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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向前：如果把改革开放作为一个
新时期文化的起点，可以明显看到文化生
态更迭出新的轨迹。改革开放敲开了民
族沉睡已久的思想阀门，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文学界首先对新时代的到来作出呼
应，出现了诸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
文学等潮流，代表新兴艺术形态的作品
如井喷般爆发。紧接着，这种影响力辐
射到了影视剧领域。

徐艺嘉：第五代导演也恰是从 20世
纪 80年代初期开始崛起的，以北京电影
学院的一批青年导演为代表，像张艺谋、
陈凯歌、田壮壮等，他们对新的思想、新
的艺术手法特别敏锐，力图在每一部影
片中寻求新的表现维度、新的叙事方式，
那个时期出现的一些电影到现在看也是
丝毫不过时。

朱向前：我印象中像清风扑面般激
动大众的电影是《小花》，那种结构和画
面都和以前有很大不同，包括对人物的
塑造，让人耳目一新。插曲《妹妹找哥泪
花流》是李谷一唱的，当时那嗓子一亮，
旋律一响，如泣如诉，婉转而又深情，优
美又不失激越，一下子就唱遍大江南
北。说起来，以《小花》为起点和代表，这
40年来中国的影视剧取得了历史时期内
最长足的发展和成就，接下来的电影如
《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牧马人》《芙蓉
镇》《人到中年》《高山下的花环》《红高
粱》等为代表的电影井喷式出现，有力地
呼应了时代的脉动和人民的心声，而且，
其艺术水准之高，表现内容之丰富，是前
所未有的。20世纪 90年代以后，电影走
向类型化，《风声》等电影成为质量不错
的代表，主旋律电影有《大决战》《大转
折》《大进军》《惊沙》这样的作品支撑。
另一方面，电视剧开始兴盛，《和平年代》
《激情燃烧的岁月》《雍正王朝》《康熙王
朝》《历史的天空》《亮剑》《乔家大院》《人
间正道是沧桑》《潜伏》《父母爱情》，等
等，都是水平颇高的。但是请注意，这些
作品基本都是根据文学原著改编的。

徐艺嘉：我记得您在谈新世纪后的
军旅文学时多次不无遗憾地说，由于文
学的边缘化和电视剧的兴盛，军旅作家
队伍很大程度上被冲散了，一些原本有
着难得文学资质的作家投向影视剧创
作。到了 2016年我和您再来梳理新世纪
后的军旅文学时，干脆把影视化写作当
作研究起点，而不再是仅仅作为背景了，
可见影视剧对文学的冲击有多么巨大。
其实在电视剧发展过程中，内部也有变
迁。比如像《激情燃烧的岁月》《新结婚
时代》《父母爱情》这样的影视剧，和“新
写实”文学的内在意识是合拍的，即英雄
主义的消解和日常主义的崛起。而《亮
剑》《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样的影视剧，能

够带出新话题，成为新潮流，恰是因为人
们向往已久而不得的英雄主义的回归。

朱向前：你提起文学与影视的互动
关系，不知你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现象：
新中国电影的发展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
展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是作为主旋律支撑
的影片，又与中国文学的律动相契合。许
多电影、电视剧都是由文学改编而成，得
益于文学本体；电影、电视剧的广泛传播
又使得文学原著的影响力不断发酵，从
而使作家立身扬名。这种互相促进的模
式一起对时代艺术的发展推波助澜，形
成一片郁郁葱葱、错落有致的风景。

徐艺嘉：文学是以文字制造故事，文
学里的时间是虚拟的、自成体系的，而影
视剧是影像以空间具象在时间中的流淌
来完成叙事。这是分属两种不同的艺术
形式，也有不同的艺术特质。尤其在新世
纪以来，影视化的手段代替了普通人的阅
读体验，成为现代人最主要获取信息的方
式，因此更多人专注于影视的表达，早已
忽略了文学，也就更谈不上去观察或意识
到文学给影视提供什么样的养分了。从
专业角度，影评人越来越受到追捧，电影
细读、分析等各类评论方法也是横空出
世，从电影艺术的公众号火爆程度也可见
一斑。往往这类影评家会专注于强调影
视剧本身的创作规律和特点，有意识地
剥离它们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朱向前：真正介入到文学之中，有过
相对完整阅读经验的人很快会发现文学
对影视强有力的主体作用。参加延安文
艺座谈会的人员基本都是作家，几十年
后，2014 年，习主席召开文艺工作座谈
会，参会的也大部分是作家，这都彰显了
文学和作家的基础作用。我还是老派观
点：文学是一切艺术形式之母。

