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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电影与绘画、音乐、文学等分属于不同

的艺术门类，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甚为密

切。人们经常以此喻彼，以简单定义的方

式揭示它们彼此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如

绘画是“静止的电影”，音乐是“声音的电

影”，文学是“文字的电影”等等。反之我

们也会经常以其他艺术形式去定义电影，

如电影是“流动的绘画”。在探讨电影和不

同艺术媒介之间的关系时，文学和电影的

关系尤为令人瞩目。自从世界上第一部改

编电影——乔治·梅里爱根据儒勒·凡尔纳

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改编的《月球旅行

记》（1902 年）——诞生之后，学者们就对

文学改编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

在最初的二三十年里，尤里·廷杨诺夫

等形式主义研究者们热衷于讨论电影和其

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异同，他们指出电影和

其他艺术的相通之处，“电影源自摄影，并

从戏剧和文学中借用了它的类型，语言和

戏剧艺术中出现的类型通常完全转移到现

成的电影中”。但同时他们也认为电影理

论应该与其他艺术诗学相分离，电影应该

具备自身的特质，电影的构成原则应该根

据电影的具体材料和支配电影的技术来衡

量。由此“蒙太奇”被视为电影自身最具区

别性的特质，而电影也因此有了一个更广

为接受的定义：电影是一种视觉艺术。电

影理论发展到今天，有许多概念可以解释

电影的结构、蒙太奇、时间/空间、语言和代

码。在这种背景下，电影改编可以被理解

为文学阐释的一种形式。

伴随着导演对文学作品的诠释和细读

文学语言被转化成了电影语言。一些研究

者强调从文学文本到屏幕的内容转移，另

一些研究人员则关注将意义转换为电影语

言的方法。所有这些概念都是作者、文本、

导演、编剧、剧本、电影、观众、读者间关系

系统的一部分。电影摄像技术在探索一种

能够允许电影在不同语言环境中去谈论同

一件事的表达方式。因此，当代电影理论

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对意义及其传递方式的

关注。今天，对于改编文学作品一事，大多

数导演更倾向于改编电影的双重作者身

份，他们都不想只是成为已完成文学作品

的解释者，而是重视改编电影的“原创”

性，即，他们想表达自己的个人的思想和对

世界与众不同的看法。基于目前理论界及

导演们对“创造性”改编普遍认同的看法，

本 文 以 俄 罗 斯 学 者 NADEZHDA F．

KOLGANOVA 对于“电影-书元空间“的

有关理论观点为依据，以西游记改编为例，

分析文学与改编电影/电视剧之间的空间

对话结构，而这种改编交流空间的多层次

性可以扩展一个人理解作品真正意义的能

力，在这里，本文强调电影的交际性和审美

性。

二

《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其故

事情节奇妙曲折、人物形象个性鲜明，而师

徒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仍初心不改的顽强精

神更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视听

艺术出现以后，国内外导演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以《西游记》为原本改编的电影/电视

