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编自同名网文的电视剧《天才基

本法》，在热议之中迎来收官。这个数

学天才穿越平行时空的奇妙故事，在小

说连载之初，就备受关注。作者长洱一

贯以知识密集、节奏紧凑著称，这部作

品更是将艰深晦涩的数学以深入浅出的

笔法娓娓道来。作品完结之时，许多读

者都感叹此书令人“不想谈恋爱，只想

学数学”！

而由沈严导演，雷佳音、张子枫、张

新成主演组成的剧版班底，不可谓不

强。许多没有看过原著小说的观众，也

被顺利带入剧中世界，在这两周中梳理

时间线、分析身份牌、品味感情糖，当然

也不免对倪妮、王骁、是安等“沈氏熟人

配角团”莞尔一笑。与同档期电视剧相

比，这的确是一部平均线之上的作品。

不过，伴随热播，最大的讨论并不在

剧作本身，而在于剧情和原著的差异越

来越大。剧粉认为角色立体、逻辑清晰

即可，书粉则痛惜诸多高光时刻、深度探

讨被删改。在将这部76万字知识型网

文大众化的过程中，《天才基本法》究竟

做出了哪些改变、哪些取舍？网络文学

优质IP的影视化，又如何在深度与广度

上作出平衡？

22岁的大学女生林朝夕，得知相依

为命的父亲老林罹患阿尔茨海默症，暗

恋多年的男神裴之即将出国深造。她既

没能实现父亲对她在数学上继续钻研的

期许，也无法解开裴之留在黑板上的题

目，回顾过往，充满遗憾。《天才基本法》

的故事以此开篇，让主人公来到十年前

的平行世界，在奥数夏令营的考场上，为

自己的未来再努力一回。

原著故事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

明线，是林朝夕探寻父亲当年放弃数学、

独自抚养自己长大的真相，希望找到一

个不扰动时空的微小瞬间，利用数据算

法和蝴蝶效应改变为老林带来脑伤的车

祸。另一暗线，则是在三次时空往返中，

结交伙伴、重审规则，见证裴之不同选择

下的命运轨迹，试图真正进入这位令她

爱慕的天才的精神世界。

故事虽然名为“天才”，但讲述的却

是天才、地才与庸才三个群体。天才如

裴之和老林，他们需要面对的是如何与

自己的天赋共处，驾驭这些才智，而不是

被才智所驾驭、走向精神疾病或被人陷

害的厄运。地才如林朝夕，两个世界、三

次穿越，无数的数学竞赛，让她发现了自

己与天才之辈的智力差距客观存在。她

也曾困顿、迷茫，甚至想过放弃，但如老

林所说，和人类与无限未知世界的距离

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真理面前，我们

都是蹒跚学步的孩童。跬步千里，地才

亦有机会与天才并肩。庸才如包小萌，

百般努力也难得其法，因而对知识的价

值产生困惑，但最终认识到，哪怕是最不

聪明的学渣废柴，知识也能为她的人生

带来新的可能与意义。

这部作品看起来是在讨论知识，其

实则是在讨论人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复

杂的定理和公式，被作者以巧妙的笔触，

编织进生动的情境之中，还原了它们在

演算中破土而出的的瞬间，揭示了它们

在科学大厦中隐秘而伟大的作用。老林

的循循善诱，为林朝夕点明了数学的意

义、指引努力的方向；裴之的并肩而行，

也促使她反思奥数竞赛的利弊、精英教

育的得失。

因而，令无数书粉反复回味的，不仅

是奥数团队战胜如云高手、最终摘得桂

冠的热血瞬间，不仅是老林穷尽毕生心

血的数学证明，最终被推翻的痛心扼腕，

更是林朝夕和包小萌两个并非天才的少

女，在闷热的夏夜里，挤在破旧的出租屋

中，认真学习数学、向各自的目标进发，

最终包小萌的补习班模拟卷拿到100分

的时刻。《天才基本法》的故事之所以激

励了万千读者，正是这种身处尘世、仍仰

望星空的理想主义。

、

画面不比文字，可以展开淋漓尽致

的心理描写。因而在《天才基本法》的影

视改编中，林朝夕的时空之旅不再是孤身

一人，穿越两个世界的内心变化，在她与

同伴的交流之中而被呈现到观众面前。

但另一方面，如此出生入死的两人，就必

然会产生许多更为复杂的化学反应。于

是，第一次共同穿越的纪江，在回归后向

林朝夕表露爱意，第二次共同穿越的裴

之，也被林朝夕描绘的共同生活所打动。

以致让原著本来朦胧的感情线，变成了一

出三角恋大戏，多少有点流俗。

搁置这点，剧版最大的变动，其实是

提出了一个新的追问：当“草莓世界”的

林朝夕穿越到“芝士世界”，“芝士世界”

