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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翻拍剧缘何屡屡“毁”经典
2.7分新版《鹿鼎记》、霸道女总裁版顾曼璐，一批翻拍新作引争议仅 2.7 的豆瓣评分， 让?前开播的

新版 《鹿鼎记》 创下了金庸剧有史以来

的最差评。 剧中挤眉弄眼、 咋咋呼呼的

韦小宝被广大网友骂上热搜 “不忍直

视” “像猴戏”。 一部根据张爱玲小说

《半生缘》 改编的电视剧 《情深缘起》，

开播后同样引发了选角失败的争议。 顾

曼璐与顾曼桢这对悲情姐妹花， 由刘嘉

玲与蒋欣两位相对 “靠谱” 的成熟女演

员出演 ， 但在角色诠释中多了几分浮

夸， 少了几分凄凉， 尤其刘嘉玲饰演的

顾曼璐， 举手投足活脱脱一位豪横的霸

气女总裁， 难免丢失了原著中 “没有一

个人物不悲凉” 的况味。

经典 IP 翻拍向来是荧屏上的热门，

近年来，《寻秦记》《粉红女郎》《上错花轿

嫁对郎》等前赴后继地推出新版剧集，收

视大多不俗。但也有一些翻拍剧，因表演

浮夸、制作粗劣等问题“翻车”，个别片段

更是被网友截屏放出，在评论区“吊打”。

应该看到，种种“毁经典”的犀利批评背

后，更多的是观众“恨铁不成钢”的叹息。

在享受完 IP 带来的话题热度和流量红

利后， 翻拍剧如何提升品质使之真正符

合观众和市场期待， 这是创作者需要思

考的问题。

“魔改 ”背后 ，是创新
还是刻意标新立异

近年来， 以金庸、 古龙为代表的传

统武侠 IP， 俨然已成为 “翻车 ” 的重

灾区。 一代又一代的新人通过翻拍剧走

进大众视野 ， 但除了刻意 “造星 ” 之

外， “江湖” 已远， 观众很少能从这些

新版中找到武侠世界最初的义薄云天或

快意恩仇。 而新版 《鹿鼎记》 堪称金庸

剧最新 “吐槽” 泄洪区———从 “撒石灰

迷人眼相逢茅十八” 开始， 韦小宝浮夸

的表演伴随剧情对原著漫不经心的随意

改编， 不断挑战着观众的忍耐度。

要知道， 《鹿鼎记》 是金庸小说的

“异数”， 作家在这部封笔之作中， 塑造

了与传统侠客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

韦小宝， 他油滑鸡贼， 江湖习气重，

既狡黠又具有伪装性， 却也有狂妄倔

强的一面。 这个小混混， 在一系列复

杂历史事件中以戏谑的身姿游走自

如， 只有当师傅陈近南被 “情敌” 郑

克爽害死时， 才展现出全书中罕见的

悲情时刻。 恐怕张一山等主创没能领

会的是， 《鹿鼎记》 是一出引人发笑

的喜剧 ， 更是一部掩卷悲从中来的正

剧。 每当韦小宝施展开 “神行百步” 的

同时， 也让读者感到历史的寒意和封建

王朝的腐朽， 感受到一个在浮世绘中奋

力挣扎的个体命运。

此前的影视化演绎中， 梁朝伟演出

了韦小宝的活泼无邪、 睿智义气； 周星

驰用无厘头喜剧强化了 《鹿鼎记》 的荒

诞与讽刺。 翻拍剧需要不断创新， 但有

价值的 “创新” 需要融入时代气质。 从

选角来看， 张一山并非无一是处， 只是

