了无数次的
探索和更新，使电影成为一门可以在影像方面独立探
索的艺术，但是，从传统叙事艺术的文学那里继承来的
内容表达则起决定作用，它是内，前者是外，或者说前
者是肉体，而后者则是灵魂，这也就成为影视文学改编
要讨论的两个向度。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电影改编走过了两
个路程，一个是直接把戏剧搬到屏幕上，且在影像技术
方面走过了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历程，从而使戏剧
成为千万人可以观看的艺术。当把戏剧《白毛女》拍成
电影《白毛女》的时候，远在偏僻山乡的农民都可以看
到这个令人同情的人物形象和其感人肺腑、激起千万
人起来革命的命运故事，它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宣传与
动员的巨大力量。另一个则是从小说改编电影，这一
时期主要以夏衍的改编理论为主导。夏衍强调，电影
改编要“忠实于文学”。因此，那个时期文学的电影改
编基本上都遵循着这一原则。鲁迅小说《祝福》、茅盾
小说《林家铺子》、巴金小说《家》、赵树理小说《小二黑
结婚》等都遵循着这一原则被改编成电影，在当时产生
了极大的社会效应。这与那一时期纸质媒体是传播的
主要手段和电影生产还不发达的缘故有关。

即使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这一改编原
则仍是小说改编影视剧的主要伦理。鲁迅的《阿Q正
传》《伤逝》《药》、茅盾的《子夜》《虹》、巴金的《寒夜》、老
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月牙儿》、沈从文的《边
城》等一批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重新被改编成影
视作品，曹禺的《雷雨》也被重新改编制作，产生了一批
经典之作。同时，一批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涌现
出来的现实主义力作也被迅速改编成影视剧，如路遥
的《人生》、古华的《芙蓉镇》、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
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张贤亮的《灵与肉》、余华的

《活着》等也是按夏衍的这一改编理论而把小说中的主
要内容搬上银幕。还有一个重要的显征是对古典文学

的电视剧改编，如四大名著的改编，都是忠实于文学本身。
同时，因为改革开放的原因，大量外国艺术作品和理论涌入中国，与

先锋文学等一同进入中国的还有各种哲学、文学理论和电影理论。电影
与先锋文学一样，都从过去的“写什么”，演变为“怎么写”，各种先锋理论
进入人们的视野。张艺谋等导演提出，过去的文学改编是“忠实于文学”，
现在要“忠实于电影”。这样一种转向对于中国电影来讲是一种勇气，也
是一种巨大的变革。它与先锋文学一样，对艺术的修辞开始异常重视。
电影开始从重视内容转向用唯美的独特的画面来表情达意。改编自柯蓝
散文《深谷回声》的电影《黄土地》是一个标志，人们在欣赏人物与故事的
同时，也可以欣赏绝美的画面。由莫言《红高粱》改编的同名电影非常重
视色彩的渲染，是对小说的一种独特的改编，由苏童的《妻妾成群》改编的

《大红灯笼高高挂》则重视把人物放置于独特而唯美的背景中，形成了一
种独特的影像效果。1999年上映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改编自彭见明
的同名小说，对电影画面的追求可以说达到极致，几乎是一部诗化电影。
这些改编既尊重了小说的美学意蕴，同时也“忠实”于电影的影像美学，应
当说是相当好的探索与实践。

随着1990年代中后期大众文化市场的崛起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建设进入加速期，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资本逐渐进
入中国电影市场，中国电影受到好莱坞等国外电影界的各种影响，以及新
世纪以来网络的迅猛普及和各种新媒体技术的诞生，市场和媒介都在发
生巨大转变。中国电影开始向世界电影学习，并在技术和市场运作等方
面迅速提升，电影越来越重视市场，导致文学的影视改编在“忠实于电影”
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更有甚者逐渐变成了“忠实于市场”。此时，影像的美
学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更趋向于市场，这种市场一方面是经济的市场，另一
方面则是大众文化市场。在电视剧方面，对四大名著的各种改编也此起
彼伏，各种新技术也在不断刷新观众的观感经验。但是从四大名著的改
编来看，无论技术方面如何革新，也无论镜头画面如何求美，都难以超越
1980年代的影视改编，究其原因，那个时代的影像技术并没有后来这样
高超，但是，因为它“忠实于文学”的改编思想，使得电视剧拥有了名著一
样的文学性。导演、演员、服装设计者、化妆师、作曲者要一遍又一遍地研
读原著，甚至长时期地接受相关的文学教育，才使得它与文学名著一样被
人们喜爱。

