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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百年中国电影与文学关系探究∗

徐 兆 寿　 　 　 林 　 恒

摘　 要：对于百年中国电影而言，文学改编不仅是电影创作题材的重要来源，同时也促成了中国电影发展以“影戏”
传统为美学范式，以伦理教化为核心价值的民族特色。 可以说中国文学改编电影史，就是一部中国电影史。 重新

梳理百年中国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可以从中探究到电影作为一种叙事艺术而存在的诸种状态，其中既有达到的美

学高度，也有存在的美学困境，但正是这些存在令我们常常能返回艺术的家园，也能摆脱各种困境，故而研究这些

问题，对今天的电影发展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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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电影自诞生之初便广泛向

各艺术门类学习，包括从戏剧中寻找故事，从音乐中

探索节奏，从绘画中借鉴构图，从雕塑中把握造型

等。 由于电影从建立自身艺术形式开始，便成为一

种叙事的艺术，因而在众多艺术门类当中，电影与文

学的关系最为密切。 然而，文学与电影毕竟是两种

不同的艺术形式。 文学以文字语言为媒介，通过设

置假定的空间场景，依照时间线索进行叙事组织和

情感表达，是一种偏向于时间的艺术。 电影则是以

镜头语言为媒介，通过制造假定时间秩序，依照蒙太

奇进行场景转换和故事呈现，是一种倾向于空间的

艺术。 通俗地讲，就是把文学中所想象的世界转换

为可视可感的“现实”，当然，此“现实”仍然是一种

被艺术处理过的虚构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它更

接近于真实。 因而文学构建的形象具有抽象性和模

糊性，电影塑造的对象则具有确定性和唯一性。 如

果文学和电影所表达的内容都一样，那么，就可以把

电影当成文学的可视化存在，就可以把过去的文学

称为文字文学，而把电影称为视听文学。 这样一种

梳理更进一步告诉我们，电影是有传承性的，它上承

其他六门艺术的不同形式，下启新的艺术样态，但就

叙事艺术来讲，它传承了文学的伟大传统。 当然，作
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它的空间叙事特征和更为便

捷的传播方式反过来又影响到古老的文学艺术，从
而形成相互影响的态势。

一、从“影戏”到小说改编：中国文学

与电影改编的早期阶段

　 　 与人类历史上众多的文化传播一样，新的技术

会随着战争、商业和文化交流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其

他地方，作为当时新技术的电影也随着西方殖民者

来到了近代中国。 彼时的中国，一方面遭受西方列

强的半殖民侵略，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强烈的求变行

动，一部分思想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洋为

中用。 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中国的电影还要讲“中
国故事”，才会被中国人所接受和喜欢，而那时最受

大众欢迎的便是中国文学中的戏剧形式，所以，早期

电影便与戏剧自然结缘。 １９０５ 年，北京丰泰照相馆

直接把戏曲片段《定军山》拍摄下来，放映给民众

看，这是中国第一部电影。它在内容上并没有什么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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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却令中国人感到无比新奇、兴奋，甚至慌恐。
总体来讲，早期中国电影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为 １９１３ 年至 １９３１ 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电

影沿着模仿文明戏和改编鸳鸯蝴蝶派小说两条路径

发展。 这一阶段电影制作者对于影像的了解相对较

浅，只是把电影作为记录戏剧舞台的工具，采用单个

固定镜头将表演过程拍摄下来，电影成为一种市民

廉价的消遣方式和商家谋取利润的工具。 第二阶段

为 １９３２ 年到 １９４９ 年，受当时世界共产主义思潮、左
翼文化运动、苏联革命电影创作的影响，一大批具有

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的“左翼”作家加入电影创作

的行列，以强烈的现实主义创作观念揭露尖锐的阶

级矛盾，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反抗意识。 这一阶

段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批判力得到进一步深化。
由于古典戏剧与电影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

