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网站连载到进入影视化工业流水线，都要经历一个不
短的过程，原作时间久远是编剧们在改编过程中普遍要面对
的问题，但不是唯一的问题。

“网文原作时间久远”
应该为改编剧的差评背锅吗？

胡晴

一种关注

出乎很多观众的意料 ， 《白蛇·缘
起 》飘飘洒洒的国漫风犹在眼前 ，作为
续篇的 《青蛇劫起 》却彻底不按套路出
牌。 人们大约会以为，影片开头水漫金
山的壮观奇景会预示一个奔涌着情感
的复仇故事；但当小青被法海妥妥地超
度之后，故事画风一转就来到包罗万象
的修罗城，那个懦弱的许仙从此不见踪
影， 那个优雅的白娘子也必须变脸，只
有妩媚的九尾狐宝青坊主继续扮演着
穿针引线的角色。 这已不仅仅是简单地
向徐克的《青蛇》致敬，小青和她的修罗
城分明是追光动画大刀阔斧开辟出的
一个新世界。

“只取一点因由，
随意点染”的游戏景观

因为无所羁绊，影片的想象空间变
得浩瀚无际。 修罗城的时空设定是介乎
生死之间的混沌世界 ，因其混沌 ，所以
可以无所谓道理和逻辑。 小青在修罗城
的故事总体是一次狂欢式的景观游历。

人类的 ，神怪的 ；古代的 ，现代的 ；东方
的 ，西方的 ；经典的 ，时尚的 ；大相径庭
的视觉元素伴随着小青的战斗移步换
景、纷至沓来。 神话的牛头帮主可以和
古典的司马官人交手，青锋宝剑也可以
和狙击步枪对决，摩天大厦耸立中稍转
几个街口便是山间翠谷、 亭台楼阁，宝
青坊的修罗城分号可以直接命名为万
宜超市，蜘蛛精的座驾是伸出机械臂的
公交车，章鱼庇护者的躯体内满是金属
部件……似乎很难用统一的美学标尺
为《青蛇》定位，刚刚是满满的赛博朋克
风， 又须臾转换为精致的水墨中国风；

刚刚废墟满地的颓败末世风，又终将回
归到西子湖畔的恬静现实风。 在令人眼
花缭乱的场景桥段与人物细节中，观众
们常常可以看到似曾相识的动画场
景———《寻梦环游记》 的生死穿越，《千
与千寻》 的吊诡神隐，《小黄人大眼萌》

的萌宠可爱， 漫威世界的奇幻科技，甚
至《头脑特工队》的核心记忆，但是往往
还没等观众细细反应过来，镜头却很快
将你旁逸的联想裹挟而去。 导演大抵是
只取一点“白蛇传说”的因由，便无拘无
束地 “随意点染 ”，但又不像鲁迅做 《故
事新编 》那样 ，即便 “随意点染 ”也有牢
牢的建筑在现实土壤中的理念根基。

只有后现代的拼贴风能够比较贴
切地形容本片的视听形态。 但后现代主
义的创作本质上去中心的、 解构的，而
小青的故事依然是有着 “情与劫 ”的意
义建构。 那么有趣的问题来了：追光动
画为什么要这样做 ？ 创作者难道不明
白，形式的过于奢华铺排有时会淹没内
容的有效传达？ 原因或在于，首先，奇谲

变幻的 3D 动画场景是真人电影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也是绝大多数国内动画公
司难以企及的技术天花板，而追光动画
在本片中的“炫技”般的展演，仿佛是在
穷尽各种动画技术的可能———无论动
态的打斗还是静态的渲染，无论人物的
建模还是细节的传达，本片都达到了臻
于完美的境界。 于是，观众们即便会吐
槽故事的严密程度，也很难拒绝美轮美
奂的视觉诱惑。 在一个移动短视频传播
风行于世的网络空间，人们自然很快会
看到无数精美片花的纷纷扬扬。 再者，

景观的碎片化也意味着故事的段落化，

本片一线串珠式的叙事结构中，大女主
小青的游历类似于网络游戏主人公的
日常冒险，一场场扣人心弦的战斗其实
就是一次次攻坚克难的过关，水到渠成
的终极对决其实就是游戏终局的尖峰
时刻。 小青的游戏就是观众的游戏———

谙熟游戏模式的年轻人大可以在各种
熟悉而又陌生的代入情境中释放竞逐
的快感。 如果说，《白蛇·缘起》带来的是
合家欢的惊喜，那么《青蛇劫起》更多地
是属于年轻人的游戏景观狂欢。

