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 根 据

麦家同名小说

改编的谍战大

片《风声》2009
年上映， 由陈

国富和高群书

联合执导。

《侠隐 》 《悟空传 》 《嫌疑人 X 的现身 》
《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 《刀背藏身》 ……一连
串口碑颇佳的文学作品都被改编成电影， 即将出
现在接下来的华语银幕上。

怎样的影视改编， 才不辜负那些令你心头一
颤的文字？ 好的影视改编作品一定要忠实于文学
原著吗？

文学与影视，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样式。
它们又何尝不可各自闪耀、 星光互照呢？ 电影史
上不乏 这 样 的 经 典 ， 1939 年的 《乱世佳人 》、

1965 年的 《日瓦戈医生》、 1972 年的 《教父》、
1994 年的 《肖申克的救赎》、 新世纪的 《指环王》
系列……它们的底本， 都是热门文学作品， 其中
包括普利策奖 、 布克奖等国际一流奖项的获奖
作品 。 而这些电影的光芒非但没有被文学原著
盖过， 有些甚至具有开创意义。 比如继 《乱世佳
人》 之后， “永恒的爱情蕴于宏大的战争中” 的
主题从此在好莱坞风行， 且经久不衰。 而以 《教
父》 为开端， 美国影坛曾迅速掀起一股批判现实
主义电影浪潮， 史称 “新好莱坞电影运动”。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3 月 15 日 星期三影视10 责任编辑/范昕 周怡倩

怎样的影视改编，
才不辜负那些令你心头一颤的文字

华语银幕上，将有多部电影改编自口碑颇佳的文学作品

本报记者 范昕

3 月底将与观众见面的电影《嫌疑

人 X 的献身》 未映先热， 已经攒足了

话 题 ： 改 编 自 不 折 不 扣 的 大 IP———
日 本 著 名 推 理 作 家 东 野 圭 吾 的 同 名

代表作 ， 也 有 同 名 日 本 电 影 珠 玉 在

前 ； 头 顶 明 星 光 环 的 苏 有 朋 担 任

导 演 ； 剧 本 由 东 野 圭 吾 亲 自 过 目 ；
张 鲁 一 与 王 凯 两 大 演 技 派 承 包 了

男 主 角 ， 互 相 飚 戏 ； 林 心 如 出 演

女 主 角 ， 时 隔 13 年 与 苏 有 朋 再 度

合 作 ……
依小说原著来看 ， 故事讲的是一

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诡计 。 单亲妈

妈靖子错手杀死前来纠缠的前夫 ， 暗

恋着她的数学天才石神为了替她掩盖

这一犯罪事实 ， 不惜炮制了另一起杀

人案件， 为了替爱人承担责任 ， 竟然

让自己成为真正的杀人犯。
开篇没多久 ， 东野圭吾就已老老

实 实 交 代 案 件 的 真 凶 及 其 来 龙 去 脉 。
这个诡计似乎有着某些著名而古老的

诡计的踪影， 毕竟 ， 推理小说诞生至

今， 无数的作者几乎将所有的犯罪伎

俩穷尽。
接下来 ， 故事拿什么牵动读者的

心弦？ 石神的大学同窗 、 物理天才汤

川学是如何识破这个诡计的 ， 固然留

下看点。 吸引读者看下去的 ， 更有石

神这隐忍又深邃的单恋感情会如何继

续。 这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悬疑故事了，
更是一个爱情故事 。 最终 ， 东野圭吾

把 情 感 设 置 为 了 诡 计 中 唯 一 的 漏

洞———石神看靖子时不经意间流露的

一个眼神让他的诡计功亏一篑 ， 最严

密的逻辑也无法掩饰这种发自内心的

触动。
书中缜密的推理与书中人隐匿的

深情， 共同助推着小说 《嫌疑人 X 的

献身》 成为推理题材的经典 ， 一举囊

括日本三大推理小说排行榜年度总冠

军。 而在中国版本的电影中 ， 这两者

又能否得兼？ 这将成为影片赢得观众

的关键。
东野圭吾对于电影改编有着十分

严苛的要求———自己作品的每一次改

编都要有所不同 ， 这意味着中国版本

的电影在诸多细节未必可以享原著严

谨之利好， 况且此前已经有了日本版

的 电 影 改 编 。 细 节 的 变 化 并 不 容 易 ，
生活的细节融入推理 ， 处处是牵一发

而动全身。
另一个重要的挑战则是 ， 电影该

如何还原小说中人物微妙的心理 ， 那

极 致 的 情 感 ， 让 人 心 痛 也 无 奈 的 爱 ，
东野圭吾用文字蜻蜓点水般淡淡一抹，
就传递了出来， 那电影呢？

《嫌疑人 X 的献身》：
缜密的推理与隐匿的深情能否得兼

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 《悟空传》
定档 7 月。 在网文几乎 “零时差 ” 对