所以中国电影自产生之日就与戏剧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电影是对戏剧的

再传播。 特别是在电影尚被定义为复制物质现实的

“杂耍”时代，电影更需要从传统艺术样式中汲取营

养。 早期电影制作者将传统戏曲直接搬上荧幕，不
仅拓宽了戏剧艺术的传播渠道，同时也奠定了中国

电影的“影戏”传统。 １９１２ 年至 １９１７ 年是文明戏

（早期话剧）兴起的全盛时期，以郑正秋、张石川拍

摄的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１９１３）为代表，一批

制作文明戏的演员以舞台表演的形式出演电影，并
用摄像机完整地记录下来，形成早期电影创作的第

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电影主要模仿文明戏分段式的

叙事结构，内容多以惩恶扬善、插科打诨的家庭戏为

主，其中不乏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映射和腐朽思想的

嘲讽。 张石川拍摄的《黑籍冤魂》 （１９１６）来源于彭

养欧 １９０４ 年创作的小说《黑籍魂》，讲述了一名富家

少爷因为吸食鸦片最终家破人亡的故事。 小说趋向

于明末清初盛行的“社会谴责小说”，真实地反映了

外国殖民侵略下人们悲惨的生活现实，具有一定的

批判性和进步性。 郑正秋主张，“戏剧应是改革社

会、教化民众的工具”①。 这一观点同时被他带入电

影改编中，奠定了中国“戏影”观念的深刻内涵。 然

而，由于文明戏作为一种外来艺术形式，本身难以承

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加之 １９１８ 年之后，文明戏

不再严格遵照剧本演出，因而导致电影质量急剧下

滑，电影与戏剧的关系也由此开始逐渐发生分化。
在电影与戏剧逐渐分化的过程中，电影的娱乐

性、商业性日益凸显。 早期中国电影以商业放映为

开端，电影事业从无到有，与当时商业有着紧密的联

系。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国内民族工商业繁荣发展，社
会游资较为充裕，资本家将目光投向电影业，开始在

各地兴办电影制作公司，其中以“明星” “联华” “天
一”三家最具代表性。 “从 １９２１ 年到 １９３１ 年，中国

各影片公司共拍摄约 ６５０ 部故事片，其中绝大多数

都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参加制作，影片内容多为鸳

鸯蝴蝶派文学的翻版。”②这些影片多讲述才子佳

人、男女情爱、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例如徐枕亚的

哀情小说《玉梨魂》 （１９２４），包天笑的翻译小说《苦
儿流浪记》（１９２５）与《野之花》 （１９２５），张恨水的爱

情小说《啼笑因缘》（１９３２）等，都在流行杂志或时尚

小报上打响名号后，被迅速改编成电影。 由于鸳鸯

蝴蝶派文人具有丰富的小说和戏剧创作经验，同时

又深谙文化市场和小市民心理，因此电影公司也会

直接聘请他们作为编剧，加入电影的制作环节。 除

了撰写剧本，他们还担任导演、演员等角色，不仅使

中国电影和文学创作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也形成

中国电影重视题材现实性和情节传奇性的传统。 在

商业化浪潮与文学改编的推动下，这一阶段相继出

现古装、武侠、神怪三种热潮，可以说是早期中国电

影类型化的开端。 从这一发展历程来看，商业化和

娱乐化对电影的发展有利有弊。 一方面，正是商业

化和娱乐化的要求，促使电影在叙事方面迈开了步

伐，使得小说的电影改编走向艺术化道路；另一方

面，商业化的要求也使得电影始终在大众化、娱乐化

的低端行进，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娱乐内容，导致电

影在艺术和思想方面的追求不足。
然而，社会总是在发展前进的，对进步的追求促

使人们寻找当时最有传播力的手段传播进步思想，
这导致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进步电影的出现。 １９３０ 年，
以鲁迅、沈端先（夏衍）、冯乃超为代表的文学家发

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积极引进和宣传无产

阶级文学思想，强调文艺创作的批判性和真实性。
与此同时，有声电影的出现和苏联电影经验的进入，
使中国电影艺术的表现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九
一八”事变后，国内反日民族热情空前高涨，中国共

产党于 １９３２ 年成立电影小组，在瞿秋白的带领下，
一批“左翼”作家进入电影界，通过剧本创作和文学

改编的方式直接改造电影，掀起了著名的“左翼电影

运动”。 虽然这一阶段直接由文学改编而来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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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多，但“左翼”文学思潮当中的阶级性、批判性、
斗争性和教化意义，却为中国电影的文学改编奠定

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尤其是 １９３４ 年，苏联作家第一

次代表大会正式确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是

为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创作指明了方向。 例如 １９３３
年郑正秋根据自己的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而

来的电影《姊妹花》，描述了一对自幼与父母分离的

孪生姐妹，分别嫁给木匠和军阀后的两种截然不同

命运。 影片保留了原作的故事情节和悲剧色彩，突
出强调了阶级对立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痛苦人生，具
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性，虽然大团圆结局仍带有小市

民幻想情绪，但其中不乏深刻的启蒙和教化意义。
抗战时期中国电影事业虽然遭受严重的打击，但“左
翼”现实主义创作观和“忠于原著”的文学改编观，
却逐渐成为中国电影艺术的主流而延续至今。

二、从“忠于原著”到政治宣传：新中国前三十年

文学改编电影的艰难探索

　 　 早期人们对电影的理解还是文学的图像解读，
在这种现实基础上形成了文学改编电影的早期理

论。 夏衍将其凝练为“忠于原著”的改编理论。 他

的这些理论散见于《杂谈改编》 《漫谈改编》 《谈“林
家铺子”的改编》 《对改变问题答客问》等著作中。
他在《杂谈改编》一文中曾提道：“从一种样式改编

成为另一种艺术样式，所以就必须要在不伤害原作

的主题思想和原有风格的原则之下，更多的动作形

象有时不得不加以扩大，通过稀释和填补，来使它成

为主要通过形象的诉诸视觉、听觉的形式。”③“十七

年”时期，夏衍在《杂谈改编》中强调：改编名著必须

忠实于原著，不伤害原作的主题思想和原有风格。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他又提出改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 夏衍的改编理论对中国电影在文学改编创作实

