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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新观察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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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巴金》，以
其珍贵的影像素材、精湛的叙事和深刻的思
想内涵，成功地为巴金先生立传，为巴金先生
这一文学巨匠的人生与精神世界绘制了一幅
生动而深刻的影像画卷，成为一部值得反复
品味的优秀纪录片。作品的成功不仅仅是因
为在巴金诞辰120周年这样的标志性时刻
推出标志性的纪录片，也是纪录片人通过巴
金的故事，描摹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路走
来的心路历程。

时代产生了巴金，时代也将永远记住巴
金，纪录片《巴金》让巴金先生的形象与精神
通过影像得以永生，在电视纪录片的长河中
熠熠生辉，也为后来者拍摄人物传记纪录片
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借鉴范例。

作品首先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纪录片《巴金》在文献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上，堪称一部呕心沥血之作。摄制组历时长达
6年之久，足迹遍布4个国家，深入走访30余
座城市，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资料抢救之
旅。他们精心跟追拍摄巴老，成功地抢救性留
下了巴金晚年弥足珍贵的视频资料以及采访
视频，这些影像记录着巴金先生生命中最后的
岁月，展现出他在那个阶段的思想、生活状态
以及依然熠熠生辉的精神风貌。

同时，摄制组还挖掘出巴金先生的手稿、
早期版本的作品集等实物资料，这些手稿上的
每一个字迹都仿佛带着巴金先生创作时的温
度与思考，是研究巴金文学创作过程的第一手
宝贵材料。

不仅如此，摄制组还远赴巴金早年游学的
法国、日本等地进行实地探访。在法国的街头
巷尾，他们追寻着巴金曾经留下的足迹，拍摄下
那些古老的建筑、静谧的街道，这些画面仿佛将
观众带回到巴金先生在异国他乡求学、探索的
青春岁月。在日本的拍摄中，他们记录下巴金
与这个国度的种种渊源与交集，从文化的交流
碰撞到个人情感的微妙变化，都一一呈现。

这些实地探访的画面与国内拍摄的巴金
故居等场景相互交织融合，构成了一幅完整
而丰富的巴金人生图景。巴金故居中的一草
一木，在镜头的细腻捕捉下，都仿佛被赋予了
生命，它们静静地诉说着往昔的故事，那斑驳
的墙壁、陈旧的家具，都承载着巴金先生的生
活印记，为影片增添了浓厚的怀旧氛围与文
化底蕴。

全片最为可贵之处在于，它始终紧密地
观照了巴金所处的时代社会生活面貌，并以
详实的影像画面进行呈现。我们看到，不同
时期的中国乃至世界的面貌都在巴金先生的
人格塑造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影片用
详实的镜头将这些时代背景一一呈现，使观
众不仅能全面了解巴金先生深厚的家国情怀
与崇高的人格高度，更能深刻理解其文学作

品与时代背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观众透过这些影像，看到巴金先生的作品不仅仅是个人情感与才华的抒发，更

是时代的呐喊、民族的心声，从而让巴金这一人物形象变得更加厚重深刻，也让纪
录片本身超越了一般的人物传记，具有了厚重的观察社会的解构力。它宛如一部
生动的历史教科书，为时光留下了珍贵的记录，这正是纪录片人的不懈追求，也是
纪录片的核心价值所在。

其次，作品没有陷入简单地叙述巴金的生平故事和罗列其代表作品的俗套之
中，而是另辟蹊径，从多个独特而深刻的角度对巴金进行解读，带领观众逐步走进巴
金先生丰富而深邃的内心世界。

从“理想信念”这一角度来看，纪录片展现了巴金先生在不同人生阶段对理
想的执着追求。青年时期的巴金，目睹了旧社会的种种不公与黑暗，心中燃起了
改变世界的理想之火。他希望通过文学创作来唤醒民众的觉悟，激发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无论是在彼时国内动荡不安的局势下，还是在海外求学
的过程中，这一理想信念始终如明灯照亮着他前行的道路，支撑着他在文学创作
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前行，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强烈社会责
任感的作品，如《家》《春》《秋》等。这些作品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结晶，更是巴金
先生理想信念的具体体现。它们像一把把利剑，刺向旧制度的黑暗，为无数青年
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友情爱情”方面，影片细腻地描绘了巴金先生与朋友、爱人之间真挚而深厚
的情感关系。他与挚友之间的相互扶持、相互鼓励，在艰难岁月中的患难与共，这
些友情故事展现了巴金先生重情重义的人格魅力。而他与妻子萧珊之间的爱情故
事更是感人至深。从相识、相知到相爱，他们携手走过了风风雨雨，在战乱与磨难
中不离不弃。萧珊的理解与支持成为巴金先生创作的重要精神动力，他们的爱情
故事为巴金先生的人生增添了一抹温暖而柔和的色彩，也让观众看到了这位文学
巨匠在情感世界中的细腻与深情。
“自我解剖”是巴金先生人格中极为耀眼的一面，纪录片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挖掘