剧时至今日已超过百部。早在1927年，导

演但杜宇第一个把《西游记》中的故事片段

改编成了默片《盘丝洞》，其后在《西游记》

改编史上影响巨大的电影有 1941 年的第

一部黑白有声立体动画电影《铁扇公主》、

1964 年的动画电影《大闹天宫》、1986 年的

电视剧版《西游记》，以及1995年由周星驰

主演的电影《大话西游》。不同历史年代导

演们对《西游记》的影视改编总是持有极高

的热情，《大话西游》的出现更是开启了改

编《西游记》的新篇章，尤其是 2010 年代，

由《西游记》改编而成的电影几乎以每年一

部的速度问世。如2013年有周星驰、郭子

健导演的《西游·降魔篇》，2014 年有郑保

瑞导演的《西游记之大闹天宫》，2015 年有

田晓鹏执导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6

年有郑保瑞导演的《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

白骨精》，2017 年徐克执导的《西游·伏妖

篇》上映，2018 年郑保瑞执导的《西游记之

女儿国》面世，2020 年罗乐执导的《真假美

猴王之大圣无双》上映，同时近几年还出现

了不少网络电影，如 2022 年口碑不佳的

《大梦西游之五行山》等。

三

“电影-书元空间”理论将电影改编视

为一种特殊的“电影-书元空间”，这种“元

空间”包含了许多交流对话结构，其第一个

层面便是艺术类型。不同艺术类型之间有

着决定艺术文本属性的最常见的边界，众

多电影导演通过解码再编码，把《西游记》

的故事内容转换为视听语言，对经典文学

类型（小说）进行电影符号学再现。不同的

艺术门类其传播媒介不同，文学作品主要

诉诸于文字，读者通过阅读来完成传播行

为，相较于视听艺术而言，文字传情达意更

为抽象，它需要读者更积极的思维活动和

想象力的介入；电影或电视剧属于视听艺

术，其传播介质则是画面、声音等视听语

言，观众通过视觉和听觉接收电影/电视剧

传递的信息，相较于文字阅读，电影传达信

息则更直观，手段更多样，受众面更广、门

槛更低，即使不识字的观众也可以愉快地

欣赏电影，而电影语言运用技巧的差异也

成为一部改编电影独特性的一部分。

导演/编剧对文学作品和电影的诠释

可以看作是改编“元空间”的第二个层次。

对文学改编电影的认识历来存在着不同的

声音，是“忠于”原著，还是突出导演对原

作品独一无二的理解和演绎？对此虽然人

们至今仍有不同的答案，但趋势还是非常

明显，新时期伊始八十年代初中期的电影

改编导演们大多遵循“忠于”原著，其后大

多数导演则开始青睐于创造性改编。纵观

新时期以来《西游记》的众多电影改编版，

我们可以看到1995年周星驰主演的《大话

西游》对后来改编者的巨大影响，随着后现

代文化思潮在国内的传播，人们接受并开

始赞赏这部风格独特的电影，《大话西游》

因其鲜明的后现代主义风格成为《西游记》

改编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作

品。同时它也启迪了众多导演对《西游记》

进行更加多样化的解读，如《西游记之大圣

归来》中孙悟空变成了一只普通的猴子，在

江流儿的感召下才重新变成无所不能的美

猴王；《西游记之女儿国》中唐僧对女儿国

国王产生了绵绵情意；而《西游·伏妖篇》

更是设想了取经路上师徒四人之间的互相

猜忌，唐僧也不再是至善的化身。不同导

演对《西游记》相互各异的诠释共同组成了

多姿多彩的《西游记》改编景观。《西游记》

的电视剧改编亦如此，不同导演有不同的

解读。1986 年杨洁导演的《西游记》电视

剧改编版以“忠于原著，慎于翻新”为基本

原则，虽有情节上的增删、人物语言的挪用

等，但电视剧在人物性格特质、故事内涵等

方面最大限度地与原著保持了一致。1996

年香港 TVB 版电视剧《西游记》系列则本

着娱乐大众的精神，对西游记做了大幅度

的“魔改”。

文学改编电影交流空间的另一个组成

部分是导演心中对潜在观众以及他们的兴

趣、意愿的构想。对潜在观众的考虑是所

有电影导演在执导一部电影时的一个不可

或缺的方面，导演在改编一部电影时会格

外重视其潜在的观众群体。《西游记》原著

中唐僧面对美色诱惑意志坚定，悟空则根

本不懂男女之情，只有猪八戒每每因贪恋

女色而被训斥。而在近些年的《西游记》电

影改编中，爱情总是导演们乐此不疲的母

题之一，这与导演们预设的电影观演主体

是年轻观众不无关系。而《西游·伏魔篇》

等内容极具颠覆性的改编之作无疑也与导

演对年轻观众喜欢新鲜、另类解读经典的

心理的准确把握有关。

四

经典文学改编电影的交流空间如此广

阔，随着科技的发展，文学改编电影的交流

空间将会无限延展，目前已经出现观众在