践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
“十七年”时期的电影多是对小说和舞台剧的

改编。 据统计，“十七年期间，除去戏剧片，故事片

４３５ 部，其中改编剧本 １２１ 部”④，多数迎合广大工农

兵的审美趣味，服务于政治宣传。 “十七年”电影的

文学改编主要围绕革命历史、政治斗争、现实生活三

种题材，内容主要反映中国共产党艰辛的革命历程，
歌颂革命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或者人民群众在争

取解放自由、提高政治权利和生活水平方面做出的

卓越贡献。 例如杨沫根据自己同名小说改编的《青

春之歌》（１９５９），将个人情爱与革命叙事相结合，反
映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凌子风根据梁斌同名小

说改编的《红旗谱》（１９６０），在阶级斗争中塑造农民

英雄形象，反映出革命道路的艰辛与英雄人物的伟

大；凌子风根据据曲波同名小说改编的《林海雪原》
（１９６０），在集体意志中书写英雄神话，谱写解放战争

的传奇史诗；夏衍根据罗广斌、杨益言小说《红岩》
改编的《在烈火中永生》（１９６５），通过反映共产党人

狱中顽强的斗争精神，实现对广大人民群众鼓舞和

教化意义。 可以说，“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改编电

影，基本是在一种宏观的历史视野下，书写波澜壮阔

的革命斗争精神。 以夏衍为代表，强调“文学改编应

当以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使影片的思想

性有所提高，并使观众更容易接受，使观众更能正确

看到事物的本质，使改编后的作品更富有教育意

义”⑤。 对现代小说的改编大多配合当时多变的政

治运动，一方面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一方面表达

艺术家曲线救国的艺术理想。 文学改编基本都原封

不动地呈现出了小说的原貌，使“十七年”成为中国

电影史上文学与电影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阶段。
“文革”时期，文艺创作的突出成就是以《红灯

记》《沙家浜》 《智取威虎山》 《奇袭白虎团》 《杜鹃

山》《海港》《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为代表的“革命

样板戏”。 这一时期的电影主要是对样板戏的翻拍

和改编。 这一阶段的文学改编遵照“三突出”原则，
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

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将正

面人物塑造成清一色的“高大全”的形象，在人物性

格塑造方面受“人性论”的影响，人物显得动作生

硬、语言呆板，缺乏鲜明个性。 在影片的主题表达方

面，这些由样板戏改编的电影为了服务于当时“以阶

级斗争为纲”的政治需要，表现“敌远我近、敌俯我

仰、敌暗我明、敌冷我暖”，不惜将反面人物进行妖魔

化，从而突出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而原剧中真实的背

景、曲折的情节、情趣化的细节则被忽略和削弱了。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电影彻底成为一种“口号

式”的宣传工具。 这种极端的美学观，不仅背离了现

实主义创作观念，同时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电影的

发展。
电影是工业时代产生的一门艺术，具有艺术性、

商业性、娱乐性等基本属性。 新中国成立之初，电影

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天然的大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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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宣传教育意义。 １９５６ 年“双百方针”的提出

为“十七年”时期文学的电影改编提供了良好的政

治氛围，为中国电影发展奠定了严肃、崇高的历史主

题和文化基调。 然而，由于人们当时缺乏对电影本

体的认知，更多地将其作为意识形态教化的工具和

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忽略了电影本身具有的艺术价

值和娱乐功能，违背了电影艺术的美学规律。

三、从“忠于文学”迈向“忠于电影”：
新时期以来文学改编电影的转向

　 　 １９７８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提出了“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基本思想路线。
１９７９ 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重申“双百方针”，指出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

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
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学工作

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

术水平，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

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⑥。 文艺界长期

被禁锢的思想得以解放，文学创作重新回归现实与

人性，开始反思历史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以及集体

主义对个体成长造成的压迫。 在人本主义和现实主

义观念的影响下，文学界相继出现了“反思文学”和
“寻根文学”。 与此同时，电影业从恢复放映业入

手，“十七年”时期的优秀电影得以解禁，长期被压

抑的电影市场得以喘息。 电影体制的不断改革和电

影本体价值的重新讨论，促使艺术家从文学改编出

发，不断探索电影的本体表达，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

第二个文学改编电影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大

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经典

文学和正在发展中的纯文学的电影改编，改编者在

忠于原著的基础上有限度地加以创造。 第二阶段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通俗文学的电影改编，改编成为一