与展现。巴金先生在其一生中，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为、思想和创作，这种自我解剖
的勇气和精神令人敬佩。他毫不避讳自己曾经的错误与不足，通过撰写《随想录》，
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影片对《随想录》写作过程的展现，让观众看到了巴金先生
内心深处的良知与担当。
“观照社会”这一角度则贯穿了巴金先生的整个创作生涯和人生历程。他始

终将目光投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关注着民生疾苦、社会变革与民族命运。他的作
品如同一面镜子，反映出社会的种种问题与矛盾，同时也表达了他对社会进步、民
族复兴的殷切期望。从早期对封建家庭制度的批判，到后来自身和人生的深刻剖
析，巴金先生用自己的文字为社会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通过对这些角度的深入解读，纪录片让观众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一个始终讲真话的
巴金，一个不断自我反省的巴金，一个爱国爱民族爱世人的巴金。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的文学创作者坚守良知、追求真理；他对中国文学的价值不可估量，其作品丰富了中国
现代文学的宝库，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他对中国社会的价值更是深远。

与此同时，作品追求用诗意视听语言来讲述文学巨匠。
对于一部讲述文学巨匠的纪录片而言，解说词的质量至关重要，而《巴金》这

部纪录片在解说词的创作上展现出了极高的文学造诣。其解说词诗意而哲理，
深情而细腻，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经过精心雕琢，展现出独特的美感和深度。

从叙事结构而言，该片条理清晰且富有节奏感。它沿着巴金先生的人生轨迹
徐徐展开，如同一位优雅的画师，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巴金先生从年少启蒙时的懵
懂与好奇，到青年时期激情澎湃的创作盛景，再到历经风雨后的晚年沉淀。观众仿
佛跟随镜头穿越时空，亲眼目睹了巴金先生的成长与蜕变。从《世纪长歌》到《时代
随想》，每一集都以诗意化的表达，呈现出较高的审美精神和文化品格。在醇厚的
女声配音中，观众能真切地感受到语言的韵律和美感，那舒缓而富有情感的声音，
仿佛是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动人的故事，将巴金先生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使观众
沉浸其中，久久回味。

此外，作品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勾勒巴金的漫长人生，彰显了朴实无华的影调
气质。

当下流行的纪录片创作手法，都凸显影调的科技感和创新感，像AI动效、动漫、
场景还原、演员扮演等等，各种讲故事讲历史的手段让人眼花缭乱甚至瞠目结舌。
纪录片《巴金》恰恰是反其道而行，全片采用白描的手法，以传统专题片声画对位的
范式，来讲述巴金的漫长一生，反而观罢觉得特别妥帖，其返璞归真的气质与巴金坚
持“讲真话”的人生境界高度契合，没有丝毫违和感。这也让我们再一次反思“形式
与内容的关系”这一文化创作领域经久不息讨论的主题，并得出结论，所有的形式都
是为内容服务的，只要是让内容更具魅力的形式，就是好的形式。

文学巨匠巴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之深，早已深入人心，无需过多赘述。
再次感谢创作者制作了这样一部优秀的纪录片。它让世人在时光的长河中再一
次读懂巴金、忆起巴金、理解巴金。