接影视的当下， 这部电影似乎来得太

迟 了 ， 享 有 “网 络 第 一 书 ” 美 誉 的

《悟空传》 被搬上银幕， 怎会一花就是

17 年？
不得不说 ， 《悟空传 》 是一部难

以影像化的小说。 一众 “原著党 ” 甚

至惟愿它永远不要被影像化。
千禧年， 小说 《悟空传 》 横空出

世。 它所流露出的后现代主义意识流写

作技巧， 即兴式靠灵感迸发的写作方

式， 其实更像是纯文学的套路。 或许它

只是恰好首发在网络平台， 一时间掀起

广大网民的阅读狂潮， 也扛起网络文学

的一杆大旗。 此后的十多年里， 《悟空

传》 创下的神话还在继续， 持续畅销，
出版 7 次。

看看小说之名中的 “悟空”， 就知

道这是一个与西游相关的故事 。 故事

在五百年前和五百年后的不同时空中

“拼贴” “回闪” 上演， 也将西游中曾

经典型化、 脸谱化的一个个角色形象

赋予复杂的内涵。 顶天立地的齐天大

圣， 只是一个充满惊恐却又不服输的

小猴子。 决心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天蓬

元帅， 终究不愿以八戒的面孔面对深

爱的阿月。 一路上， 他们邂逅了爱情，
领悟了成长， 这些都似乎比取经来得

更加神圣。
很多人说 《悟空传》 在颠覆西游，

小说作者今何在却坦言一点儿没觉得

颠覆， “我写的就是那个最真实的西

游 ”。 他 心 目 中 的 西 游 ， 就 是 人 的 道

路 。 每 个 人 都 有 一 条 自 己 的 西 游 路 ，
都在往西走， 西天像是人们不可避免

将要奔向的归宿。 既然无法选择 、 没

法回头， 那么只有在这条路上 ， 尽量

走得精彩， 最后， 你能说 ， “这个世

界我来过， 我爱过 ， 我战斗过 ， 我不

后悔”。
与其说 《悟空传 》 中师徒四人走

的是取经之路， 不如说他们走的是成

长之路。 这是一群人用一生寻找答案

的故事。 诚如小说中的金句 “也许每

个人出生的时候都以为这天地是为他

一个人而存在的 ,当他发现自己错的时

候,他便开始长大”。 字里行间的少年情

怀对于广大同龄读者来说极具杀伤力。
此番电影 《悟空传 》 的导演 ， 由

曾 执 导 《西 游·降 魔 篇 》 并 获 得 香 港

电 影 金 像 奖 新 晋 导 演 郭 子 健 担 任 ，
编 剧 方 面 ， 则 邀 来 原 著 作 者 今 何 在

亲 自 把 关 。 据 说 影 片 将 更 多 地 诠 释

悟 空 荡 气 回 肠 的 “ 不 服 ” 精 神 ：
“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 ,要这地再埋

