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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作家协会会议室，编剧王海鸰细说

着《人世间》改编经过，不疾不徐，娓娓道来。

刚说完，小说原著作者梁晓声蓦地站起，紧紧握

住王海鸰的手……会场内顿时响起热烈的掌

声。这是作家和编剧的真挚握手，也是文学和

影视的完美联姻。

从过年的隆冬到早春时节，许多中国家庭是

观看着电视剧《人世间》度过的。人们围坐在电

视机前，与“周家三代人”共同经历平凡朴素、充

满着人间烟火和喜怒哀乐的生活。这部以同名

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热播，再次有力证明了文

学与影视的亲密关系——如影随形，融合共生。

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学的“母本”作用？日

前，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从文学到影视——《人

世间》座谈会”，以电视剧《人世间》热播为出发

点，交流文学和影视之间的联通互动，探讨开拓

新时代文学的丰沛生命力和多样可能性。

《人世间》从过年“走到”早春
好作品，要与观众审美共振

从改编自茅盾、鲁迅小说的电影

《林家铺子》《伤逝》，到改编自路遥小

说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从改编自

陈彦小说的电视剧《装台》，到改编自

周大新小说的电影《安魂》，在中国文

学和影视发展的历史中，文学与影视

在双向赋能、双向驱动中，深刻反映

时代变革和现实生活，构筑了中国文

艺的璀璨繁荣。

据初步统计，新时期以来，茅盾

文学奖等国家级奖获奖作品改编的

影视作品蔚为大观，1982年至今，茅

盾文学奖已评十届，共计48部获奖长

篇小说中，有31部作品被改编为电

影、电视剧、京剧、话剧等。

从文学到影视，标志着什么？

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

凝认为，语言是人类最深刻、最基本

的存在方式，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

有着最悠久、最深厚的传统；影视艺

术等其他艺术门类在开拓自身艺术

天地的过程中，既区别于文学而张

扬自身的特性，又从文学中获得丰

沛的资源和强大的支撑。文学与影

视是一种相互区分、相互激励而又相

互启发、相互成全，最终相互增强和

放大的关系。

在文学的力量中展望影视的力

量，在影视的力量中领会文学的力

量。“从文学到影视，这不仅是在描述

一个过程，更标志着一个生机勃勃的

创造与接受的广阔空间。”铁凝表示，

让作家和艺术家的力量融会在一起，

让文学和影视一起走进更广大的人民

群众心里，这是我们共同的努力方向。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宏森说，小

说《人世间》被成功改编为电视剧《人

世间》并成为“热点”“爆款”，这是一

件鼓舞人心的事情，也是一件充满启

发的事情。它充分地证明了，在今

天、在新时代的文化生活版图和现代

传播格局中，文学应该，也能够更好

地发挥其在各艺术门类中的“母本”

作用，应该，也能够以更立体的方式

光大自身的价值。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指出，许

多经典现代小说，本身就具有多个层

面的价值，动感很强的故事、曲折多重

的情节，同深邃的思想、精确的语言，

都能在同一部作品中融合并存。影视

艺术完全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进行适当

选择，从而完成一部上乘之作。既是

源头活水，又是营养肥料，文学滋养着

影视之树绿意盎然、亭亭如盖。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

《白鹿原》、张平的《抉择》、阿来的《尘

埃落定》、王安忆的《长恨歌》、徐贵祥

的《历史的天空》、麦家的《暗算》、毕

飞宇的《推拿》、金宇澄的《繁花》等改

编作品多次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大

众电影百花奖及中宣部“五个一工

程”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电视剧

飞天奖、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柏林

国际电影节银熊奖等。

文学为何是影视改编的“宠儿”？

梁晓声深有体会：“无论是片头

还是主题曲，电视剧《人世间》都很准

确地展现了原作的气质，并且是带有

深情的凝练。很多角色在电视剧二

度创作中，更加丰满鲜活了。电视剧

演员大都是东北籍，他们带有东北味

儿的对白，在小说中也是很难呈现

的。这就是文学作品和影视剧在互

动中补其所短、取其所长，是一种双

向提升。”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副主席王一川从美学视角评

论说：“《人世间》让中国式心性智慧引

领现实主义精神原则，走出了一条中

国式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可以给予

当代同类题材电视剧以及其他门类艺

术创作以有益的美学范式启迪。”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戏剧影

视学院教授戴清建议，影视创作者要

从严肃文学当中，特别是现实题材方

面去汲取鲜活营养和精神钙质，提高

影视剧的精神内蕴，加强对优秀现实

题材文学创作母本改编权重。文艺

创作要贴着时代历史的脉搏走、贴着

人民群众的心跳走。

张宏森表示，《人世间》的成功，

再次证明了史诗追求和人民美学的

巨大生命力。他对小说的封面上印

着的“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这句

推荐语印象深刻。他说，正因为贴着

时代历史的脉搏走、贴着人民群众的

心跳走，《人世间》才能够在广大的、

不同身份和年龄段的受众中间，激起

如此广泛而强烈的共鸣。它又一次

表明，好的创作者，一定要把目光和

情感，沉到生活和人民之中。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

示，书写百姓史诗是最受观众青睐的

题材。所谓史诗，不仅是对社会历史

的一种客观呈现，而且有作家艺术家

对人心和价值的主观建构，其中最重

要的是坚守人民立场。经由史诗性

作品，向观众传递正确的社会价值和

思想观念。“具备了史诗品格，还要用

温暖的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给人以

希望。但这不意味着向观众奉献幻

想式‘心灵鸡汤’，而是对‘不如意事

常八九’的日常道理进行影像化注

解。脱离浪漫主义包装的人生百态，

才是普罗大众人生境遇的真实写

照。”他说。

好的创作者，要沉到生活中

如何共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副主席张德祥指出，就是作品所展

示的生活情境与观众所经历的生活

实际达成一种呼应，如影随形地映照

现实生活，作品里的人物就好像是你

身边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一回生，

两回熟，三回就得跟着人物走。

“有生活质感的作品，就有这种

艺术魅力。”他说，“所谓的生活质感，

就是真实性、生动性、鲜活性，就是让

观众感同身受的那种生活的温度、气

息和人情，说到底，是一种亲切的、朴

实的、生存的烟火味道。不食人间烟

火，顾影自怜，终究是太虚无缥缈了，

高处不胜寒，何似在人间？所以还得

回到人世间。”

改编《人世间》是一次不小的挑

战，剧本写了两三年，前前后后改过

几稿完全记不清了，一直到拍摄期

间，剧本还在修改。“本以为有这么厚

重的文学基础，又有满意的戏剧结

构，问题应该不大，没想到这个过程

比想象中难得多。以前我的剧本中

有名有姓的人物十多个，这次有几十

个。那段时间，我精神高度紧绷，反

复阅读小说。”王海鸰建议，当下，影

视的风气已逐渐走向艺术本身，作家

只有坚持写自己所思所想所感，才有

可能打动别人。如果有了急功近利

的动机，小说很难写好。编剧也应沉

下心来，获得足够多的生活经验，“对

人物往深刻里挖掘，让人人都能读到

自己。”小说改编影视，是否要“尊重

原著”，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

是影视改编不可回避的问题。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

指出，文学与影视各有各的规律，完

全忠实原著，是不可能的。一种艺术

形式向另外一种艺术形式转换，就决

定了两个不同差异的存在。“但是，这

不是说可以任意改编原著。我赞成

的是，改编的创造性，要使原作增辉，

而不能因某种市场诉求，使原著受到

损害。”孟繁华说。

■ 来源：新华网

好的作品，要与观众的审美需求达成共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