总之，从影视改编的经验来看，尽管影视在自己的语言修辞方面可以
无限探索，但是，文学性依然决定其灵魂的高度。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本报讯 4月23日，由中国影协指导，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金鸡电影
创投大会组委会主办的电影《屋顶足球》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屋顶足球》讲
述了一群云南山区女孩以屋顶为球场，坚持刻苦训练，不懈努力追求体育梦
想的故事。

导演飞鱼分享了该片的创作构思及拍摄过程，“在3年拍摄的过程中，我
走访了200多所学校，在1万多个孩子中选出了20多个孩子进行集中培训，
试图用动作真实、道具真实、场景真实讲述一个充满力量感的感人故事”。该
片监制黄建新不仅从电影工业流程上对创作进行指导，还在电影结构和内容
上提供了很多帮助。他谈到，影片中的演员都并非职业演员，但观众可以通
过他们在镜头前的表现，感知到生命最真实的状态和本真的力量，这是十分
难能可贵的。

与会专家谈到，《屋顶足球》既讲述了励志成长故事，又具有鲜明地域特
征。影片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在呈现人物日常生活的同时，注重挖掘他
们的内心世界，让角色形象更加生动，充满想象力、传奇性和现实感。此外，
片中诸多非职业演员的表演质朴且具有感染力。该片已于4月20日在全国
上映，曾获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创投5周年金鸡报晓荣誉影片。（杨茹涵）

电影《屋顶足球》：

展现山村女孩的足球梦

文艺深一度

《哈尔滨一九四四》与《悬崖》等谍
战剧相似，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东北“伪
满洲国”的抗战后期。中共地下党、国民
党中统和军统、日寇、伪满洲特务，多种
敌我力量神出鬼没、你来我往，为全剧
提供了斑驳陆离、错综复杂的谍战舞
台。而该剧最关键的故事设定，则是宋
卓文、宋卓武“孪生兄弟”的换位和错
位，虽然这可能会让人联想到当年经典
谍战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金环与
银环孪生姐妹的设计，但姐妹俩在这里
被转换成了兄弟俩，一文一武形成鲜明
对比；而最有勇气的设定则是将因为不
满新世界的建立是基于对自己享有特
权的旧世界粉碎之上、价值观扭曲的女
性关雪，塑造成“冷艳十足、心若蛇蝎”
的女特务头子，通过宋卓文、宋卓武与
以关雪为代表的特务科之间的博弈，以
及诸多更加复杂、暗流不断的势力交
锋，去深刻呈现这一特殊时期东北这片
土地在抗战历程中的重要历史意义。可
以说，该剧融合吸收了经典谍战电影和
成功谍战剧的创作经验，重组了一个独
特的谍战设定：敌我博弈、双胞胎与特
务科三人斗智，利用与反利用、借力打
力与顺藤摸瓜，种种冲突混合交织，既有
命悬一线的生死考验，又有不断试探和
反试探的虚情假意，文武配合、软硬兼
施，既有“铁肩担道义”的悲壮力量，也有
细微之处见真章的历史语汇，从而成就
了这部谍战剧独特的类型框架和叙事格
局，在让观众牵肠挂肚的同时，也让电视
剧正义光明必胜、邪恶落后必败的主题
得以彰显和传达。

秦昊一人分别饰演的双胞胎宋卓
文、宋卓武，人如其名，一个心机成熟、一
个勇武胆大，是剧中最重要的推动性力
量。完成任务、隐藏身份、保护同志、发现
秘密，构成了四个主要的行为动机，其信
念的核心和性格的核心都得到了生动塑
造。而杨幂所饰演的关雪，兼具外貌“美”
与内心“恶”的反差、外强与中干的混合、
特务头子的硬与人性深处的软弱，从而
使这一女性特务形象具有了独特艺术价
值。虽然杨幂饰演该角色受到了过多的
关注和争议，但实际上她是本剧重要的
亮点之一，节奏、层次、爆发力、细节把控
和性格的丰富性，都使这个假定性很强