种社会文化语境当中的再创作。 这一时期文学与电

影的关系逐渐朝多元化方向发展。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中国电影被称为“拄着文学

拐杖”前进，无论在创作思潮还是叙事主题方面，电
影始终紧随文学的步伐。 这一阶段“文学的霸权地

位仍然得到大多数业内外人士的肯定”⑦。 从 １９８１
年到 １９９９ 年，历届“金鸡奖”获奖影片基本来自于

“伤痕文学”作品改编。 虽然在改编策略上依旧“忠
于原著”，但是在题材选择上，电影人开始关注普通

人的情感和命运，在叙事方面有意地抛弃戏剧式结

构，并与宏大叙事理性地保持一定距离。 导演凌子

风曾大胆地提出：“改编就是原著加我，别人怎么着

跟我无关。”⑧ 从他新时期对《骆驼祥子》 （１９８２）、
《边城》（１９８４）、《春桃》（１９８８）等经典现代文学作品

的改编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导演根据自身的生活

体验，不同程度地弱化了原著中激烈的阶级冲突，并
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对主人公进行适当的理解和美

化，使影片整体呈现出一种细腻、温情的“陌生化”
效果。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文学与电影积极互动的关

系，不仅使人们压抑、匮乏的精神生活得到极大的满

足，同时也为电影本体表达的不断探索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可以看出，此时的电影虽然取得了很高的

艺术成就，但都是在文学已经设定的范畴下小心地

进行着，电影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的独立探索尚未

开始。
２０ 世纪中期，西方关于电影艺术的独立探索达

到高潮，巴赞等理论家开始建立关于电影本身的理

论，试图从影像的角度而非文学的角度来建立新的

叙事理论，这种理论影响了很多电影艺术家。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这些电影理论和其他文艺、哲学思想一

并涌入中国，国内电影人开始了关于电影艺术的新

探索。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以张艺谋、陈凯

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受欧洲“作者论”的影响，主
张电影丢掉戏剧和文学的拐杖，寻找自身独特的艺

术表达，逐渐从“忠于文学”迈向“忠于电影”。
然而，他们的理论主张与艺术实践之间出现了

反差。 在对电影本体表达的探索过程中，第五代导

演非但没有抛弃文学改编，反而显示出对文学更强

的依赖性。 他们主要从新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汲取故

事和灵感，同时与作家之间建立紧密的互动关系，以
电影的独特表达方式呈现文学小说的主题、情节和

内涵，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一段 “文学与电影的联

姻”。 例如陈凯歌根据李碧华同名小说拍摄的《霸
王别姬》（１９９３），将人物命运与京剧文化相结合，通
过讲述两位京剧伶人的悲欢离合，重现 ２０ 世纪中国

社会的变迁，由此阐发对历史伤痛和传统文化的深

刻反思。 与小说相比，电影当中的时空跨度明显缩

短，人物之间的关系设置更加紧密，在情节的铺设上

更加具有冲突性，甚至人物最终的结局与原著也大

不相同，影片可以说是对原著小说的一种再创作。
新时期文学与电影的彼此交融，不仅使中国电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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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舞台上显示出独有的文化魅力，并且也使文学

创作受到极大鼓舞，很多本来“无人问津”的小说在

改编成电影之后，一时间也变得“洛阳纸贵”。 正因

如此，电影的经济属性和文化价值开始受到人们的

关注和重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促

使中国电影体制进入全面改革时期，电影主管部门

接连发布《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

意见》（１９９３）、《关于进一步深化行业机制改革的通

知》（１９９４）、《关于改革故事影片设置管理工作的规

定》（１９９５）三份文件，将电影业正式从计划经济推

向市场经济。 电影在与电视、好莱坞等娱乐业的竞

争环境中，必须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对故事的趣味

性、娱乐性和商业性加以考量。
如此一来，“后新时期”电影的文学改编便由严

肃文学转向通俗文学，同时在文本的选择上更加倾

向于都市题材。 例如张艺谋根据述平的《晚报新

闻》改编的《有话好好说》 （１９９７），通过讲述都市男

女之间的奇异恋爱，反映现代都市生活的空虚与困

惑；冯小刚根据王朔的《你不是一个俗人》改编的

《甲方乙方》（１９９７），通过讲述四个年轻人荒诞的创

业经历，映射现代社会中情感的疏离和冷淡；杨亚洲

根据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的《没事

偷着乐》（１９９９），通过塑造生活在底层的平民老百

姓，展现中国人丰富的生活情感和哲理等，都使改编

从过去精英知识分子主导的审美理想中解脱出来，
给予当时市民阶层足够的精神支持。 这些由通俗文

学改编的娱乐电影与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交相辉

映，共同构成 ２０ 世纪末中国电影的繁荣发展局面。

四、远离文学与自由加工：新世纪文学

改编电影的问题与忧虑

　 　 ２００１ 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
志着中国电影对外开放进入崭新的产业阶段。 ２００２
年，国家电影主管部门出台《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为电影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电影在与电视、网络、手机等传媒行业的市场竞争