的林朝夕又去哪儿了？由是，揭开了对

自我主体性、对亲情与爱情的探讨。故

事从原著“人与知识的关系”变为剧版

“人与人的关系”，整体曲调产生了巨大

的改变。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

去——“哲学三问”化为具体情境，就

是穿越而来的林朝夕和裴之，要不要留

在这个亲人健康和睦、自己又预知未来

的芝士新世界。裴之不想走，因为他遵

循的原则是“择优”，希望留在这个父

亲没有去世、母亲开朗亲切的世界，享

受家庭的温暖。林朝夕要走，因为她遵

循的原则是“补缺”，她不能囚禁原属

于新世界的“林朝夕意识”，也要回到

旧时空照顾更需要她的病中父亲。

因而，驱动时空穿梭的不再是寻找

数理模型中扭转乾坤的微小瞬间，而是

对亲情的无限眷恋，对爱情的向往追

慕。林朝夕最终回到了原有时空，经历

的一切宛如大梦一场，反哺现实的是她

重新获得了踏上数学漫道的勇气。这部

电视剧，也宛如为现实中的观众营造的

一场安慰与疗愈之梦：对于普通人来说，

生活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遗憾，请相信

会有个平行世界中的我们，做出了另一

个选择、过着幸福的生活，也请这个世界

中的我们，与现实和解、与自己和解。

如果说原著是“让裴神献祭”，谱写

渺小人类追寻无穷真理的壮丽，电视剧

则如导演沈严所述，是“让裴神还俗”，

挖掘天才身上的凡俗一面，让抽象的知

识与真理，最终服务于具体可感的亲情

与爱情。裴之身上的痛苦、抉择与向

往，也成为每位观众触手可及的血肉，

在温情脉脉的基调下，呈现出现实主义

的色彩。

网络文学历经二十余年的发展，已

经形成了“创造套路”与“突破套路”并行

的迭代模式。越来越多的优质网文IP，

尝试达到“入坑无专业门槛、出坑得思想

深度”的水平。这部《天才基本法》之所

以备受关注，也是因为它将常人望之生

畏的数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现了出

来。人们期待这一IP的影视化，也能如

同《棋魂》IP一样，每次改编都能带来相

应专业领域的大众普及。

《天才基本法》从书到剧，许多变动

可以理解。比如双人结伴穿越，比如林

爱民与纪江等配角合一，甚至曾教授的

开营讲话，特殊视效更将数学的动人心

魄呈现出来。

但与此同时，剧版改编舍弃了数学、

知识与真理，转而用情感作为根本动因，

则值得商榷。数学固然令人望而生畏，

但一来可以借助原著，呈现数学原理是

如何被需要、被总结出来的，二来可以用

数学史的发展、数学家的传奇，替代定理

公式，完成对学科崇高性的塑造。这些

在《美丽心灵》《知无涯者》《模仿游戏》等

经典影视作品中均有先例。淡化原著中

最富魅力的数学元素，不得不说，是制作

团队畏难不前了。

这也就是《天才基本法》是“热播”

但不是“爆款”的原因。纵观近些年来

的爆款电视剧，它们不只是讲了个完整

的故事，而且是延伸出了对于当下社会

问题的讨论和思考。从教育的角度，故

事中张叔平的挫折教育、奥赛的激烈竞

争、数学的精英门槛，与当下中产阶层

的“鸡娃”焦虑相互呼应。这个故事其

实蕴含着关于教育的平民化与精英化、

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成功的评价标

准、奋斗靠“肝”还是靠“氪”等一系列社

会焦点问题的思考。但遗憾的是，它们

在改编中被轻轻带过，让位给了组CP

与三角恋。

或许，面对当代的电视观众，深入的

洞察比简单的抚慰更值得实践，希望优

质IP能在未来的改编中留存更多属于

自身的光彩。

（作者为文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
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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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译：演员的痕迹减轻了，
不同角色的不同味道就出来了