的“反面女性角色”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
现，是谍战剧人物塑造的一次突破。

当然，谍战剧次要角色的设计，由于
更加容易极致性和明确性，近年来往往
成为剧中的出彩点。剧中，无论是张国强
饰演的地下党钱崇礼，蒋奇明饰演的特
务新人田小江，还是栾元晖饰演的胡彬、
张子贤饰演的潘越等特务头子，甚至包
括支一饰演的底层伪军崔安平，个个都
性格鲜明、动机清晰、细节准确、行为统
一，表演与角色融为一体，构成了电视剧
的艺术底色，用他们的生动推动了剧中
主要人物形象塑造的“水涨船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剧在叙事上
紧密围绕隐藏、保护、锄奸、获取情报、反
细菌战、配合抗日大局等重大事件，环环
相扣、层层推进、翻山越岭、过关斩将，既
有紧锣密鼓的疾风暴雨，又有丝丝入扣
的严谨推理；既有针线密集的铺垫，又有
出人意料的翻转。剧中，从关雪到胡彬、
潘越，这些“敌方”反面人物，个个都非等
闲之辈，业务精通、心狠手辣、老奸巨猾，
即便是小哨长崔安平，也都是“机关算尽

太聪明”。这种让敌人“强”起来的冲突模
式，虽然大大增加了故事的推进门槛，提
高了翻转难度，但正是这种“道高一尺魔
高一丈”的戏剧性冲突搭建，借用一种叠
加的力量，显示出编剧与导演难能可贵
的水准。虽然故事中的各种事件本身带
有较强假定性，过于密集的“关口”未必
无懈可击，但悬念和故事的展开过程却
流畅、紧张、行云流水，显示了谍战剧最
重要的优势：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悬念
刺激和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高潮迭起。

制作上，《哈尔滨一九四四》也是谍
战剧中的精品。各种人物服化道的年代
造型，1940年代哈尔滨城市街道、警察
局、特务科、洋餐厅、小饭馆的环境设计，
昏暗紧张光影背景下的镜头张力，特别
是张弛有致、节奏鲜明的视听语言，都既
有谍战剧的风格特点，也有东北历史感
的情景再现，体现了强烈、简洁、准确的
审美表达。虽然某些严刑拷问的场面有
些血腥，但也确实是对当时反动势力的
猖獗残忍和疯狂反扑的一种呈现。同时，
剧中许多生活细节的点缀以及张国强、

秦昊这种戏骨演员的精确处理也为全剧
增色不少。例如在小饭馆中的各种对话
和动作细节，都是画龙点睛的艺术呈现，
让全片在高能奔驰的节奏中具有了烟火
人间的真实感。

《哈尔滨一九四四》一方面用一群鲜
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为观众提供了血雨腥
风、生死搏斗的历史故事，另一方面也通
过众多革命者前赴后继的牺牲和奋斗，
创造了信念不死、肝胆相照的英雄传奇。
剧中，关雪与卓文有一段对话，表明共产
党为什么会“赢”，是因为共产党人不怕
死，而不怕死的背后则是信念，是为了人
民、为了属于人民的新中国那种伟大而
坚定的信念。的确，从本剧中，观众不仅
看到了一个紧张对峙、刀光剑影的谍战
故事，也看到了一位位英雄的牺牲和一
个个革命者的视死如归，他们既是这种
信念的历史践行，也是“不忘初心”的一
种现实重申，从而完成了主旋律价值的
当代传递。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副主席）

电视剧《哈尔滨一九四四》：

故事赢于角色 主题胜在信念
□尹 鸿

一条铁路、一组慢车、一个村庄、一
项事业、新一代的年轻人……《幸福慢
车》是作家、编剧孟广顺继《高铁作证》之
后再度被搬上银幕的影片。孟广顺当过
铁道兵，后转业到中铁建，其间读了大
学，那时他就坚信，铁路修到哪里，哪里
就有希望。

关于铁路，关于火车，孟广顺有自然
而然的亲近感，当然也有实际工作中的
切身感受；电影《幸福慢车》讲述了铁路
运营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是国内首
部“公益慢火车”题材的院线电影。在快
节奏的高铁时代，全国31个省市，目前
有80多条铁路慢车在运营。“高铁时代，
慢车运营连年亏损（国家每年要大量补
贴各个铁路局）。可是，山区的老百姓离
不开慢火车，当然，乡村振兴也离不开铁
路的助力。”孟广顺被慢火车上那些默默

