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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改编文学作品，常常是将文

学作品“打碎”，作为素材重新创作。

中国第五代女导演刘苗苗在中国艺术

研究院日前举行的“电影的文学精神”

论坛上谈改编体会时说：“改编就是在

原作中找到自己内心中能够和作品本

身接通的东西，这样才能够完成从文

学形式到电影形式的置换”。作家石

一枫曾说过：“我们前辈作家以文字思

维居多，而我们这代人是画面性思维，

是先蹦出画面，然后再把画面翻译成

文字，因为从我这代开始的中国人生

活中有了屏幕，这不但影响作家的写

作，也体现出电影对文学的影响。”我

认为电影和文学天然有着不可分割的

联系，但文学和电影又是两种不同的

艺术形式，照搬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改编过程中，电影如果没有实现形式

的置换，再好的小说也拍不好。

当下我们再次思考这个话题，是因

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电影工业长足

发展，电视市场持续扩大，观众对电影

的需求不断增加，当下的市场经济语境

中，资本按照电影作为文化产品的要

求，不断要求电影导演满足观众在不同

时期对不同类型、不同话题、不同题材

电影的各种审美需求。从电影工业的

角度来考察，这样的要求也无可厚非，

导演必须不断将摄影机转换、移动、聚

焦于不同的领域，不断改变创作的角

度，不断进入新的生活空间。有时候，

某些导演进入某个不熟悉的领域，临时

上马，难免捉襟见肘。一些电影项目在

没有打磨好剧本的情况下仓促上阵，致

使主题肤浅、人物苍白、故事经不起推

敲。而作家就不一样了，大多数作家往

往几十年如一日地在自己熟悉的题材

领域和生活空间中下潜深挖，他们对自

己长期涉足的世界了如指掌，如数家

珍，他们在这里找到了最生动的形象，

发现了最曲折动人的故事，体验了最深

刻丰富的情感。除了万玛才旦、贾樟

柯、王小帅等少数导演在自己熟悉的土

壤中长期耕耘外，大多数导演会根据观

众、市场和资本的需要，不断变化新的

领域，不断突破自己的创作空间，尝试

拍摄各个时代、各种地域、各种类型、各

种题材的电影故事，他们“打一枪换一

个地方”，每换到某一新的领域，就要重

新开始深入新的生活，在进入新生活

后，不会在短时间内达到熟悉这个领域

的作家在这里耕耘几十年获得的深度

和丰富程度。所以寻找成熟的文学原

作，和专业的编剧一起，用电影的方式

改编它们，这是最好选择。

当我们回首中国电影走过的道路，

不难发现，获得国内外大奖的中国电影

作品很多都改编自文学名著。不仅有

《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

义》《聊斋》等古代经典名著，有鲁迅、茅

盾、巴金、曹禺、老舍、沈从文、钱钟书、

张爱玲等一大批现代作家的作品，更有

莫言、余华、陈忠实、刘恒、刘震云、贾平

凹、梁晓声、刘慈欣、麦家等一大批当代

作家的作品，还有唐家三少、猫腻、江

南、天蚕土豆、辰东等知名网络作家的

作品。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

影史，几乎就是一部文学改编史。这些

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不乏成功之

作，但也有一些作品由于没有准确把握

电影与文学的重合点和区别点，而稍显

逊色，有些作品还曾引起了争议。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比较电影与文

学的意义不外乎三个方面：其一，我们

的改编者要寻找文学与电影两种媒介

的分歧点和交叉点，处理好这两种艺术

形式的转换；其二，电影创作者要更加

明确电影的特殊性，扬长避短，更大限

度发挥银幕视觉表现力的艺术优势，在

人工智能时代创作出独具异彩的影像

视听美感；其三，影视工作者要从电影

电视的特殊规律出发，从空间艺术和时

间艺术的交叉点入手，吸取文学营养。

还有，电影导演要敢于向文学作品靠

近，以电影的视听方式呈现文学原著中

最能打动人心的精神、主题、人物、故事

和情感。

文学精神与电影精神交相辉映
□张 卫

由于空间特性，电影媒介有着不同于文学媒介的

特殊编码规律。其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时空的综合性。作家在创作构思时，有时通过联