中，走向更为复杂、多元的国际传播语境。
在完全以市场和产业主导的创作环境中，文学

与电影的创作出现了诸多问题和矛盾。 一方面，电
影为了迎合大众口味，开始追求视觉奇观、叙事规模

和明星效应，远离文学性，从而忽视了传统“文以载

道”和“教化民众”的审美理想，导致国产大片至今

难逃“叫座不叫好”的尴尬处境。 另一方面，网络写

作的兴起直接降低了文学的准入门槛，通俗文学逐

渐成为一种“文化快餐”，而纯文学由于其本身的思

想性、先锋性、严肃性，逐渐受到市场的排斥。 影像

的传播话语权逐渐高于文学，作家为挣“快钱”纷纷

“触电”当编剧，或直接进行电影化写作。 正如朱国

华所言，“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必然性对于

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资本经济的协同

作用下，作为艺术领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

向边缘。 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

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字师，或者

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

安，或者从种种语言或叙事企图中冲出重围，却不幸

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⑨。 这一时期文学的电

影改编在多元芜杂的商业环境中主要分为两类，一
类是经典文学改编的商业电影，另一类是网络文学

改编的娱乐电影。
事实上，此时的文学本身也面临诸多困境，如网

络写作的流行使得传统的严肃文学面临挑战，新媒

体传播的大众化对严肃文学带来挑战，影视的强势

发展使文学在社会上的地位逐渐式微，文学界对文

学功能的定位逐渐从中心话语转向小众、边缘。 凡

此种种，使得文学本身也面临着受众小、影响力渐弱

的局面。 与文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世纪以来电

影的发展却迎来前所未有的好时光，一是市场的强

力加入使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电影大国；二是电影在

商业化、娱乐化、产业化发展的同时，在技术和电影

语言的修辞方面得到极大提升；三是影视创作专业

成为高校的新型专业，培养了大批专门的人才；四是

影视学科在高校蓬勃发展，自身的学科范式和电影

美学理论正在建构；五是网络与新媒体的发展为电

影的发展带来更为便利的条件；六是视听传播的逐

渐普及与习惯的养成使得视听传播比文字传播更为

有效，从而使得电影在人类生活中的位置越来越重，
其在精神生活中的中心位置正在形成。

以张艺谋集结众多国际电影工作者和华语电影

明星拍摄的《英雄》（２００２）为起点，中国电影正式开

启了商业大片时代。 电影创作在资本和票房的裹挟

之中，难以保持其艺术上的独立性，文学改编也从

“忠于原著”走向“自由加工”。 庄子在《天下篇》）中
曾言，“道术将为天下裂”，指的是那个学说纷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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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时代，每个人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而对“古之道

术”进行新的解读，“道”也将向不同的方向偏移。
当文学的精神被电影放弃之后，此种“道术”也将裂

为种种。
在这种种“道术”中，有两种得到充分运用，一

种是商业之术，另一种是娱乐之术。 前者如张艺谋

根据曹禺的戏剧《雷雨》改编的《满城尽带黄金甲》
（２００６），将原著中描述的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封建资

产阶级家庭背景，直接改成五代十国时期的帝王家

庭，只保留了基本的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完全不加

掩饰地给人物套上了古装动作片的商业外壳。 虽然

影片在大场面的拍摄和色彩运用上极具视觉震撼

力，但人物关系的构建却在脱离时代语境的状况之

下显得十分牵强，同时原著中对封建资产阶级思想

的讽刺和批判态度也被彻底消解，因而导致影片的

艺术性大打折扣。 与此相似的，还有冯小刚根据莎

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改编的《夜宴》 （２００６）。 虽

然导演有意把西方人文主义精神转化为爱与欲望的

表达，但影片在本土化的文学改编上却有很大的不

足，影片在人物的塑造方面难以摆脱原著情节的束

缚，明星像是穿着中国宫廷戏服上演一出西方话剧，
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使影片多少显得有点不伦不