徐艺嘉：您可否举例验证这一观
点？像对我个人冲击比较大的电影有 20
世纪 80年代的《红高粱》，90年代的《霸王
别姬》《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根
据小说改编的。

朱向前：还有电影《小花》，根据长篇
小说《桐柏英雄》改编，《牧马人》《高山下
的花环》《人到中年》《芙蓉镇》等都是根
据同名小说改编。包括依据我国四大名
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
梦》改编的影视剧，多年来热度依旧不
减。而且，不仅是小说，文学其他形式的
文本也给了影视剧以丰富广阔的发挥空
间，例如《黄土地》根据柯蓝的散文《深谷
回声》改编，《一个和八个》改编自郭小川
的诗歌。这些恰恰可以说明，文学本体
的穿透力和塑造力都是强大的。正可以
引用一句古诗，“塔灯照夜望层层”，正向
能量文学就像艺术大海中的灯塔一样，
刺入夜幕，穿云破雾，永远指向远方。

A 影视剧的原始驱动力来自文学

徐艺嘉：影视剧的改编自有一套
独立的运作体系和法则，它们和文学
文本之间在叙述角度、文化态度、主
题意蕴和社会文化内涵等方面皆有
不同。像您刚刚提到的《黄土地》
《一个和八个》，还有《红高粱》，这些
电影在改编以前原始文本就有比较
强烈的意象性，改编之后更是在造
型表意、镜语体系方面有突出的个
性，导演个人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趣
味强烈地弥漫在影片中。这几部片
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与《高山
下的花环》《芙蓉镇》比较起来，故事
性其实没有那么强。《黄土地》虽然
表面上讲了一个黄土高原的女子投
奔革命的故事，但是它当中的文化、
历史意蕴和那种试图表达人与土地
的原始关系的精神张力，是最吸引人
的。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就是一
些非故事型的文学文本，提供给电影
的不限于好故事的养分，那么好的导
演也不仅是搬运工的作用，好文本和
好的再创造共同作用下才能推出艺
术精品。

朱向前：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影
视作品是多方面协同运作的成果，
好作品的呈现自然离不开好导演的
驾驭，但不变的还是文学方面的功
底。比如《大决战》《大转折》《大进
军》3部军旅主旋律影片，被称为反

映全国解放战争的史诗巨片，拍摄
过程贯穿 20世纪 90 年代，最终呈现
效果之所以能达到一定艺术水准，也
是和著名作家、时任总政文化部部长
的徐怀中先生后期的文学加工分不
开，整体把这个系列电影提升了一个
档次。

所谓剧本，一剧之本，你看那些
真正有价值的影视剧，要么是根据小
说改编，要么是编剧队伍中有作家支
撑，比如刘恒、王朔、邹静之、芦苇、余
飞，这些人已经从作家转型为成功的
编剧。刘恒的小说大量改编成电影，
后来他本人又作为编剧，写出《云水
谣》《张思德》等优秀电影剧本；王朔
的才华充分体现在《编辑部的故事》；
邹静之写的《康熙微服私访记》系列
也持续热播。这个现象在部队作家
中同样适用，像江奇涛编剧的《人间
正道是沧桑》《汉武大帝》《亮剑》都是
经典，重要前提是他此前就已经是一
个写小说非常不错的好作家。此外
还有一些成功转型的编剧，无论从哪
一个方面说，都能看到文学对影视剧
提供的原始的滋养。

徐艺嘉：市场大潮兴起后，资本
运作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文化脉络，市
场急需的是金钱，影视剧泡沫就是这
么出现的。影视剧行业最先争夺的
是好的剧本资源，所以适于改编成电

视剧的长篇小说被竞相收购。一些
作家为了赚些“快钱”，不再写小说，
或者干脆“套写”，按写电视剧的路数
写小说，以便写出来好改编，这样慢
慢就把手写坏了。

朱向前：新世纪以来，我始终疾
呼军旅文学要警惕影视化趋向的双
刃剑效应。军旅题材影视剧在全国
范围内热播，收视率持续走高，引发
全社会对战争、军事、军营、军人的热
切关注和军旅文学影视化创作热
潮。但是，仅就小说文本来说，简单
适应于影视剧的写法又会导致文学
纯度的下降，文学自身的美学品格难
免受损。反过来说，这些从小说转型
影视的作家为什么能够迅速成为一
流的金牌编剧，甚至同一时段播出的
几部剧都出自同一编剧之手，足见其
受追捧程度，这和他们的文学功底、
文学素养是分不开的。最难写的是
小说，小说写好了再去写剧本，比一
开始就从编剧上手要容易得多。像
朱苏进、朱秀海等都已经是相当成熟
的作家了，改行当编剧后，可以说易
如反掌。