观看电影时通过按钮直接参与、选择故事

情节发展的电影，而观众参与改编电影将

会激发观众的观影热情，提升更多改编的

可能性。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以

来文学的电影化传播研究”<17BZW164>

阶段性成果）

春天来了，影院新片不断，生机盎

然。“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前，主打

女性冒险的小成本电影《荒原》上映，

根据东野奎吾小说改编的悬疑片《回

廊亭》点映。很巧，两部电影的女主

演都是任素汐，《荒原》几乎是任素汐

的独角戏，《回廊亭》则是任素汐和刘

敏涛领衔的双女主“飙戏”。这释放

了一个信号：中生代演技派终于迎来

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将近 50 岁的“姐

圈顶流”刘敏涛担纲主演，同龄的张

颂文也凭借《狂飙》中的神演技成为

“叔圈顶流”，这给靠颜值享受流量红

利的“小花小草们”不少压力，新生代

演员还得继续磨练演技啊。相较前几

年的中年女演员危机明显改善了，想

一想，《爱情神话》中的姐姐们无论是

单亲妈妈还是离异女士，都依然光彩

照人，魅力十足；三位女主演马伊琍、

吴 越 、倪 虹 洁 也 都 是 四 五 十 岁 的 女

性。这对于电影演员圈的生态环境无

疑是件积极正向的好事情。

回到电影本身。说实话，《荒原》

贴上国内第一部女性冒险标签，围绕

任素汐的表演做营销，对于观众还是

很有吸引力的，探险求生是国内少有

的类型，对户外探险片的印象还停留

在 2017 年的《七十七天》。但没想到

进入影院观看还是“踩了雷”，单调薄

弱的剧情让任素汐一个人的表演并没

有太多新鲜的看点，无人区的探险过

程平淡无聊，女主人设任性霸道，并

不讨喜，而且把主演换成男性，也依

然成立，特别的一点可能是女性求生

时用到了女性独特的生活道具。与同

类型电影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同

是小成本的女性冒险片《坠落》要精

巧刺激得多，更别提经典的残酷求生

片《荒野猎人》了。

《回廊亭》的观影体验要好得多，

起码是一部大电影的制作品质。“悬

疑”感不会太强，东野奎吾的原著粉

和网剧观众早已知晓了答案，就算没

有看过原著和网剧，双女主的海报已

经泄露了秘密，刘敏涛笑里藏刀按住

任素汐，她饰演的林经理绝不会是一

个简单的角色，所以谜底很好猜，剧

情反转时也不会太惊讶。豪门争遗

产，看点在于高家人面对巨额遗产时

贪婪或懦弱的狼狈相。“周律师”搅起

的剧本杀游戏，在质问谁是凶手的过

程中，每个人的心理动机都被挖掘得

很充分，人性经不起推敲，只有被人

设局的叶彤把逢场作戏当了真，而这

个“唯一的真”成为打动人的核心点，

于是结尾自然而然带出全片的励志金

句“倘若无光，我便是光”。周扬因爱

复仇，林珍惠因恨复仇，双女主最后

的对决也是一大亮点。但是影片也有

一个明显的 Bug，就是林珍惠为什么

要烧死高先生的亲生儿子，这样做她

还能如计划中一样得到巨额遗产吗？

如果仅仅是为掩盖事实真相，未免代

价有点太大了。

一部女性冒险，一部双女主复仇，

女性在自然探险片和犯罪悬疑片中成

为第一主角，显然拓宽了女性主导的

类 型 片 范 畴 ，值 得 鼓 励 。 但 另 一 方

面 ，两 部 电 影 虽 然 打 上 了“ 女 性 ”标

签，却跟女性本身的社会现实处境并

无关联，这两部都是男导演拍摄的女

主角电影，并非女性电影。三八节虽

然是小档期，但“女性电影”的空缺还

是让人有点遗憾。

反而是 1 月和 2 月上映的两部印

度电影《女生规则》和《印式英语》直

击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痛点，引发了强

烈共鸣。虽然这两部都是老片子，一

个 2016 年，一个 2012 年，但丝毫没觉

得过时。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和

批判，印度电影一直表现比较突出，

由于印度社会中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

根深蒂固，女性地位极其低下，溺死

女婴、强奸案频频发生，反而催生了

一大批具有强烈性别政治议题的女权

片，如《月亮河》、《没有女人的国家》、

《炙热》、《愤怒的印度女神》、《厕所英

雄》、《印度合伙人》、《一个母亲的复

仇》等等。2012 年的德里黑公交轮奸

案导致一位医学院女学生的死亡，更

是引发了印度女性集体游行抗议，这