类。 后者如陈凯歌根据元杂曲《程婴救孤》改编的

《赵氏孤儿》（２０１０），虽然取材于中国古典四大悲剧

之一，但是导演并没有遵循原著所宣扬的传统忠义

观，而是从小人物的内心情感出发，重新书写现代主

义人文关怀，可以说是以古代故事架构当代价值观。
这种具有前瞻性的改编观念虽然值得鼓励，但就当

时正处于发展期的中国商业电影而言，这种自由式

的文学改编仍难以被大众接受，加上影片在人物情

绪的弱化处理上也明显存在诸多逻辑上的瑕疵，故
而导致观众对影片的种种诟病。 由此可以看出，虽
然新世纪以来文学改编电影在题材的选择上更加宽

泛，在表达的形式上更加自由，但导演在面对观众多

变的审美取向、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艺术与商业

的矛盾时，通常呈现出难以取舍的复杂局面，这成为

新世纪文学改编的重要难题之一。
张艺谋曾坦言：“现在我也清楚，中国文学的现

状不像十年前，你很难看到一个小说那么完整和那

么具有震撼力。 现在文学不景气，你不可能看到像

《红高粱》《妻妾成群》那样在思想和意义上都完整

的小说，我们只改动百分之四十。 很多人都这样问

我为什么不自己写剧本，我觉得人是有自知之明的，
我属于借题发挥的类型，我不擅于白手起家，也不擅

长想象。”⑩新世纪以来严肃文学创作的不断边缘

化，间接导致商业电影改编的艺术性缺失，同时也是

当下中国电影“剧本荒”的关键成因。 而网络文学

庞大的读者群体、廉价的传播方式、丰富的影像渠

道，恰好为迷茫的中国电影提供了创作的方便之门。
２０１０ 年以后，网络小说改编逐渐从电视剧走向大荧

幕。 例如，张艺谋根据艾米同名小说改编的《山楂树

之恋》（２０１０），徐静蕾根据李可同名小说改编的《杜
拉拉升职记》 （２０１０），滕华涛根据鲍鲸鲸同名小说

改编的《失恋三十三天》（２０１１），陈凯歌根据文雨的

《请你原谅我》改编的《搜索》（２０１１），苏有朋根据饶

雪漫同名小说改编的《左耳》（２０１４）等，由于十分符

合当下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因而都获得了

不菲的票房成绩。
虽然网络小说改编在短时间为电影产业发展注

入了新鲜血液，但其在初期发展阶段仍带有严重的

盲目性。 网络文学巨大的市场空间和经济效益，促
使大批电影公司开始竞相抢购网络 ＩＰ，并将其内容

进行简单压缩之后直接搬上荧幕，使改编后的影片

不仅在题材、叙事和表达上毫无新意，并且使电影创

作完全丧失应有的艺术价值观。 网络小说创作在影

视和资本的刺激之下，为了进一步夺人眼球，不惜将

大量奇幻、暴力、色情元素融入叙事神话，导致其在

无序的市场竞争中开始过渡纵欲，对现实的架空和

情绪的宣泄，使网络小说与传统文学精神渐行渐远。
文学与电影之间不仅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反
而加剧了彼此之间的恶性循环，同时也间接缩短了

网络小说改编电影发展的寿命。
过分的商业化追求和娱乐化倾向不仅消解了传

统中国由文学教育所建构的意义世界，同时也影响

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将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也消解了。
这是网络语言和影视的娱乐性所带来的结果，一开

始人们只是觉得新奇、好玩，但后来就被它们慢慢地

改变了。 微博、微信和抖音等新媒体的到来，使个人

的日常开始娱乐化、消费化。 技术在方便人类生活

的同时，也打破了一些意义和伦理的界线，对人类生

活开始产生负面的影响。 此时我们会发现，严肃的

文学仍然在保卫人类精神的严肃性，在反思以上这

些人类经验的负面清单。 但是，因为商业和娱乐的

裹挟，不少电影还在追求过分的商业化和娱乐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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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人类的精神生活带来正面的健康的营养。 造成

这种现象的源头之一，就是放弃了文学的崇高追求，
放弃了严肃的文学性。

所以，不难看出，新世纪以来电影的文学性缺失

是当下文学改编电影的关键问题所在。 同时，由于

电影的理论批评还在初建阶段，所以，电影也缺乏基

本的精神护驾。 于是，在这个以娱乐为主导的商业

时代中，电影以其视觉修辞所带来的明显的感官优

势迅速凌驾于文学之上。 当代小说创作为了尽可能

迎合影视改编的需要，逐渐开始以剧本化方式进行

创作，同时小说家也会经常作为编剧直接参与到改

编电影的行列当中。 像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
《我不是潘金莲》、严歌苓的《归来》《芳华》等小说作