“情不知所起，一
往而深”的执念漩涡

但小青毕竟不只是游戏人物，作为
光芒四射的贯穿全场的电影女主角，她
被影片赋予了单调而又纯粹的人物情
感———解救小白姐姐的执念。 这个执念
让她心有不甘地堕入修罗城中，又不顾
一切地要冲出修罗城。 这个人物设定，

像极了 《牡丹亭 》里的杜丽娘 ，“情不知
所起 ，一往而深 ，生者可以死 ，死可以
生”， 情感的奔流绝对可以冲决生死的
界限。 不过杜丽娘的情只是“似这般花

花草草由人恋”的爱情，在本片中，因为
小白身份的暧昧不清，小青的情感漩涡
是复杂纠结的，有前生姐妹共同修炼千
年的亲情，有与小白转世的蒙脸男并肩
作战的友情，也有生离死别时和蒙脸男
产生的爱情。 三股情感的交错涌动形成
了强大的戏剧力量，不可避免地将小青
推入了预设的“过关”模式，这在影片中
称为“劫起”。 修罗城里的“四劫”真是好
看，漫天翻卷的风劫，烽烟四起的火劫，

波涛滚滚的水劫，云雾弥漫的气劫。 如
前所述 ，“劫 ” 固然成就了追光动画的
“炫技 ”，但也成全了小青的 “成长 ”，渡
尽劫波 ，她逐渐识得破伪装 ，担得起风
险 ，经得起考验 ，才最终迎来黑风洞无
数次穿越后的胜利。 古老传说中的青蛇
是配角， 徐克作品中的青蛇香艳撩人，

而这次的青蛇似乎被赋予了女性觉醒
的现代性意义，“情” 并不是最重要的，

追逐“情”的执念才是最动人的。

有意思的是 ，不仅小青 ，本片几乎
所有的人物都有着自身的执念，小白的
执念让她在一世世轮回中奔跑不息，牛
头帮主的执念让他甘心作为法海的打
手沉沦苦海，宝青坊主的执念则让她去
修罗城交换每个人的执念，甚至法海的
执念也让他在雷峰塔下枯坐千年。 如此
看来，《青蛇劫起》是一部典型的基于市
场期待的高概念电影，“执念”成了本片
最简明扼要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作品
进而铺展开有节奏的线性故事与斑斓
的视觉景观。 此外，影片的伏笔恰恰在
于不同的人物与迥异的执念，能够消解
执念的 “无池 ”在作品中并不能清晰地
映射出每个人的内心———这难道不是
悬念化的另一个故事的起点么。 比如片
尾的彩蛋就让观众们开始期待：九尾狐
的执念会不会让宝青坊主成为下一部

追光动画神采奕奕的大女主？

未来中国动画电
影的炫酷预告片

很显然，追光动画也有着它的执念。

作为中国动画产业的典型代表，它要做
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好的动画电影。从《小
门神》《阿唐奇遇》《猫与桃花源》 等影片
中，人们看到了“追光”原创与模仿杂糅
的努力与屡败屡战的不甘；从《白蛇·缘
起》《哪吒重生》等作品的市场成功中，人
们也看到了“追光”借助经典 IP 改编动
画电影的方向转型。这一次，《青蛇劫起》

更体现了“追光”雄心勃勃的未来规划，

其一， 它开始强调用最纯粹的主题理念
来统摄影片，类似于皮克斯动画、迪士尼
动画中常常出现的“爱”“生死”“突破自
我”等理念表现；其二，它继续强力展示
数字技术打造全年龄段动画电影的广阔
空间；其三，借助原创的系列人物，它暗
示了“追光”还有类似于“漫威宇宙”那样
的庞大创作构想。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不断寻找平衡
点，这些年“追光”的自我革命是值得肯
定的。 当然，本片的市场口碑是有争议
的，不少观众对青蛇故事的自洽性耿耿
于怀。 比如有些故事人物的突然消失，

比如部分情节之间的生硬衔接，比如细
节处理借鉴的痕迹明显等等。 对于国产
动画电影而言，技术的进步显然并不能
遮蔽一流的编剧和一流的故事极为匮乏
这一短板 。 不过 ，换个视角 ，如果你把
《青蛇·劫起》当作是未来中国动画电影
的炫酷预告片，那大抵可以看到一种从
中国走向世界的影像可能。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小青的游戏，“追光”的执念
———评电影 《白蛇 2： 青蛇劫起》