 10版 · 影视

从此，“莫里哀的语言”成为了
法语的代名词

 12版 · 经典重读

《沉香如屑》《星汉灿烂》“霸榜”，也令业界对古偶剧质量的争议凸显——

网络文学优质IP影视化
如何在深度与广度上作出平衡

薛静

黄启哲

硬核原著：
仰望星空的理想主义

当下，古偶剧市场热度反馈如何，
正在成为“玄学”。就拿正在热播的《沉
香如屑》和《星汉灿烂 ·月升沧海》来说，
一方面各大社交平台文娱热搜榜单，每
天都有与剧情、主演相关话题的一席之
地；在猫眼专业版网播热度榜上，这两
部剧超越一众现实题材作品，长期稳居
榜单前两位。可另一边，是大众对于其
真实热度、口碑的质疑：热度是营销数
据装点门面，口碑话题则主要靠主演和
原著的粉丝“爆炒”。有网友甚至犀利
发问：除了粉丝外，真的有人在看古偶
剧吗？关于这一点，似乎也有数据支
撑。在评分网站，今年已播古偶品类仅
《梦华录》一部有70万人次参与打分，
真正“出圈”。而《且试天下》《与君初相
识》等被视为“爆款”的作品，评价人数
均未超过20万人次。至于其评分，则
远不及同期播出、评价人数同量级的
《警察荣耀》《幸福到万家》等现实题材
作品；更不必说与古偶剧全盛时期《陈
情令》《香蜜沉沉烬如霜》等动辄数十万
甚至百万级的评价人数相比较。

面对圈层内外市场反馈的“冰火两
重天”，有人直批平台制作方不顾大众
反馈，一味炮制“工业流水线批量生
产”，倚仗赞助商和粉丝圈层埋单，形成
古偶剧“质”与“量”不对等的怪现象。
翻看今年某平台的播出片单，除了已播
的《镜 ·双城》《嫣语赋》《梦华录》《且试
天下》《星汉灿烂》等，接下来还将有《玉
骨遥》《长相思》等或在待播片单、或已
进入拍摄制作的“S+”级大制作古偶。

古偶剧，真的就此沦为面向特定圈

层的定向“娱乐快消品”了吗？

客观来说，与此前古偶剧相比，当
下“霸榜”的《沉香如屑》和《星汉灿烂》
制作水准尚可，不至于被粗暴划归为
“烂剧”行列。

武将版“基督山伯爵”+腹黑版“灰姑
娘”，这是剧粉给《星汉灿烂》主演人设给
出的标签，也透露出该剧主创想要打破
古偶既有模板的努力。而为了摆脱童星
时代出演《琅琊榜》“小飞流”的可爱标
签，主演吴磊也确实为刻画《星汉灿烂》
中的将军凌不疑下了诸多功夫。吴磊对
这个背负家族血海深仇的角色有这样的
见解：“像硬币一样，要么正要么反，中间
的缝很窄”。而他尝试突破的重点，正是
用细腻的表演去填补这个“很窄的缝
隙”，从而弥合主角“亦正亦邪”带来的割
裂感。凌不疑“弑父”的一场戏，吴磊尝
试在15秒里展现“大仇得报的快感与失
落的空虚感”交织的复杂。

而对于《沉香如屑》，有影视博主用
了“三大对称11处细节”，来赞赏主创对
情感表达的细腻含蓄。比如对于剧中男
女主角隔着屏风亲吻的情节，甚至引用
了王夫之的《姜斋诗话》，赞其是对古诗
词“以乐景衬哀情”美学的延续，将屏风
看作是二人爱情受到天条束缚的象征。

可另一边，这些粉丝、博主眼中的
用心与突破，依旧是圈层外饱受诟病的
“槽点”——吴磊对于角色冷酷的表现
过于外化而生硬，“屏风吻”也被视为古
偶“撒工业糖精”的变体。

舆论反馈的割裂可见一斑。
而这种背道而驰的反馈，折射的是

圈层内外对于古偶剧预期的巨大差异。
对于原著粉丝来说，是自己青葱记忆里
那些熬夜追看网文的一种具象化的“昨
日重现”，原著哪怕有剧情漏洞、人物对
白痴情有余而深度不足，都不在话下。
对于演员粉丝来说，关注的则是偶像番
位是否靠前，妆造是否精致，“撒糖”的画
面是否唯美。即便明知作品有明显瑕
疵，考虑作品市场与口碑会影响偶像未