目前看来， 这个用力过猛的韦小宝集中

暴露的是创作的根本问题， 即缺乏对人

物准确深入的理解与设计———如何更好

地融合经典性与时代性而不是哗众取

宠， 是创作方更应认真思考的问题。

为何“平庸”？ 过度依
赖商业模板而非再造价值

相较于金庸的武侠小说， 根据最新

热门网文 IP 改编的剧集， 更是从诞生

之初就已经站上了 “巨人 （流量 ） 的

肩膀”， 加之网文产业成熟的商业化运

作 ， 早已形成了一套从选角到制作宣

发相对固定的商业模板 。 然而 ， 过度

倚重工业化体系 ， 缺少对艺术创作的

尊重， 也使得一些 IP 剧暴露出套路有

余、 新意不足的问题。 这些作品或依赖

主演的 “票房” 号召力、 或依赖原作的

影响力 ， 在播出后能够引发一波小高

潮 ， 但随着剧情的不断推进 ， 故事空

洞、 人物形象扁平等问题纷纷浮现， 口

碑和播放量都乏善可陈 ， 最终难逃高

开低走的结局。

近期热播的古装剧 《燕云台》， 就

显现了低分 “大女主题材 ” 的共同困

境———绝不允许自己 “输” 的大女主，

也绝不允许自己不 “美 ”。 观众发现 ，

无论是在草原上纵马飞驰， 还是在床上

忍痛生产， 萧燕燕始终保持着一丝不苟

的发型、 精致明艳的妆容与波澜不惊的

神情。 固化的表演方式， 失 “真” 的表

现方法， 让不少观众不得不选择了倍速

播放， 甚至弃剧。

IP 的影视化创作 ， 不同版本的高

下之分， 并不难认清。 譬如， 同样改编

自张爱玲的小说 《半生缘》， 许鞍华导

演的电影版令人难忘 ， 不仅因为吴倩

莲、 梅艳芳、 黎明和葛优的超级阵容，

更是源自作品准确再现了原著看似风轻

云淡转身悲凉沧桑的神髓。 重要的是，

影片拍出了自己精彩定格。 如， 沈世钧

与顾曼桢第一次吃饭， 沈世钧一双筷子

放下去不是， 拿起来也不好， 正是拘谨

局促、 小心翼翼的时候； 导演让一只小

蚂蚁从顾曼桢细巧的手腕上爬过， 同桌

吃饭的许叔惠并未注意到， 沈世钧却定

睛看了许久……

文化

生与死的拉锯，也是两个世界的交融与抵触
从《静静的嘛呢石》到《气球》，万玛才旦讲不完的藏地寓言

一个家里已经有了三个男孩， 母亲

能不能决定不要肚子里的第四个孩子？

影片《气球》的矛盾爆发在这个点，让它

在当下的语境里很容易获得女性主义立

场的解读， 性别的视角和议题甚至盖过

了导演在影片一开始刻意凸显的意

象———生命的繁殖和衰亡， 新生和死去

的相持，是凌驾于性别和物种的。 当然，

事关生命的制造与繁育， 女性在其中遭

受的困境和痛苦总是成倍于男性所负担

的。影片激发了一个有痛感的两性议题，

尽管它的着力点并不在此。

《气球》是导演万玛才旦的新作，像

他之前的若干作品， 这电影来自他创作

的小说。 在他的故事里， 主角的名字在

藏文里是有深意的。 比如 《塔洛》， 意

思是逃离者，那是一个关于身份的故事，

牧羊人进城拍身份证照， 却终于在城里

的世界迷失了自我认知。比如《撞死了一

只羊》里，卡车司机和杀手都叫“金巴”，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施舍”，一个男人在