刘永昶

网剧 《海上繁花》 上线后反响不
佳。 这部打着医疗剧旗号的言情剧故
事老套，人设尴尬，透着不合时宜的陈
旧，因此就有一种观点认为，该剧改编
自匪我思存创作于 13 年前的作品，原
作时间距离当下过于久远， 作品内容
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间的烙印， 增加
了影视化的难度， 成为这部剧不成功
的主要原因。

事实真是如此吗？ 我们不妨来认
真捋一捋网络原作与改编剧之间的时
间差问题。

这些例子表明，
在时间久远的原作
基础上完全可以产
出成功的影视作品

仅从这两年在荧幕上较为火爆的
改编剧来看， 原作时间都距今超过五
年， 有些甚至是十几年前的旧作———

在更新以日计算的网络文学界， 这些
小说都算是陈年旧作了。 时间久远的
原作也产出了不少优秀剧集 ， 比如

2021 年初的两部爆款《司藤》和《山河
令 》，《司藤 》原作 《半妖司藤 》2014 年
发表于晋江，《山河令》 的原作 《天涯
客》 是作者 Priest 2010 年的作品；口
碑不错的《你是我的城池营垒》，原作
是 2012 年的网文；《赘婿》的原作开始
连载于 2011 年 ；2020 年的爆款 《琉
璃》甚至改编自 2008 年的旧文；2019-

2020 年春节档首播、今年暑期在央八
重播的《锦衣之下》，不仅原作发表于

2014 年，改编剧还遭遇了被积压两年
的命运，原作与改编剧可谓双“过时”，

但播出后依然反响热烈。 这些年代久
远的原作并没妨碍改编剧的成功，相
反， 正是原作的优秀为改编剧的成功
提供了基础。

如果时间差是影响改编剧质量的
主要原因， 那么就不应该有上述现象
出现。 同时，这些成功的案例，明显都
在改编剧本上下了很大功夫， 做出了
很多适应影视化表现的改编， 有的改
动比较大，有的基本尊重原著，无论采
取哪种策略，都恰如其分，才有了呈现
在观众面前的优秀剧集。

比如，《司藤》改变了男主和几个主
要角色的身份设定，让人物之间的渊源
更加深厚且扑朔迷离，而且其中美轮美
奂的服装设计，不仅为人物形象增添光
彩， 也成为改编剧成功的重要加分项；

《琉璃》明显加快了节奏，主要角色的人
物情感更鲜明纯粹；《你是我的城池营
垒》 讲故事的线索比原作清晰简单，主
要以男女主的职业线交叉进行；《赘婿》

是典型的男频爽文， 为了适应播放需
要，编剧对其做了很多改动，最主要的
一点就是去除原作中对女性的物化想
象，甚至还出现了“男德学院”这样与原
著立意完全相反的设置。

由此看来， 在时间久远的原作基
础上完全可以生产出成功的影视作
品， 原作的时间差所造成的影响是客
观存在的，却绝不应看作决定性因素，

更不应该为改编剧的差评背锅。

IP 改编过程中，
编剧需要处理的问
题绝不仅仅是原作
时间久远这一点

其实，大量网络小说从网站连载
到进入影视化工业流水线，都要经历
一个不短的运作过程，因此改编剧的
播出时间与原作的创作时间一般都
有不小的时间差。 原作与改编剧之间
的时间差，是当下网络小说改编剧普
遍要面对的问题。 不成功的改编剧可
能有各种各样不尽如人意之处，而成
功的改编剧则必然具备跨越时间差
的强大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编剧需
要处理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原作时间
久远这一点。

原作和改编的合理结合，应该是
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前述几部
高分改编剧，它们的原作并不都是一
流的网络小说，比如《天涯客》是作者
早期作品，在这位作者的作品中并不
出色，因此《山河令》播出之际并不被
寄予期待，不过最终反而成为今年剧
集中的佼佼者，可算是改编剧超越原
作的一次逆袭。 甚至还有更加不起眼
的古早网络小说，改编后成为了爆款
剧。 意外出圈的黑马网剧《御赐小仵
作 》就是一例 ，其原作 《仵作娘子 》连
载于 2012 年， 是一部充满中二风的
探案甜宠文，人物扁平，逻辑简单，细

节不严谨，在浩如烟海的网络小说中
实在算不上优秀，当然更无法满足当
下读者的口味，但编剧对剧本进行了
大刀阔斧的改编， 在保留主要人物设
定的基础上将原作内容基本推翻重
建， 从历史背景到具体细节都进行了
适应当下观众口味、 适应影视化的升
级，让这部剧焕发了意料之外的魅力。