个震惊世人的案件被西方女导演拍摄

成了纪录片《印度的女儿》。很有幸，

2015 年在中华女子学院的放映交流会

上，我看到了这部在印度被封杀的纪

录片，听到导演谈到自己年轻时类似

的遭遇很吃惊，观众却议论纷纷，有

些男性观众直接表达了对导演的质

疑 ，感 慨 女 性 电 影 还 有 很 长 的 路 要

走。《女生规则》和《一个母亲的复仇》

都是受此案件触动拍摄而成，《女生

规则》中三位独立的现代职业女性因

为拒绝男性的骚扰反而被诬告为妓

女，一场弱势群体对抗强权的大戏就

此拉开帷幕，主持公道的律师言辞凿

凿，驳倒受害者有罪论，为女性的合

法权益辩护，抛出掷地有声的金句：

“‘不’就是‘不’，这不是一个词，而是

一个完整的句子。”就像《毒舌律师》

中黄子华饰演的律师喊出的那句经典

台词一样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以

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现在都改口说

法律面前三六九等……公义，还在法

庭这里！”这些法庭戏直击生活痛点，

以弱胜强的逆袭带来燃点，背后映射

着 每 个 人 对 公 平 公 正 的 强 烈 渴 望 。

《女生规则》重新定义了规则，那就是

给男性设立的规则，我们应该拯救的

是男孩，这样我们的女孩就安全了。

与聚焦都市职业女性的社会安全问题

不同，《印式英语》把家庭主妇处处被

贬低的处境和委屈淋漓尽致地展现出

来，因为不会说英语，莎希被老公漠

视，被女儿嘲笑，筹备婚礼带来了契

机，她在纽约偷偷学起了英语，在婚

礼上让老公和女儿刮目相看，英语班

的同学也送来了祝福，流动的国际友

情温暖洋溢，这个独立自强的女性励

志故事简单普通，女主人公也是非常

传统的家庭女性，却反映了大多数家

庭主妇的真实心理需求，那就是：“我

要的不是爱，而是尊重！”

女权主义运动走过了 200 年，在

性别权益上，女性虽然取得了极大的

进步，但是放眼世界，关于女性的法

律在近些年反而出现了倒退保守的现

象，伊朗女性现在仍处在水深火热之

中……，女性电影还有很多的故事要

讲。印度女权片带给了我们很多启

示，那就是直面社会现实的不公，大

胆发声，由此建构一个可以预见的男

女真正平等的社会。

本报讯 由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出品

的奇幻动作冒险大片《龙与地下城：侠盗

荣耀》首发“奇葩怪物”版预告，蛇豹、宝箱

怪、红龙、石像龙、噬脑怪逐一登场。预告

片公布的同时，中国独家海报也一并释

出，烈焰侵袭下，冒险小队正欲逃脱吞天

巨龙之口，险象环生扣人心弦。影片将于

3月 31日上映。

电影《龙与地下城：侠盗荣耀》基于 IP
中宏大的世界观，设计了一场精彩非凡的

冒险征程，各种“奇葩”且致命的怪物倾巢

而出，对来者虎视眈眈。跟随侠盗小队的

脚步，观众们将身临其境地收获打怪闯关

的刺激快感。

如预告片中所呈现的，在幽暗的地穴

中，漫游着长相最猎奇的噬脑怪，这种脑

子长腿的怪物以智力为食，任何智力超群

的人都会成为其狩猎目标。当侠盗小队

与噬脑怪正面相遇，屏息凝神做好战斗准

备却被无视，当面遭受智商羞辱的扎心一

幕，令人捧腹。另一种盘踞此处的怪物则

是本片最重量级的猛兽——红龙。尽管

体态臃肿行动基本靠“滚”，看起来毫无邪

恶反派的气场，但面对“入侵者”，这个吞

吐烈焰、破坏力无穷的贪婪猎杀者展现出

了令人意外的强大能量。“紧张刺激又不

失乐趣”将是此处剧情、乃至整部影片的

基调，正如导演乔纳森·戈尔茨坦所说：

“红龙的这段情节很好地体现了我们如何

把握全片的基调，故事中的危机感绝对不

会被弱化，角色们会身处险境，但同时我

们也希望观众能够开怀大笑。”

在噬脑怪和红龙之外，两大《龙与地

下城》的标志性怪物则暗藏在斗兽场的迷

宫之中，时刻准备着给予侠盗小队致命一

击。通体漆黑，尖牙利爪的蛇豹凶神恶

煞，压迫感十足，生长在两肩上的修长触

须是它最致命的武器。凭借这两条触须

的奇异功能，蛇豹化身顶级杀手，夺命无

形。同样在猝不及防间置人于绝境的，是

变幻无常、善于伪装的宝箱怪，这种表里

不一的怪物常常使人在瞬间经历希望到

绝望。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达到更真实的

效果，影片团队打造出了宝箱怪的长舌模

型，让米歇尔·罗德里格兹与宝箱怪的“搏

斗”更加紧张刺激。

（杜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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