品，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动作描写、语言表达方面

均具有强烈的电影化特征，并且这些作品也均被改

编成电影在院线上映。 原著小说家直接介入改编工

作，一方面增强了电影的艺术内涵和精神高度，但另

一方面也使文学创作的独立性受到诸多阻碍，“文学

评论家和他们在戏剧界的同行们一样，多年来一直

为电影对小说的这种影响感到悲哀”。 严歌苓曾

表示，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对小说有伤害。 莫言也曾

经说：“我忘记了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要在小说中表

现自己的个性。 这个性包括自己的语言个性，包括

通过小说中的人物，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包括丰富

的、超常的、独特的对外界事物的感受。”许多作家

在提笔书写之前，就已经开始充分考虑到小说改编

成电影的可能性，便不得不在创作过程中充分考虑

读者的接受能力，以及拍摄成电影的现实性 “资

源”。 如此一来，作家的想象能力和表达能力便被限

制了。 因而，解决当下文学改编电影问题的关键，既
不能单方面地从文学或电影的角度出发，也不能一

味强调文学与电影的从属关系，而应当思考如何在

资本与市场的合谋之中，重新树立中国影视文学创

作的传统和精神。
针对这一阶段文学在电影改编方面存在的问

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反思：
第一，在“忠于电影”的背景下，电影所改编的

文学作品应该有所选择，不是过去认为的文学经典

就一定能够改编为电影经典，而要从画面的角度出

发，考虑哪些文学适合改编为电影，哪些不适合改

编。 然而，目前的电影改编并非人们认为的是要创

造伟大的艺术，而是被商业和娱乐所左右。 电影若

是追求画面的形式主义之美尚可理解，但往往此时

导演心中所想的是他所拍摄的电影有没有人愿意

看，能不能在商业上获得成功，至少要保住投资者的

利益。 这就导致电影首先是为了商业而存在。 很多

剧作家都不大愿意终身成为剧作家，而愿意成为作

家，因为在当今的电影市场中，剧作家不是单独进行

创作，而是要听从投资人、导演甚至演员的意见，最
后的结果是种种妥协之后的产物。 这种合作的模式

往往可以产生大众化的勾兑品，却很难产生莎士比

亚式的伟大剧作。 最重要的是，电影要保证商业的

利益，这便无形中使艺术性让步于商业性和娱乐性。
第二，我们仍然可以从纯艺术的角度去进行实

践，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适合改编为电影。 这仍然

是站在电影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的角度来提出的问

题。 巴赞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很多先锋派的电影

创作者也实践过这个问题。 但是，他们往往被大众

的思维限制住了。 因为在电影创作者那里，他们很

少有作家那样为了自己或少数人进行创作的理念，
他们是为大众进行创作。 电影从一开始就在大众的

狂欢声中站起身来，又在娱乐大众的过程中确立自

己在时代中的弄潮儿形象和地位。 但是，导演们很

少考虑过一些问题：电影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时代核

心精神的体现者？ 电影是否具有过去文学所拥有的

“文以载道”的功能？ 电影可不可以站在人类艺术

的中心广场上进行演说、鼓动，进而改造人心和社

会？ 今天很多导演是不考虑这些问题的。 这使得电

影在抽象表达方面未建寸功，于是便形成了抽象思

想无法用影像表达的观念。 但事实并非如此。 当我

们在观看那些历史纪录片时，思想意识形态的内容

贯彻始终，影像无处不在。 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西方

电影中，对于电影如何进行抽象表达有所探索，但后

来在好莱坞的商业影响下终止了。 中国的电影在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此有过一些探索，但到电影开

始重视票房和商业价值时也终止了，可见，电影艺术

在自身美学的探索方面还远没有开始。
第三，网络文学的娱乐化、大众化、商业化一定

是电影改编的方向吗？ 近二十年是中国电影迅猛发

展的二十年，正是因为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影响，中国

才会有大量资本进入电影市场，中国电影的创作力

才蓬勃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生产国。 但是，我们还

没有成为电影强国，因为我们不能创造出多少伟大

的电影。 伟大的电影是艺术力无比巨大，同时又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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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着无穷商业价值的电影。 网络文学的改编以及经

典文学的 ＩＰ 改编都有在娱乐化、大众化、商业化方

面走向成功的事例，这是需要严肃文学和严肃电影

的创作者们好好借鉴的。 从根本上讲，电影的艺术

力仍然在剧本那里，也就是说在文学那里，因为在文

学中有基本的电影形象、思想高度和面向经典的情

节、语言。

五、重建文学与电影的联姻关系：解决当下

中国文学电影改编问题的对策

　 　 纵观百年中国文学与电影的发展关系，电影从

早期作为复制戏剧舞台的杂耍，到后来作为意识形

态的工具，再到改革开放后与文学的联姻，乃至现在

成为一种兼具商业与艺术的文化产品，人们对电影

本体的认识在实践和探索中不断深化。 电影学者贝

拉·巴拉兹曾预言：“随着电影的出现，一种新的视

觉文学将取代印刷文化。”科技的发展造就了多元

化的信息载体，为视听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温床。 中

国电影经过百年的发展历程，不但形成了本体表现

风格和叙事方式，并且俨然成为当下的主流传播媒

介之一。 拥有数千年传统的文学创作，却不得已经

历一个由“语言转向”到“图像转向”的艰难时期。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认为，旧的媒介不会消失，它往往

会成为新媒介的内容呈现出来。 因而，文学改编电

影不仅是中国电影的独有特色，同时也符合艺术发

展的客观规律。 电影看似掌握了时代的话语权，而
文学不断受到边缘化，但其实两者的命运早已紧密

地结合在一起。 文学的式微将会导致电影落入庸俗

和形式化；文学如果不能积极地融入影像市场，则会

曲高和寡，逐渐被时代抛弃。 因而，文学与电影必须

在互相融合、不断渗透的基础上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首先，电影必须向文学学习独立的创作精神。