不 了 我 心 ,要 这 众 生 都 明 白 我 意 ,要 那

诸 佛 都 烟 消 云 散 。” 这 一 切 ， 听 起 来

未必不靠谱 。
最终 ， 电影 《悟空传 》 究竟将如

何 影 像 化 小 说 原 著 中 略 显 意 象 化 的

“成长之路”？ 倘若忠实原著中的精神，
根本不需要答案 ， 电影不妨就放手一

拍。 今何在曾在小说的序言中透彻地

说 过 ： 成 败 ， 其 实 并 不 是 最 重 要 的 。
因为你去追求理想时你就会明白 ， 你

很可能不会成功 。 最关键就在于 ， 当

你深知这一点时， 你还要不要去追求。

《悟空传》：
意象化的 “成长之路” 怎么影像化

千 呼 万 唤 ， 姜 文 “民 国 三 部 曲 ”
终结篇 《侠隐 》 近日终于开机 。 影片

改编同名小说———当年 ， 还是张艾嘉

将这部小说的影视改编权卖给姜文的，
小说的作者张北海恰为张艾嘉的叔叔。
哪知， 这影视改编权在姜文手里一攥

就是近十年， 直到最近一两年才有了

回响。
小说 《侠隐 》 与复仇有关 ， 复仇

始于 1936 年的秋天。 听起来， 这是一

个武侠故事。 身为太行派弟子及第三

代掌门人的主人公李天然， 师门被灭，
自己死里逃生， 为一位美国医生所救。
随后， 他去了美国 ， 改名换姓 ， 易容

读 书 ， 时 隔 5 年 返 回 北 平 寻 找 仇 人 ，
其间历经波折， 终于手刃仇凶。

读 下 去 ， 人 们 却 发 现 ， 《侠 隐 》
根本是一部非典型武侠小说 。 作者着

意表达的， 不是侠， 而是隐。
李天然的这场复仇不紧不慢 ， 哪

有什么刀光剑影、 快意恩仇 。 他满城

笃悠悠地兜， 深入胡同巷陌 ， 寻四合

院， 邂逅老京城吃食 ， 跟心上人上景

山赏雪……李天然本人 ， 也早已不是

霍元甲、 陈真 、 叶问 、 宫二之类的武

林 人 士 。 留 学 归 来 的 他 ， 会 讲 英 文 ，
会开车， 爱喝咖啡和威士忌 ， 习武半

生， 最后以手枪复仇， 多少有些尴尬。
小说甚至告诉你， 在故事发生的 1936
年 ， 江 湖 不 再 有 ， 连 大 侠 一 并 隐 于

时 代 之 交 ， 李 天 然 面 对 的 不 只 是 家

恨 和 逝 去 的 武 林 ， 更 有 国 家 的 危 机

存亡 。
小说最打动人心的 ， 其实是扑面

而来的人情世态 、 旧京风华 。 书中人

穿行的胡同巷陌 ， 处处弥漫着食物的

芬芳， 爆羊肉 、 炒肝儿 、 豌豆黄 、 杂

酱面 、 凉拌黄瓜 ， 香椿豆腐……书中

人 一 住 下 来 ， 就 挨 个 节 日 过 ， 中 秋 、
冬至 、 春节 、 元宵 、 清明 、 端午……
字里行间， 是对于日常生活细致入微

的白描， 是化不开的乡愁。
侠隐 ， 又何尝不是像在说作者张

北海？ 生于北京 ， 长于台北 ， 求学洛

杉矶， 工作并退隐纽约 ， 这份简明的

履 历 似 已 注 定 这 位 老 爷 子 的 满 腹 故

事。 陈升有首 《老嬉皮 》 的歌 ， 写的

就 是 他 ： 走 在 异 乡 午 夜 陌 生 的 街 道/
你 低 着 头 微 笑 着 说/百 老 汇 街 不 懂 游

子的心情。 郑愁予也给他写过诗 ， 称

他 “酒事修成一身道骨 ” “著作随缘

却 无 需 等 身 ”。 挑 剔 的 阿 城 ， 承 认 自

己是张迷， 不是张爱玲的张 ， 而是张

北海的张， 称 《侠隐 》 有贴骨到肉的

质感。 老爷子自己 ， 却只说写作是随

缘 而 至 ， 尽 管 他 的 国 学 素 养 师 出 名

门———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 ， 尽管写

《侠 隐 》 以 前 ， 他 一 口 气 读 了 几 百 本

关 于 老 北 京 的 书 ， 甚 至 花 了 1800 美

元买回一张老北平地图 ， 最终一提笔

就是六七年。
狂傲如姜文 ， 能把张北海文火慢

炖的老北京风物志拍好吗 ？ 有人捏了

一把汗。
然而 ， 好的影视改编作品一定要

拘泥于文学原著吗 ？ 姜文执导的为数

不多的电影中， 大多改编自文学作品：
《阳光灿烂的日子》 有王朔的小说《动物

凶猛》打底，《太阳照常升起》挣脱不了

叶弥的《天鹅绒》，《让子弹飞》改编自马

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 》……个人风格

再强烈的原著小说 ， 到了姜文的镜头

中， 都被导演自带的滤镜带跑了 。 它

们不是照样赢得口碑？
姜文与张北海的碰撞 ， 反倒令人

期待。

《侠隐》：
姜文的狂傲如何勾兑张北海的散淡

改编自老舍同名原著的电影 《不成
问题的问题 》 不久前获得东京电影节
“最佳艺术贡献奖”。 这部发表于 1943
年的小说， 讲述了抗战时期重庆一个农
场主任笼络下级及所谓全能艺术家， 逼
走试图在农场兴起改革的海归新主任的
故事。 与早些年被改编成电影的 《骆驼
祥子》 相比， 《不成问题的问题》 无疑
是老舍作品中被忽略的一部佳作。 可以
预见， 随着电影在国内的上映， 将燃起
读者对老舍小说原作的热情。