奉献的乘务工作者所打动，因而在国家
落地小慢车精准扶贫政策时，他将创作
视角火速切换到慢火车上。

之所以为《幸福慢车》写下文字，源
于我曾被列车乘务员戏称为“铁孩子”。
我的整个初中生涯是在滨州铁路线上通
勤度过的。每日清晨踏上5∶05发车的
绿皮火车，下午放学后，坐车回程。因为
慢，全程20里地，车程12分钟。我曾追
车不得，有过一个人沿着路轨在墨黑的
荒野中前行的经历。

高铁是中国铁路的大动脉，慢车则
是毛细血管。既然是毛细血管，意义不
言而喻。《幸福慢车》里，大学毕业后的男
一号程路被分到5688乘务组，成为一名
列车乘务员。可是他想，慢火车真的太
慢，载不动激情燃烧的青春。他渴望踏
上高铁，以飞扬肆意的气象去弹奏生命

的交响。所以，当得知赵大鹏可以去高
铁工作时，程路的想法越发“枝繁叶
茂”。程路的愿望，源于他的父亲是客运
段的一名火车司机。可当他一遍遍抚摸
自己美丽的羽衣，幻想青春要怎样用来
飞翔时，父亲彻底断了他的念想，他只能
独自怨叹。出乘时，开关车门、行李的摆
放、清扫卫生间等等，在他看来，这些无
比繁复又缺少技术含量的工作，与其欲
要企及的光荣梦想相距十万八千里。于
是，心猿意马的他屡屡犯错。例如车门
复检的重要工作，就被程路忽视了。

多年来，车门复检动作的潇洒和火
车徐徐启动时乘务员对着窗外所做的标
准敬礼，不论何时忆起，都令人肃然起
敬。如今，人生的太阳已日渐滑向山坳，
程路的师父向萍萍对待工作的认真负
责，还是让我彻头彻尾感受到铁路人的
敬业精神，当然还有对时光流转的感怀。

绿皮慢火车是国家历史变革的一个
侧面，承载了几代铁路人的温情记忆。
孟广顺要告诉人们的是，慢火车在不同
时代所承载的价值与意义不尽相同。一
组列车一个世界，除日常工作外，片中的
乘务员还有一个重大使命：帮助百姓对
接交易信息，做好帮扶工作。也因为交
易车厢的存在，鸡鸭鹅猪等被一并带上
列车，它们似初登舞台，目光怯怯，画面
感十足。

在车上贩卖农产品的人中，就有山
区女孩朵朵。父亲不让她上学，她还要
冒着逃票的风险乘车，而每一次都是向
萍萍替她补票。这一举动让程路感到震
惊。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朵朵所在的
乡村竟是一个风景秀美、物产丰富的地
方。不久，赵大鹏提出，要在慢车于山区

停留的间隙给山区孩子们上课。他最终
选择留在5688次公益慢火车上。

这是一个优秀的集体，程路、赵大
鹏、向萍萍三个年轻人不仅在慢火车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经过一番详细
考察，帮助山区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决
心从当地优势物产出发，借着青春的光，
以期点“石”成金。程路和赵大鹏还通过
直播带货，让更多好物走出大山。但村里
人对于网络运营还在积累经验过程中，
难免走一些弯路，加之程路在工作中错
过了救治旅客，他毅然写下辞职报告。

程路真正爱上慢火车，恰是在他意
欲同慢火车告别时。行车当天遭遇暴
雨，站外停车。得益于朵朵用手机给程
路传递“前方危险”的信息，列车紧急刹
车。乘客并不知情，他们断定有泥石流，
强行要求弃车而逃。如此混乱的场面，
向萍萍孤军奋战，因程路危难之中显身
手，方才息事宁人。孟广顺在此处加大
了戏剧冲突，主角身处两难境地，而后

“重生”。显然，一段历练之后，程路不再
是之前的程路，他对慢火车的感情也与
日俱增。

火车在雨中迫停几小时。程路的父亲
作为铁路救援队的一员，带领队员冒雨送
来食物和水。父子相见，几多感慨，程路终
于明白，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铁路人不
改的初衷。孟广顺拍出了行业电影的新高
度，让人民铁路为人民这一光荣传统在影
片中得到了有力诠释。看完电影我想，每
当铁路人向着铁轨、火车，抑或乘客立正
和敬礼时，我们这些人生的旅人或许该在
心里回敬一个礼……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小说学
会会员）

边看边说

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影像书写
——观电影《幸福慢车》

□李红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