徐艺嘉：真正的好编剧并不多，
尽管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影视剧热钱
涌动，但是在一些高品质的电视剧爆
红后，往往后面跟随着大量的拙劣模
仿之作，雷剧之多也令人叹为观止。

编剧不仅处于电视剧制作链条的最
底层，还经常在维权的过程中备尝艰
辛，创作成果被随意篡夺，明星站在
金字塔最顶端可以对剧本指手画
脚。有的剧都开拍了本子还没有写
好，那真的是“仓皇的写作”，先不论
剧本写作功底和文学之间的联系，任
何题材按照这么个思路去写，也不可
能出精品。

朱向前：所以从你说的这个话题
恰好从反面印证一下，影视剧失去文
学的支撑后会变成什么模样。通过
刚刚列举的一些片子也能说明，改革
开放 40年来，影视剧的确成就非凡，
但我们有一个时期内，影视剧的风气
是不好的。有些导演刚进入公众视
野时都是以文学改编的电影起家，一
鸣惊人。但他们功成名就之后，有点
自我膨胀了。当他们甩开作家和小
说、自立门户驾驭电影的时候，就出
现了烂片：丢掉了内蕴，丧失了人物，
甚至有的连情节都没有了，一味凸显
大场景或多么高超的摄影手法。这
样的电影除了动辄过亿的投资、华丽
的包装和充满噱头意味的媒体渲染，
已经没有任何艺术价值了，跑偏了。
而你刚刚说起的一些影评家们，也没
有看到这点，一味进行影视内部的文
本细读，忽略了文学的作用，没有为
影视行业提供好的引导。

B脱离文学意蕴的影视剧丧失了审美

徐艺嘉：由此我想探讨一下，文
学文本给影视剧注入的到底是什
么。《牧马人》《人到中年》《潜伏》《父
母爱情》《少女小渔》原著都是中短篇
小说，在改编成影视剧的过程中，篇
幅、容量、故事都大大拉长，可仍然能
够将原著的艺术感觉移植或者说覆
盖住一部剧的始末。我想这里面有
好导演的因素，也必然和原著的精品
意识脱不开关系。

朱向前：文学的魅力是根源性
的。

徐艺嘉：编剧行业的“清流”代
表，我觉得是朱秀海老师。您和秀海
老师曾有过题为《六十再谈朱秀海》
的对话，以读书为切入口谈起，分析
秀海老师几十年来的读书、创作经
验，我有幸见证。您也曾对他投身影
视剧而产生自此与文学之路渐行渐
远的担心，但是事实证明，秀海老师
是一个常青树型的作家，在倾力写好
大剧的同时从未放松过对文学艺术
本身的追求。

朱向前：秀海在完成了《乔家大
院》《天地民心》《军歌嘹亮》等电视剧
力作后，又出了两本书，一本是散文
集《山在山的深处》，一本是古体诗词
集《升虚邑诗存》。两本书都让我大
吃一惊，尤其是那本古体诗词集。大
家知道，像我们这些 20世纪 50 年代
出生的人，包括再往后的几代作家，
除非一直写古体诗词，否则一般都写

不了，更写不好。他此前也从没露过
这一手，结果突然就出了这么一本
书，大概有 300多首，而且水准之高，
我敢说是名列军队前茅。当时我们
的对话你也在场，专门就这个问题展
开讨论，原因是读书、读书、再读书，
结果是创作井喷不能停。

徐艺嘉：让我印象很深的，是秀
海老师在谈到他做编剧是否影响文
学创作时说过，他从没有刻意去学过
编剧技巧，而是把电视剧本当作小说
来写。用他的话说，像《战争与和平》
这样的作品，读的时候是小说，但是
脑海里映出的画面本身就是一部精
彩的电视剧。他不会为了赚钱什么
剧都接，只接自己能驾驭、同时有文
化内涵值得去钻研的剧，然后兢兢业
业当作课题一样去研究、去阅读。他
为写茅台镇的一部电视剧，研读了几
百本书。写《乔家大院》，他把整个中
国商业演变史都读透了。下这样的
狠功夫，写一部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也
足够了。