（作者为中国视协副主席、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

短剧特色与长剧模式
如何更好地取长补短

胡晴

近几年短剧、微短剧异军突起，影

视剧市场对其关注度不断增长，而短

剧和长剧的本质是什么，各自的优长

在哪里，双方能不能互通，也都是热议

的话题。

最近热播的剧集《九重紫》或可为

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具体的注脚。该剧

改编自同名小说，在剧情节奏、人物呈

现和细节氛围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尤

其是在前半部分。其导演曾庆杰执导

过多部优秀短剧，此次参与到长剧创

作，显示出了非常明确的短剧式表达。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剧情发展，男

女主角顺利大婚，矛盾渐缓，内容趋于

平淡日常，跟不上之前集中描写爱情、

家庭以及朝堂种种矛盾所形成的强烈

期待。而且，多个支线任务和支线人物

的加入，也使得整体节奏和重心不如前

半部分明确，还出现了情节发展突兀等

问题。这些固然是长剧相似题材一直

就存在的痼疾，也和短剧叙事单元化且

前后割裂有一定关系。

尽管如此，该剧仍然让我们看到了

长短剧互相促进的良性发展可能，因此

本文主要围绕其优长部分展开分析。

而如何将短剧的特色与长剧模式相融

合，依然需要不断实践摸索。

“立主脑”:找准主题定位

《九重紫》原作2012年首发于起

点，描写落魄的窦家嫡女窦昭重活一世

的反转人生。小说170万字，从窦昭幼

年写起，篇幅颇长，影视化改编不可能

事无巨细地反映全貌，而取舍的重点在

于确定主题侧重点。

电视剧没有延续原作的宅斗重心，

而是选择其中权谋＋爱情的元素，进入

了短剧最流行的双强赛道；而重生复仇

更是短剧中最为常见的爽感来源。于

是我们看到，剧集一开始就深入刻画了

两位美强惨主人公的失意人生。窦昭

病骨支离，深陷于济宁侯府，被继母继

妹谋夺一生幸福，又被丈夫背叛出卖。

宋墨以身入局，终成棋子，身世之谜未

解，血海深仇未报。二人于乱世雪夜相

遇，相似的一败涂地让他们生出惺惺相

惜之情。而最终，两人被一箭贯穿，打

破时空之镜，宋墨的心头血化作窦昭的

耳边痣，两条本该平行的人生轨迹自此

扭结成下一世的纠缠。

重生后的窦昭被祖母带出窦府，在

田庄中长大，因为“囿于后院争斗，必会

长歪长窄，来日只会算计四方之地，再

看不到天地广阔。我要让你的聪慧走

出家宅内院，投向山川湖海，乃至天下

家国”。而窦昭也不负众望，成长为田

庄中受人爱戴的窦四小姐，赫赫有名的

真定女首富。另一些女性角色的加入

和改写，比如窦明从第二世依然愚蠢贪

婪变成了白月光妹妹，赵章如和苗安素

与窦昭的互相扶持，都进一步弱化了宅

斗的色彩，引导出女性帮助女性这样大

众乐见的话题。

“减头绪”:加快叙事节奏

窦昭前一世的记忆，凝结成话本

《昭世录》，所有主要人物的命运都由谶

语式的韵语展示出来。《昭世录》是电视

剧独有的创造，无疑是向传统经典《红

楼梦》的学习和致敬，将人物的命运关

系以简明的方式呈现出来，起到提纲挈

领的作用。由此，《九重紫》规避了长剧

项目宅斗题材已经审美疲劳的窘境，没

有走细水长流娓娓道来的路子，而以快

节奏叙事甚至单元化叙事来吸引观众，

这也是来自短剧的叙事特点。

小说中不贴近主题的延宕和铺

垫，是电视剧改编中首先要减去的，尤

其是内宅部分的诸多头绪。小说前半

部分重点描写窦昭与继母王映雪以及

窦府诸人的宅门斗争，到了电视剧中，

窦氏宗族被极度简化，曾经让窦昭泥

足深陷的窦家，成为一个远景，家族中

复杂的人际关系，东窦西窦的安排，整

个窦氏家族的压迫和桎梏都集中到了

窦世枢一个人物身上来体现。小说中

将窦昭抚养长大的六伯母纪氏在电视

剧中与祖母的形象相融合，甚至纪咏

也从伯母的亲戚变成了祖母的亲戚。

窦昭和继母王映雪的频频过招也被简

化甚至略过，甚至王映雪的父亲王行

宜的作用也被削弱，通过这样的方式

将内宅这条线索的矛盾尽量明晰、简

洁化。

剧集前几集无论是重生还是人物

成长的几个转场，都既有想象力又干净

利落。主要人物迅速成长过程中，窦昭

在商场的经营和对政局的观察，以及招

揽陈曲水和江湖人物的举动被具体呈

现，作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焦点。窦昭重

生后与宋墨第一次见面即火花四溅，旗

鼓相当，为双强格局打造良好开端，随