想和想象，调动大脑中的记忆表象，产生形象感，但有

时可能没有具体形象，只有内在感受和无形的思绪，

以及在延续时间中发展着的思想和情感，从而进行着

抽象思维。而电影艺术家在构思过程中一刻也离不开

空间形象，他的任何思绪、感受和思想都必须以空间

的造型来表现。作家构思时不一定考虑人物的活动和

画面的转换，他可以让人物在静止的状态下存在，可

以慢条斯理地进行人物心理描写，例如俄罗斯作家冈

察洛夫撰写的小说《奥勃洛摩夫》，开头就用了10多

页文字来描述主人公醒来后躺在床上的心理活动。对

于电影导演和编剧而言，则很难对这段内容进行艺术

处理，因为他们在面对人物的心理描写时，必须考虑

人物的动作和人物背景的变化以及拍摄人物的摄影

机运动以及角度的变化。所以电影是在时间和空间层

面上同时展开的。所谓时间，就是考虑镜头的内部运

动和外部运动，所谓空间就是考虑画面的构图及其造

型样貌。电影思维的综合性，就是画面造型与运动演

变的融合，就是物质现实的空间状貌及其流动变化的

具体过程，这就要求导演既要有明确的空间构图意

识，又要有具体的时间发展意识，即便写人物的情感，

也必须把它在时间中的发展及其在空间中的形态结

合起来考虑，设计情感生发的外部动作线。

麦家小说《解密》中的主人公容金珍内向孤僻，只

在自己的精神空间里驰骋，在数字和密码的迷宫里随

心地游走，时常进入到无我的状态。他把所有心血和

精力都投入到数学世界中，对外部世界置若罔闻，甚

至在梦境中也在进行着数字和公式的演算。这部影片

中701所的现实空间，几十年如一日的单调刻板、恒定

不变，日常工作的外部形态，不外乎办公桌、密码本、电

报机和穿着中山装的工作人员，几乎没有较大的动态

变化。对于电影艺术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矛盾。好在

小说原著提供了主人公做梦与释梦等关键性内容，导

演陈思诚也就借势搭车，将梦境的营造作为创作这部

影片的重要抓手，用运动的视觉影像表达了主人公脑

海中的梦境和心理活动：渺小的人物在灯柱般巨大的国

际象棋棋子之间穿梭，1000米高的海象尸体下，微小的

数学老师在仰望，观众如同进入小人国的故事空间……

观众还看到了逆反常规的色彩奇观：浅黄色的沙滩变

成了血红色的，巨大的计算机呈现压抑的黑色，高大的

迷宫呈现灰黑色……观众还看到了触目惊心的失序奇

观：狂风将屋内的所有陈设全部卷走，高耸入云的摩天

轮轰然倒塌……所有这些物象的运动，使得主人公的

内心活动具有了电影的可视性和运动性特征。

视听的交融性。作家的创作也会涉及声音的描

写，然而这种声音并不诉诸听觉。电影作为用二度平

面表现三度空间的艺术，如果没有声音就表现不出三

度空间的立体感，所以真实的声音具有强大的空间表

现力，它能使观众产生空间幻觉。现代电影观念早已

把声音作为重要的剧作元素，电影的编剧和导演在构

思时总是把视觉和听觉结合起来，考虑运用音乐、音

响和自然界的各种真实声音与画面的有机融合（如音

画对列、音画分立），力图以视觉美和听觉美的交相辉

映塑造形象、传达感情。

蒙太奇的具象性。电影大师从文学名著中发现蒙

太奇的例子一向被当作电影就是文学的佐证，但文学

中类似蒙太奇的连接与电影中的蒙太奇连接具有明

显的区别：文学连接的是想象中的形象，电影连接的

是可见的空间构图，电影的蒙太奇能产生运动感。

有人认为电影是一门空间艺术，有人认为电影是

一门时间艺术，通过研究电影与文学的重合与区别，

我们发现了这样的矛盾现象：说电影是类似于绘画的

空间艺术，可它又在时间中延续，所以它不是纯粹的

空间艺术；说电影是类似于文学的时间艺术，可它又

在空间中展现，所以它又不是纯粹的时间艺术。那么

它是什么呢？它是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集时间与空间

于一身的综合艺术。电影融编、导、演、摄、录、美于一

炉的本质，就是时间与空间的融合，融合之后，空间艺

术与时间艺术的对立调和了，彼此的局限缩小了，双

方互取所长，互补所短，牢不可破地化合成时空统一

体，兼有两种艺术的特长，同时发挥着空间呈现和时

间延续的双重优势。

1电影大讨论语境下对电影与文学关系的再思考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影界展开了“电