他混乱的梦里， 替一个同名的男人完成

了对方的心愿。这次的女主角叫“卓嘎”，

在藏语里，这是“意志顽强的莲花”。万玛

才旦塑造了这些看似并无共同点的男人

女人，盲目的人，放不下执念的人，坚定

的人， 而他们共同的困境是被两个时而

交融、时而撕扯的世界夹击着：一个是精

神维系的信仰世界， 那是过去与现在、

死者与生者、 神鬼和?常共存的世界；

另一个是翻天覆地的物质世界， 摩托车

取代了马匹 ， 牧羊人走进 KTV， 小喇

嘛着迷于 《西游记》。

在卓嘎的困境里， 有关女性身体自

主权的性别议题和古老的生命观含混地

纠葛在一起，女医生劝卓嘎放弃孩子，这

是女性的立场， 更是 “现代性”“科学理

性”世界的态度；而包括卓嘎妹妹在内的

家人，坚信未出生的孩子是“死去亲人的

转世”。

小说 《气球 》发表于 2017 年 ，那一

年，张杨导演的电影《冈仁波齐》意外成

为影市爆款，票房过亿元，无数城市观众

在这部记录藏人朝圣之路的影片里，寄

托了“诗与远方”的想象的救赎。《冈仁波

齐》的商业成功让“西藏”又一次成为创

作的热词，而许久以来，那片高原总是被

描绘成纯洁的圣地， 一块尚未被当代的

物欲和消费主义所染指的飞地。“诗与远

方”这类故事之所以糟糕，在于它们是盲

人摸象般不完整的。

在这个意义上， 万玛才旦写作和拍

摄的“藏地故事”，是一种反击。他首先反

击的是外部视角下的奇观叙事，当《静静

的嘛呢石》出现时，有评论认为这是“藏

族导演把藏族真实的生活铺展于银幕”，

很快，在他后续的作品中，敏锐的观众能

感受到， 上述的评论本身也是导演要反

击的———他拒绝去陈列自然主义的 “?

常”， 他的作品与其说是现实的， 不如

说是寓言的， 用?常的细节组装出隐喻

的整体。 万玛才旦曾说， 他所有的创作

出发点是 “用我的方式讲故乡的故事”，

他是个喜欢讲故事的人， 故事发生的现

场和讲述的现场， 往往是荒诞的喜剧感

与撕裂的悲剧感同在。 这也许要追溯到

万玛才旦在西北民族大学求学时的心理

体验： 一边是唯物主义的知识体系， 另

一边是唯心主义的古老学科， 哪头都不

能落下。 他在两个世界之间游走， 一个

边界上的人， 反复地书写起边界的消融

和碰撞———

小喇嘛的生活被寺庙和家分成两

半，庙里的老喇嘛静静地刻嘛呢石，回家

的小喇嘛看着哥哥穿着牛仔裤在晒谷场

上跳迪斯科； 藏族姑娘始终没能找到她

的“智美更登王子”，她随外乡人走了很

远的路， 只看到村里的藏戏班子人去楼

空； 老牧羊人心爱的藏獒被儿子高价卖

给狗贩子，成为城里富人的宠物；剪掉了

辫子的牧羊人在声色犬马的世界里遗失

了自己的“身份”……

一个因为信仰的支配而具有魔幻和

超现实色彩的文化，被现代理性以及富裕

的物质主义渗入，万玛才旦在其中看到了

混沌，也看到了诗意和温柔。 冲突是存在

的，痛苦也是存在的，但并不是一个世界

吞噬另一个、一个世界拒绝另一个这样简

单粗暴的二元论。 他置身其间，感受信仰

和世俗的拉锯，难免动摇和惶惑；但他也

不止一次地公开表达过，享受着现代文化

的人们要求保留一个纯洁原始的“结界”，

“世外桃源”的幻想是不人道的。

左右为难的卓嘎会做出什么样的决

定？《气球》留下开放式的结尾，这存了和

解的希望，有抵触、有摩擦，又无法避免

互相渗透的两个世界， 可以在某些时刻

达成交融的共识。 就像他返乡时的那点

感触———纵然人、事、物都变了，但山坡

还在，土地不变。 导演万玛才旦的新作 《气球》。 图为电影海报。

在党的诞生地再度敲响信仰的“晨钟”

原创歌剧《晨钟》将于周末上演，为“艺起前行”优秀新创舞台作品上海展演收官

“哪怕我们远隔千里， 我们的内心

向着同一个目的……她就叫中国共产

党！” 这段讲述李大钊雪夜送别陈独秀

前往上海的抒情二重唱片段， 昨天下午

由上海歌剧院原创歌剧 《晨钟》 主演于

浩磊、 陈朝宾在上海大剧院激情唱响。

尤为特殊的是， 见证演员唱响这段旋律

的， 还有另一组 “南陈北李”。 借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休馆翻新之机， 上海歌