在视觉文化浪潮下， 一些曾经湮没
无闻的现代文学作品因被改编成电影而
复活的这种现象并不鲜见 。 1988 年 ，
凌子风执导的电影 《春桃》 面世， 原著
作者许地山在一般读者的阅读范围里，
并非 “鲁郭茅巴老曹 ” 这样的一流作
者 ， 即使对主流的现代文学史 来 说 ，
《春桃》 也不是一部重要作品； 凌子风
1992 年导演的电影 《狂》 则改编自李
劼人的小说 《死水微澜》， 当时， 读者
对作家李劼人的关注程度也远远弱于今
天。 最终， 这两部电影都成为这一时期
的经典之作， 而这两部小说及它们的作
者也以新的面目进入读者的视野。

电影改编促成了对文学作品的新的
解读 ， 小众文学作品借助电影获得重
生 ， 显示了中国电影与中国现代文学
（经典 ） 的一种动态关系 ， 不同时期 、
不同导演选择作品的出发点， 与社会形
态的变化、 审美风尚的变迁、 电影技术
的进步等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老舍的 《不成问题的问题》 冷静客
观地叙述了上世纪 40 年代一个留学归
来的爱国知识分子在一片自私、 妥协、
敷衍的空气中失落无助的故事， 揭露了
那个年代发人深思的积重难返的社会不
良现象。 小说通过前后两任主任的不同
管理方式， 告诉人们当时一种变态的人
际关系： 不靠本事、 不靠业务、 不靠科

学； 靠的是处事圆滑以及强大的人际背
景关系 ， 才可以在社会上寻求一席之
地， 否则， 一切都无能无力。 这样一种
对人情、 社会的洞见， 改编成电影， 很
容易获得观众的共鸣。

1996 年， 画家陈逸飞将徐訏的小
说 《鬼恋》 改编为电影 《人约黄昏》， 从
而引起了评论界、 出版界、 大众传媒对这
位小众作家的足够注意。 电影的拍摄距离
这部小说发表的年份已经 60年。 当时， 旧
上海题材的影视作品炙手可热， 怀旧热也
在民间开始流行， 《人约黄昏》 满足了当
时的观众对往昔都市繁华的一种想象， 体
现了与当时审美潮流的一种契合。

所谓 “误读 ”， 即是否 “忠实于 ”
原著。 与 《子夜》 等名著相比， 名作家
的非代表作品、 小众作家的作品反而预
留了非常大的解读空间 ， 导演在改编
时， 往往更加大胆， 得失之外， 也丰富
了观众和读者对作家的认识。

1986 年 ， 谢 飞 将 沈 从 文 的 小 说
《萧萧》 改编成电影 《湘女萧萧》， 他选
用 “近似式” 的做法， 电影与原著 《萧
萧》 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甚至可以说构
成了另一部艺术作品， 被称为 “精彩的
误读 ”， 最终获得国内外一系列奖项 ，
成为电影改编的经典。 而 1996 年黄蜀
芹执导的 《村妓》， 改编自沈从文的小说
《丈夫》， 但拍摄完成后并没有取得预期
的效果，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该片在剧
情的处理、 人物形象以及细节的处理等
方面有所欠缺， 今天已鲜有人提及。

中国现代文学是电影创作的宝库，
无论是文学价值 、 思想价值 、 审美价
值， 甚至娱乐价值、 商业价值， 都值得
电影工作者加以重视， 在选择时， 我们
既要盯住名著名家 ， 也要善于沙里淘
金， 发掘那些小众作品， 给人意想不到
的惊喜。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师）

沙里淘金，
文学名著借助电影改编重生

张晓鸥

▲ 将于年内上映的徐皓峰导演新作《刀背藏身》，同样是一部改编自文

学作品的电影。 底本正是导演自己的同名武侠小说，讲述从家国命运到江湖

众生的爱恨情仇。 许晴、春夏、黄觉、耿乐等一众影星将在导演“零替身、零特

效、零威亚”的坚持下演绎徐氏武林。 图为电影《刀背藏身》剧照。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观点

荩 姜 文

导 演 的 电 影

处女作 《阳光

灿烂的日子 》
1995 年上映，
根 据 王 朔 小

说 《 动 物 凶

猛》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