来的演艺生涯，粉丝也要硬着头皮做数
据、给好评。而在圈层之外，大众则会将
古偶剧置于所有影视品类的大坐标系中
综合评定。少了偶像与原著的滤镜，演
员颜值、服化造型等外在形式固然是加
分项，但少了人物、剧情和思想深度的基
础支撑，便成为形式大于内容的“娱乐快
消品”，看一部尝鲜尚可，看多了自然有
“工业流水线批量生产”的审美疲劳。

其实，这两年，平台制作方也并非

不顾市场反馈，一心将古偶剧的水准不
断拉低。比如前两年饱受诟病的古偶
“角色妆造难看”“剧情节奏推进慢”等
问题，已经在今年播出的古偶剧中都得
到一定的修正：《梦华录》剧情发展虽饱
受争议，但其考究的服饰背景得到一致
好评；而《沉香如屑》首播日，优酷一口
气放出十集内容，剧情节奏相应提速，
让追剧观众直呼过瘾。

但显然，古偶升级改良的速度，并
未追上观众审美需求提升的脚步。尤
其是，这些改良，从未真正触及那些影
响作品内涵品质的“顽疾”。比如，从早
年的《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到
《香蜜沉沉烬如霜》《沉香如屑》，清一色
的“女小仙”配“男上神”模板。某种程度
上，仍是偶像剧“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变
体，鲜少看到女主角从人格到思想上真
正的独立与成长。而对于“撒糖”“虐恋”
这些圈层受众十分看重的关键卖点，主
创难以割舍，却又不肯花心思做厚文
本。于是只能在浴桶吻、屏风吻这些形
式上翻新花样。圈层内的粉丝高呼“磕
到CP了”，可圈层外的大众却因这毫无
铺垫的情感推进感慨“太尴尬”。

此外，古偶绝大多数为架空背景，原
著网文动辄百万字的篇幅还允许作者进
行世界观的架构与交代，然而电视剧的
体量和爱情主题，限制了这部分内容的
表达空间。缺少历史和现实依傍的情
感，偏又动辄是“三生三世”“天下苍生”
的极致表达，看过原著、常年浸润仙侠语
境的粉丝，或许能“自行脑补”凑足剧情，
可圈层外的观众却注定很难信服入戏，

更别提为男女主角的绝世爱情动容。
可以说，圈层是古偶的“护城河”——

对于生产者来说，无论剧集质量如何，总
有粉丝为市场托底。可也因为平台制作
方自以为“讨好”圈层的诸多创作套路，不
断加深着普通大众对于古偶剧的偏见，画
地为牢，限制了古偶剧的发展。

而从商业角度看，古偶剧也已到了
必须破局之时。随着古偶入局者以及
作品的增多，既有圈层令古偶“红利”逐
渐被摊薄、稀释。作为《沉香如屑》的出
品方，欢瑞世纪是名副其实的“古偶大
厂”。2006年成立以来，先后推出了
《宫锁心玉》《古剑奇谭》《大唐荣耀》《琉
璃》等一批古偶剧，使得杨幂、李易峰、
唐嫣、杨洋、杨紫、任嘉伦、成毅一批青
年演员借此走红。然而据其年报显示，
公司2021年亏损3.34亿元，原本作为
支柱性业务之一的影视制作，也出现收
入严重下滑趋势。有人认为，这与其死
守古偶市场有直接关系。他们所秉持
的“大IP+大制作+偶像演员”的古偶制
作模式，靠加杠杆带来巨大的流量收
益，也就注定了当下所面临的巨大市场
风险。可面对此前高价囤积的大量
IP，制作方和平台是否继续古偶之路，
显然是“骑虎难下”。

对此，正视古偶剧的文艺作品属
性，避免其沦为娱乐狂欢下的“怪胎”，
绝不仅仅是大众的呼声，更是制作方平
台拓展市场增量的必由之路——令这
个如今已占据着影视圈最大投资规模、
最顶级资源的影视创作品类，真正打动
最大多数的观众。

——评电视剧《天才基本法》

温情改编：
以情动人的现实主义

精英的故事如何大众？

古偶剧真的沦为定向“娱乐快消品”了吗？

圈层内外背道而驰的舆
论反馈，是对古偶剧预
期的巨大差异

圈层是“护城河”，但创
作应避免画地为牢

▲小说《天才基本法》这部作品看起来是在讨论知识，其实则是在讨论人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图为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

▲古偶剧中清一色的“女小仙”配“男上神”模板，仍是偶像剧“霸道总裁爱上

我”的变体。图为《沉香如屑》剧照

叙事的盲区还是悬疑的空间
——评电视剧《庭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