剧院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联合策划了

“‘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 雕像陈列” 活

动。 作为展厅中的重要展品， “南陈北

李” 雕像首次 “走出” 一大会址， 在上

海大剧院特别展出。

原创歌剧 《晨钟》 以中国共产主义

运动先驱、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为主人公， 展现以他为代表的一

批中国共产党先驱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为共产主义慷慨赴死之初心使命与伟大

品格。 而这， 也是上海文艺工作者， 身

处党的诞生地， 希望以创作致敬革命先

驱、 礼赞城市的使命与初心使然。

“上海应该是出大作品的城市 ！”

作为新版 《晨钟》 的导演， 熊源伟感慨

尽管这次合作的上海歌剧院演员都是年

轻人， 但大家都有一种精品意识， 让这

部作品真正打动当代观众 。 接手该剧

后， 熊源伟仔细研究专家的修改意见，

将该剧的创作重点归纳为三方面———戏

剧性、 歌剧性和情感性， 进而最终与主

创为该剧梳理出 “寻道———行道———殉

道” 的戏剧线索。

“寻道” “行道” “殉道” 六字， 不

仅是主人公李大钊伟大一生的写照， 更

是先贤们探索中华民族的未来， 第一代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对理想信仰的身体力

行 。 而这也正是上海歌剧院与新主创

团队的共鸣 ， 新版 《晨钟 》 为一百年

前的 “晨钟” 讴歌， 更为一百年来不忘

初心、 浴血奋斗、 艰苦开拓的一代代前

赴后继的革命青年们讴歌。 在具体创作

中， 熊源伟特别提到， 作为讲述中国故

事的原创歌剧， 他尤其希望在歌剧这个

西方艺术样式中， 融入东方写意诗化的

特点。

回望自该剧立项之初至今的四年多

时间里， 围绕剧本、 音乐、 舞台呈现等

各个方面， 上海歌剧院听取各方意见几

易其稿， 并通过音乐会版、 舞台版、 巡

演版、 讲演版等多个版本数十场的演出

边演边改。 今年疫情发生以来， 上海歌

剧院丝毫没有懈怠， 歌剧 《田汉》、 舞

剧 《嫦娥之月亮传说》 接连首演， 新版

《晨钟》 也在积极孕育之中。

“这次修改可以说是最充分的一

次。” 作为该剧的作曲， 再次拿到剧本

的作曲家许舒亚同步对音乐进行了大刀

阔斧的修改。 在这个过程中， 他再次为

其中的歌词所深深打动， 为之谱出了更

为动人抒情的咏叹调与激励人心的合唱

段落。 他说： “希望这部剧的音乐， 能

够长久地留在上海歌剧院的曲目库里。”

昨天活动现场， 作为剧中李大钊的另一

饰演者韩蓬演绎的 《为了四万万同胞》

唱段就是其中之一。 “我要在这里站着

死， 是为了你们 （四万万同胞） 能够站

着生” ———这句让许舒亚尤为感动的歌

词， 透过他再度谱写的铿锵旋律， 直击

人心。

在剧本、 音乐都作出重大调整的同

时 ， 《晨钟 》 此番还邀请了多媒体设

计师丰江舟加入主创团队 ， 对多媒体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 “上海上海”

和“相约建党” 等多段的多媒体投影将

焕然一新呈现给观众 。 另外 ， 该剧的

部分舞美 、 道具 ， 在力求更有质感 、

兼顾历史与当代审美的同时 ， 也通过

二度创作 ， 为演员的舞台调度提供更

大便利。

该剧将于 28 ? 、 29 ?上演 ， 为

“艺起前行” 优秀新创舞台作品上海展

演收官。 之后， 《晨钟》 剧组将再次进

入下一轮的修改周期， 力争在 2021 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 以精品

姿态亮相 。 届时 ， 该剧将展开全国巡

演， 并有望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茛根据张爱玲小说

《半生缘 》 改编的电视剧

《情深缘起》陷入选角失败

的争议。 图为该剧海报。

▲新版《鹿鼎记》引来观众吐槽，新版韦小宝太过浮夸。 图为剧照。

于浩磊、 陈朝宾演唱歌剧 《晨钟》 片段。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