但是，目前大部分的改编剧并不能
实现这样理想的效果。反而不少基础非
常好的大 IP改编剧，又有大制作加持，

也有当红明星甚至演艺大腕加盟，但依
然收视惨淡。 究其原因，剧本改编的失
败往往是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环。

这样的例子今年就有不少， 比如
《上阳赋》《风起霓裳》《遇龙》 等。 就拿
《上阳赋》来说，改编自 2005 年的网络
小说《帝王业》，不少评论者认为剧集延
续原作的玛丽苏情结是其失败的重要
原因，这确实有道理，玛丽苏大女主早
已不是当下观众的爱好，加之剧情平淡
不抓人，即使剧集制作精良、演员演技
过关、画面讲究，也无法挽救颓势。

当然，还有大量中规中矩、徘徊在
及格线的作品，像《斗罗大陆》《锦心似
玉》《三生三世枕上书》等等。 这些改编
剧的原作也都成书很早，所面临的改编
问题复杂综合，并不仅仅与原作时间早
有关。 像《斗罗大陆》开始连载于 2008

年，是一部有影响力的玄幻小说，其中
的世界设置和立意改编起来都有难度，

编剧意识到了原作的问题，进行了有意
识的规避，巧妙地利用了成长励志的内
核， 回避原作一味升级打怪的爽文基
调，在处理上虽然并不完美，但是有效。

总的来说，《斗罗大陆》算是难得改编过
关的男频爽文，但同时也还是无法跳出
原作的框架，难免流于程式化简单化。

在同类型同水平
的原作基础上，不同
的改编制作水平可能
导致完全不同的效果

由此看来， 网络小说的影视化最
终发展到什么程度，走向哪个方向，是
一个貌似有些玄学的问题。 优秀的网
络小说不一定成为爆款改编剧， 反之
亦然， 这让我们看到改编尤其是剧本
的二次创作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作
用。在同类型同水平的原作基础上，不
同的改编制作水平， 可能产生完全不
同的效果。 《你是我的城池营垒》改编
自 2012 年的网文，《爱上特种兵》改编
自 2011 年的小说《军装下的绕指柔》，

两部改编剧的原作题材相似， 创作时
间也相近， 但从呈现的效果来看，《你
是我的城池营垒》在剧情、人设和表演
上都要优于《爱上特种兵》，尤其是对
职业身份的表现更生动丰满， 没有将
特警与医生的爱情变成无脑的霸道总
裁式偶像剧。作为粉丝群庞大、长盛不
衰的 IP,《盗墓笔记》 系列一直是改编
的热门 ， 最近的两部改编剧分别是

2020 年底的《终极笔记》和 2021 年 7

月新鲜出炉的《云顶天宫》。 这两部剧
的口碑两极分化，《终极笔记》 虽然并
未达到精品程度， 但总体来说无论剧
情还是人物形象都算得上还原度高，

豆瓣评分 8.3，被粉丝赞为糊剧中的神
剧，而随后上映的《云顶天宫》则从剧
情到选角都被诟病， 两相对照形成了
鲜明对比。

所以 ，网络小说 ，是一种具有多
种可能性的文本基础，它提供了丰富
的内容，为影视化工业流水线输送了
源源不绝的弹药，但也需要专业的精
良的改编才能够实现内容的最佳影
视化。 合理的逾越时间差的改编，首
先还是要专注内容，无论是做医生做
厨子 ，还是写宫斗写宅斗 ，都要有好
故事、好细节。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
是要传递具有共鸣性的情感，虽然单
一为爱而爱的言情已经不再符合大
众的胃口，但是真诚动人的感情依然
是影视剧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无论亲
情友情爱情，都应该能够让观众真情
实感的带入并沉浸。 再有，就是改编
要做出适应当下审美观价值观的合
理调整 ，适合影视化的呈现 ，这样的
与时俱进是合理改编的题中应有之
义。 在这个过程中，编剧的作用至关
重要，原作时间久远是编剧们普遍要
面对的问题，但不是唯一的问题。 在
内容上把握好扬弃和保留的分寸，既
保留原作赢得读者的精华，又将其进
行最合理的影视化呈现，这是每一个
改编剧都应力争达致的彼岸。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从《白蛇·缘起》的水墨风到《白蛇 2：青蛇劫起》的朋克风，追光动画努力开辟一个新世界，但却

没能补上叙事的短板。

今年的爆款剧《司藤》（左图）和《你是我的城池营

垒》（下图）都是原作时间较早的改编剧，播出之后也都

获得了来自观众的正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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