后故事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快速推进，二

人的情感发展始终与政局起伏、权利阴

谋相交缠，环环相扣。

“密针线”:增强故事感

在改编的过程中，电视剧尤其专注

于主要人物的展现和主线故事讲述，而

相应简略处理小说中拥有重要位置的

次要人物。这一思路也来自于短剧逻

辑：体量有限的短剧基本都集中于男女

主的刻画，其他人物只能一笔带过。

小说《九重紫》有500多章，男主角

宋墨到了110多章才登场，他的出场远

远晚于邬善和纪咏。而且小说对于纪

咏的刻画相当丰满，他与窦昭的感情也

颇为吸引人，甚至有些喧宾夺主。而在

电视剧中，宋墨开局即现身，甫一出场，

“破地长枪，少年鹤发”，雪夜一场戏让

这个人物活灵活现地立在观众面前。

小说中的支线人物在电视剧中的刻画

多为剪影式，丰富的人物关系来不及像

原著一样展开，所以观众可能无法探知

纪咏与窦昭的青梅竹马，或者宋墨和邬

善、顾玉的交情，但这些并不影响故事

的推进和观众的理解。

电视剧的笔墨集中在窦昭和宋墨

身上，凡是有利于讲故事，有利于加强

矛盾冲突和丰富人物形象之处，都增加

了不少具体场景和细节。比如关于窦

昭和宋墨二人的原生家庭，电视剧就采

用了比原著更为扎实的推进铺叙。窦

昭母亲赵谷秋的绝望和自戕被基本还

原，甚至赋予了更多的同情笔触，也为窦

昭远离窦家提供了真切理由。而宋墨的

家庭生活，则是电视剧中特意加入的正

面描写。宋墨风尘仆仆回京，看到父母

和弟弟在一处闲话相聚，父亲慈祥，母亲

温厚，弟弟承欢膝下，温馨的一家三口与

落寞的一个形成了鲜明对比。原生家庭

的具象化，助推两个主要人物身边矛盾

的激化，也为这两个人物美强惨的形象

定调。

“脱窠臼”:追求审美意蕴

导演还为全剧贡献了考究的构图

和运镜。他尤其善于运用镜子和水中

倒影作为构图道具，制造前世今生的疏

离和转变，努力通过镜头语言去讲故

事。窦昭与宋墨的重生转场就采用了

打碎镜子的方式，镜子碎片折射出前世

种种，围绕着窦昭一起飘走，预示着窦

昭拥有前世的记忆。窦昭醒来想起前

世也被解释为撞到镜子上做了梦，前世

的记忆如同镜像对应着现世人生。再

比如电视剧的开场，光影缭乱充满末世

之感，台上正在上演《千忠戮 ·惨睹》，台

下宋墨拥兵自重，挟持太子，为报仇而

谋反。台上瑟缩的戏子、紧密的锣鼓与

台下岿然自持的太子、阴郁疯狂的将军

形成对比。太子自戕时缓缓吐出台词，

恰到好处的打光与演员破碎感叠满的

表演相得益彰，贡献了开局第一个充满

质感的名场面。

导演极善拍人物，尤其能够在有限

的镜头和体量中，拍出人物的美感和魅

力，通过细节和氛围感，在视觉形象上，

让人物形象更为立体。比如宋翰为宋

宜春哭灵时，通过光影的明暗和人物微

表情放大，让观众看到一个哀戚伤惨的

少年内里自卑阴暗的残忍扭曲。比如

王映雪在佛堂祷告时，通过一个长镜头

将人物的懦弱与狠毒同时表露无遗。

而且，导演在短剧中曾经完成的标志性

场景，亦在《九重紫》中复现，比如美轮

美奂的雪景，还有男女主人公的滑跪拥

抱，都让我们看到《虚颜》《念念无明》等

的影子。

总体而言，曾庆杰导演在横屏短剧

中已有成功经验，其改编剪裁能力和拍

摄手法，加上长剧的时长空间和内容支

持，使得《九重紫》目前来看，依然不失

为一部吸引人的作品。轻量化的短剧

在内容取舍、节奏安排和镜头氛围的运

用方面具有独到优势，精准对应了观剧

群体的偏好诉求，在短剧日益追求精品

化的当下，也可适时将其独特叙事风格

和审美气质代入长剧。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
究所研究员）

幻想类网文需向传统深处开掘

——评热播剧《九重紫》

李林荣

近年，网络文学的发展局面已从高

潮滚滚渐转为静水流深，但缓流内部的变

化和更新，却又有急剧加速和持续深化之

势。我们以往在理论认识层面上总结的

不少网络文学的特征，正经受着来自网文

写作实践一线的四面八方的冲击。其情

形犹如江水拍岸、河流漫堤。

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些网络小

说的类型化标签，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拙

于对应新近出现的网络小说的实际形

态。从人设、情节和故事场景等各层面

彻底突破类型标签的网文写作，已经层

出不穷。再比如，穿越和重生现在已经

从幻想类网文蔓延出来，泛化为几乎所

有网络小说常用的一种叙事手段，甚至