朱向前：秀海是中国编剧的良
心，也是没成立工作室而始终坚持亲
自写的个案。他长期不懈的阅读，尤
其是深厚的国学素养，不论在作家圈
还是在编剧界，都是罕见的。编剧余
飞曾写过一篇披露圈内编剧素养的
文章，说很多人已经静不下心再读
书，没有时间吸收新知识，在金钱的
驱使下只出活儿，无长进。由此延伸

出一个话题——我们刚刚一直谈文
学对影视的直接滋养，以及作家作为
编剧提升影视剧的质量和格局，而我
们一直倡导的“内容为王”，其实就是
“文学为本”。

徐艺嘉：通过秀海老师的例子可
以看出，坚持文学本源性的东西，影
视剧的质量不会差，同时也不会降低
文学品格。那么文学到底提供了哪
些具体的元素呢？我个人认为，文学
文本提供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
是完整的美感。就像一个独立的灵
魂，能让作品活起来。有了这个魂，
这个作品首先就立住了，再去补充骨
骼肌肉，再去想高矮胖瘦的问题，这
就根据导演的资质和审美而各有差
别了，但是整体上错不了。比如像电
影《小花》这样的作品，以我们现在的
视角看，从画面到情节都是相对粗糙
的，但是为什么仍然会把它归类到还
算不错的电影里面？主要是原著提
供了一个完整的精神内核，并且这个
内核是充满英雄气质和革命浪漫主
义精神的。

第二点，是诗性。诗歌是诗，散
文和诗的联系很紧密，好的小说同样
具备诗性。一旦作品有了诗性，即便
短小精悍，也有了更深层的意蕴，体
现在影视剧里，有可能是深刻的文化
背景，也可能是旷远、开阔的意境，总
之远不仅是故事层面的东西了，好小
说是远远大于好故事的。我想从这

方面去想，也能解释得通为什么现在
一些市场评价相对较高的电影，虽能
触及现实社会的一些问题，但是看过
也就过了，除了在影院观影的几个小
时里觉得时间没有浪费，过后再品咂
起来，还是没能在心里留下什么印
象。这和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有关，再
惊爆的新闻热点也会在几天时间里
迅速被遗忘掉，但我觉得更重要的还
是这些作品没能给观众提供一些更
旷远的、值得品味的东西。创作距离
生活本身已经太远，好作品是需要扎
根的，但更多的作品是蒲公英一样，
轻飘飘的。

朱向前：我们今天谈影视剧创
作、谈文学对影视剧的影响，其实归
结起来，仍然还是那个结论：文学是
一切艺术形式之母。文学的辐射力
和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电影、电视剧方
面，其他艺术门类像话剧、音乐剧、绘
画、舞蹈、歌词，哪个能脱离文学的影
响？莫言、贾平凹都曾经专门写过文
章，通过看画来寻觅文学在其中的踪
迹；还有许多优秀的词作家比如乔
羽、阎肃、石顺义等等，都是有着极高
文学素养的人。从近几年的创作情
况来看，前些年被影视剧的热潮冲散
的文学创作队伍又在慢慢归拢，像百
川归海一般，又有朝着文学之路前行
的自觉意识了。这种行为是自发的，
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去看，他们是回
到初心再出发。

C 文学为影视剧注入独立的灵魂

塔灯照夜望层层
——兼谈改革开放40年影视剧成就中的文学影响

■朱向前 徐艺嘉

朱向前：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全军优秀教师。现任中国毛泽东
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文学评论》

编委。已出版《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莫言：诺奖的荣幸》《军

旅文学史论》等专著、文论集20余种。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

徐艺嘉：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艺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创作长篇小说
《我们都缺伴儿》《横格竖格》、报告文学《为祖国出征》《飞天前传》等，获“紫金·人

民文学之星”全国年度唯一长篇小说奖，参与主编《2017年度军旅文学年选》。

本版制图：扈 硕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

要看作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

创作迎来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

人口的优秀作品。其中，文学作品改

编为影视剧的现象持续升温。文学

作品影视化，创造出了更立体、更全

方位的情节与人物，也让文学作品刷

足“存在感”。但不能否认，若影视剧

失去文学支撑、脱离文学意蕴，精品

力作便会离观众越来越远。

本期特邀文学评论家朱向前与

青年作家徐艺嘉，通过对话来梳理这

40年文学对影视剧创作的影响，探

讨文学与影视如何相互促进、用心用

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