虽然电影具有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属性，但它毕竟是

一门相对自足的艺术系统。 如果一味地屈从于资本

和市场，完全依照观众的口味和取向进行流水线生

产，就会使电影完全成为一种赚取票房的工具。 这

样不仅抹杀了电影导演的个人思想和创作热情，同
时也难以使电影成为一种受人尊重的艺术。 虽然中

国文学与电影的发展在每个历史阶段都不可避免地

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左右，但即便是在最

困难的时期，艺术家们也从未放弃自身的艺术使命。
鲁迅先生在面对愚昧、落后的封建旧社会时，毅然弃

医从文，自觉将自身的生命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

命运联系起来，用尖锐的笔触猛烈警醒麻木的国人。
这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文人风

骨和文学精神，在当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道路上，依然值得继承和发扬。 改革开放以

来，相对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为中国电影提供了良

好的创作氛围，第五代导演通过文学改编的方式自

觉成为国家理想的叙述者；第六代导演通过个人的

经历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现状进行批判和反思。 他们

都将个人理想与社会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得到

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
进入新世纪以后，电影创作的精英意识和文学

精神却在商业资本的裹挟之中不断地消失了，作家

和导演在理想和现实的两难处境中沦为金钱的奴

隶。 那些看似受到青睐和追捧的畅销小说和娱乐电

影，不过是工业时代制造的“文化快餐”，始终难以

成为经典的艺术品。 艺术家如果想创作出伟大的电

影，就必须自觉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使命，以自由、
独立的精神进行影像的实践和探索，才能在满足人

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中，不断延长导演艺术创作

的生命力，实现电影应有的社会价值。 退一步讲，文
学有着几千年的伟大传统，从口头传说的声音文学

到文字表达的文字文学，有效地传承了人类的基本

精神和价值传统，这成为人类赖以存在的内在驱动

力。 人类正是拥有这样的精神，才成为人类，与动物

区别开来。 这种基本精神就是人类的正面精神和正

面价值，是友爱、牺牲、荣誉、平等、正义、崇高、自由、
公正、包容、节制、中庸等，凡是与这种精神相违背

的，则是人类精神的敌人，比如过度追求利益、欲望

化、专制、自私、冷酷、狭隘、过分的娱乐化等。 这既

是人类生活的全部精神价值，也是艺术所表达的全

部内容。 现在，当文学逐渐因为各种原因式微，电影

则因为各种原因渐渐踏上传播的核心舞台时，电影

就要自觉地传承文学的这些精神价值。 电影单纯地

探索影像的形式美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探索如何

表达伟大的人类精神，这才是电影的终极关怀。
其次，电影应当重新回到现实主义的创作语境。

在电影大量出现宫廷、玄幻、鬼怪以及虚构历史的创

作倾向时，电影便不再关注现实生活，成为凌空蹈虚

的娱乐品，电影便脱离了时代，脱离了生活，也脱离

了艺术的美学轨道。 这一现实强烈要求电影创作者

尽快回到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重新关注现实，关照

８５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人心世相，为大众点亮心灯。 ２０１８ 年上映的《我不

是药神》就是因为在浊流翻滚的娱乐片中，立足于现

实主义创作原则，对当下医疗问题等进行深入反思，
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社会价值，因而获得业界

与观众的一致好评。 由此可见，现实主义不是艺术

电影的代名词，它并不排斥电影的商业性，相反还会

提升商业电影的艺术价值。 因而，在今天电影创作

重回“现实主义”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我们还应当重构电影的教化理念。 美国

著名影评人罗杰·伊伯特曾说过：“一切优秀的艺术

都在阐释比它所承认的更深刻的道理。”无论是早

期中国电影的影戏观，还是“十七年”电影的教化

观，抑或是改革开放以来电影的改编观，文学与电影

的创作始终没有放弃对批判和教育的追求。 文学改

编电影从郑正秋的“改革社会、教化民众”，到夏衍

的“忠于原著、启智育人”，再到第五代导演“倡导人

文主义，重建民族精神”，中国电影发展所有的突出

成就，始终离不开“教化”一词。 “五四”时期的文学

是一种启蒙和教育，而后逐渐发展为对人性的构建

和挖掘，但在今天以娱乐和消费为突出特征的商品

时代中，我们不再谈及“教化”这一话题，影视更是

在缺失文学性的状况下成为一种大众娱乐工具。 当

下每个人都在接触影视作品，每时每刻都在接受着

它的教育。 影视创作也必须回到文史哲的大传统中

去，才能够有意义、有价值，才会被人尊重和认可。

在以视听为主的时代中，文学是小众的、怀旧的；影
视则是大众的、狂欢的。 如果没有几千年的文学传

统，影视又能传播些什么呢？ 那将是一种精神的灾

难，一种文化的断流。 所以，当代影视的发展要重视

文化与教育，将影视研究纳入民族文化建设当中，并
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唯有如此，文学与电影

才能不断满足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诉求，承担起

涤荡人类灵魂、传承世间文明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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