会让我们觉得：穿越和重生成了网络文

学各种类型作品中主要人物登场时的

一个身世标配。

与此同时，二十多年前促成网络文

学全面兴盛的青年文化为表、传统文化

为里的幻想类网文写作，也正面临亟需

呼应时代召唤的关键契机，应及早完成

视野拓展和方法蜕变，助力重振民族文

化主体精神。

一

青年文化和传统文化，细讲起来指

的是把握角度和存在层次都不一样的

两种文化形态。传统文化是文化系统

经验和系统知识的一个静态的庞大库

存，其中当然有青年文化的要素和谱

系。但在我们一般的理解和感受中，青

年文化又是一种高度活跃的活化形态。

这主要是由于在历史的长时段和

社会文化的总体格局内，青年文化常居

弱势地位，一再扮演其兴也勃焉、其亡

也忽焉的彗星闪电般的临时角色。而

且，每次青年文化得以在包括文学写作

在内的社会文化生活场域中表现亮眼

之时，多半还是被其他各种力量裹挟或

带动起来的。

比如离现在最近的这波青年文化

大放光彩，就是新世纪初中国社会经济

的发展深度卷入全球化潮流之际，适逢

互联网实现全民普及，青年文化通过网

络文学写作获得了在社会文化舞台上

高光亮相的新机遇。

不过，二十多年前网络文学初兴

时，它最具代表性的贡献是玄幻仙侠等

幻想型叙事，其他类型都是网络文学这

个以玄幻为主体的写作形式流行起来

之后，把传统文学中的一些样式虹吸或

转换到网络平台上形成的派生和衍化

品种。近些年，网络文学日益明显地形

成了幻想、历史和现实三大家族合为一

体的格局，单纯的原生态幻想类型文在

这个格局中地位已经下降，集聚的写手

和读者规模量级渐呈衰退之势。最早

一批玄幻文写作者如果坚守至今，也已

成为标准的中年人，他们的幻想能力和

幻想激情即便还在，也切换到了今非昔

比的中年模式。

如今回头再看，网络文学在以幻想

为主体的这种写作形态的加持之下，在

二十多年前，迎来了青年文化的又一波

划时代的崛起，表面上仰仗的是后来被

称为老白文、小白文之类的青少年话语

和架空背景的青少年构思，内涵上的支

撑却来自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典

籍里的各种神话和奇幻元素的调动。

二

令人略感遗憾的是，当下很多幻想

类网文写作，仍陷于既有的类型窠臼，创

新有限。如已在“番茄小说”上连更了两

年多、现已累积到400多万字还意犹未

尽且热度居高不下的长生文《开局长生

万古，苟到天荒地老》（网上简称《长生

烬》），较为别致的倒是它那种瞅准各种

机会制造谐谑机锋的叙述方式，完全跳

脱了故事本身的古装架空玄幻情境，憋

足了劲、撒着欢儿地往当下的网民日常

在线用语习惯里扎猛子，在大的文体、主

题等方面则少突破而仅有娱乐性。特别

是平台附加的类型标签“穿越”“系统”和

“玄幻”“架空”，仍停留在二十多年来在

幻想类网文里早已熟透了的人设和故事

老套路，缺少有效的创造性转化。

当前，网络文学的写作和行业机制

都随着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来到了一

个周期转折的拐点上。表现在网络文

学写作中的青年文化，现在是不是还应

该以继续支撑起一个热情奔放甚至天

马行空的幻想主体为主要的追求，或者

在此之外、舍此之外，需要发挥哪些更

重要的作用？而要承担这样的使命，一

方面，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学都

首先应该担当起烛照现实的责任，反映

和表现好当前广大城市和乡村各个具

体行业领域的有为青年形象；另一方

面，则应该在包括幻想、历史、现实在内

的完整的文学、文化和精神生活空间

里，对传统中那些有意义的资源进行重

构，将其引导至能够为当下所用的方向

上，展现出能够和源远流长而又继往开

来的中华文明演进过程深度结合的当

代中国文化的人格主体。

而具体到幻想类网络文学的守正

创新，则需要有才华的写作者不仅在话

语形式层面上继续保持和发扬欢脱可

亲的个性特质，而且更进一步把这种特

质努力渗透、扩展到人物和故事的内

里，向着传统深处开掘，使得整个作品

和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主体性表达达

成更紧密更生动的联系。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传
院教授）

由孟子义、李昀锐主演的热播剧集《九重紫》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