影文学性”的大讨论，起因是时任文化部电影局

副局长，同时也是著名导演的张骏祥，在一次会

议上做了《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长篇发

言，他认为应该全面重视电影的文学价值，并且

指出“文学价值”的内涵：一是作品的思想内容，

二是形象的典型塑造，三是文学的表现手段。

一些电影理论工作者对他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

法。当年10月，著名电影理论家郑雪来撰写了

《电影文学与电影特性问题——兼与张骏祥同

志商榷》一文，在《电影新作》1982年第5期刊

出。他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了电影界关于

“电影文学性”更加热烈的争鸣。

上世纪80年代初，电影界这场大讨论的时

代语境是：新一代导演在“思想解放”的思潮影

响下，追求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追求电影视觉语

言的独特表现力，在电影创作中展开了多方位

的视听探索。在这一背景下，我在大讨论的之

后两年间，将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

和补充，在逻辑上既分析文学与电影的二元对

立和相互差异，又承认二者的二元并立和彼此

交融。我认为，电影侧重于空间艺术，文学侧重

于时间艺术，电影与文学具有重合点，但电影作

为独立艺术也能像文学那样讲述故事、塑造人

物、表达思想，文学也具有电影的空间表达特

点，可以描写近景、中景、全景、远景中的人物和

景物，可以像电影那样用画面描写创造意境，可

以完成画面的流转和变换，可以像电影那样描

写物质现实的运动感，可以像电影那样用人物

的外部动作塑造性格、揭示心理、表达情感。至

于电影的蒙太奇，电影前辈们早已从文学名著

中寻找出无数例证，苏联电影导演爱森斯坦认

为，美国导演格里菲斯的平行蒙太奇来源于狄

更斯的小说，他从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俊友》里

发现了中景、全景、远景的蒙太奇组接，他时而

惊呼诗人普希金是蒙太奇的大师，时而赞叹诗

人马雅可夫斯基“不是按照诗行的界限而是按

照镜头的界限划分的”。他还声称：“弥尔顿的

诗是我们学习电影的最好的学校”。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电影与文学都具有时

间艺术塑造形象的方式。两者尽管有重合点，

但毕竟文学以文字手段塑造形象，电影以空间

画面塑造形象。那么“文字与形象的关系”“画

面与形象的关系”是否相同呢？首先我们来看

文字与形象的关系，词表达的是概念，词与它

表达的事物之间有差别，例如汉语中“太阳”一

词是太阳的符号，物质太阳的圆、红、热等种种

形象特征在“太阳”一词里没有任何表现，一个

不懂中文的英国人不知“太阳”一词为何物，一

个不懂英文的人也不知“sun”就代表太阳。

所以语言文字本身没有形象性，它只是符号，

它只对通晓这门语言的人具有唤起形象感的

功能，而且唤起的形象只存在于个人的脑海

里。所以对文学来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

哈姆雷特，不管谁改编《红楼梦》，不管选择谁

饰演林黛玉，都会有观众不满意，因为导演选

择的林黛玉绝不会与所有观众心中所想的完

全一致。

电影则不同，电影手段与形象的关系是：

不论是记录在胶片上的形象，或数字摄影机用

数字信号编码而成的形象，还是AI生成的形

象，都是同一种存在。电影（视听）形象不以文

字符号为媒介，它直接诉诸观众的视觉，具有

物质的空间显现特性。电影是空间艺术，它像

绘画那样具有空间艺术的审美意义，镜头以撼

人心魄空间表现力给观众以巨大的心理冲击，

画面以独特的构图魅力和色彩运用吸引观众

的注意，摄影形象以别具一格的视角、构图和

布光让观众迷醉其中、流连忘返，所以电影所

独具的视听美感是文学不能取代的。电影选

择了某一演员，一万个观众看到的只有一个原

版的演员形象，谁演的这一角色就是谁，观众

不可能生发脱离原形象的自我想象。所以，电

影的形象是直接的，文学的形象是间接的；电

影的形象是具体的，文学的形象是抽象的；电

影的形象是单一的，文学的形象是多义的。正

是这个原因，我们看到一些文学作品改编为电

影后，其丰满立体的形象直接搬上银幕后可能

就变得肤浅了，小说形象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和

深刻性则有可能消失。有时则出现相反的情

况，原作中看起来很一般的元素搬上银幕后就

强烈了，原作中看起来很单调的东西一搬上银

幕后就丰厚了，这正是电影与文学各自的艺术

特性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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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改编文学作品：在差异中寻求神似与形式置换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不仅以光影画面震撼着观众的视觉，更以其内在的文学性触动着人们的心灵。如何理解电影的文学
性，找到文学与电影的相通契合之处，是当下电影创作与研究面临的普遍问题。本版讲堂栏目特邀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研究
员张卫，围绕电影的文学性这一核心主题，深入探讨电影剧本创作的文学性与电影性以及从文字到影像的转换等创作议题。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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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少勇（侗族）
“亮丽内蒙古”翻译作品
黄羊的故事（小说）……… 巴图孟克（蒙古族）

庆 和（蒙古族）译
天际闪耀的白鹤（散文）………………………
德·布仁套格套乎（蒙古族）…吴田宝（蒙古族）译
干牛粪（散文）……… 峰·斯琴巴特尔（蒙古族）

艾日贡（蒙古族）译
游井冈山（散文）……… 乌云格日乐（蒙古族）

高 乐（蒙古族）译
秋 风（诗歌）…… 尧·额日敦陶格陶（蒙古族）

道·斯琴巴雅尔（蒙古族）译
石头在草丛中沉睡（诗歌）…勒·恩克哈达（蒙古
族）

包国美（蒙古族）译
牧草摇曳（诗歌）… 色·乌力吉巴雅尔（蒙古族）

韩淑梅（蒙古族）译
云客厅 雪山筑路，笔耕高原（访谈）

……… 主持人：徐海玉（朝鲜族）
嘉 宾：降边嘉措（藏族）

评论 在文艺政策指引下藏族作家创作的
“涌动、丰收、转向”…朱永明（藏族）

第六届青稞文学奖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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