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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电视剧《繁花》剧照。

“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小说
《繁花》的开篇，上海作家金宇澄借王
家卫电影《阿飞正传》的结尾展开叙
事，以满纸沪语铺陈了一幅横跨近40
年的沪上“清明上河图”。小说发表十
余年后，导演王家卫借金宇澄小说《繁
花》“打开”阿宝的世界，让这个故事在
光影中有了新的生命。

近日，王家卫执导的首部电视剧
《繁花》以普通话和沪语两个版本同步
开播。该剧改编自金宇澄获茅盾文学
奖的同名小说，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
初，讲述了以阿宝为代表的一群小人
物在时代浪潮下抓住机遇、施展才华，
凭借迎难而上的勇气、脚踏实地的魄
力不断成长的故事。

出生于上海的王家卫，1963 年
跟随父母去了香港，对上海有着很深
的情结。如何下手改编原著？他坦

言，起初简直是千头万绪，“ 《繁
花》 这本书一共有 31 章，没有连贯
的故事，表面是饮食男女，里面是山河
岁月、时代变迁。”

最终，原著中的一千多处“不响”，
成了王家卫的改编“密码”。在王家卫
看来，“不响”不代表沉默，而是一种留
白。“凡是我不想讲的、不能讲的，(或
是)讲了为难自己、为难别人的，‘不
响’。这也是一个创作者的态度，我只
讲我能讲的、我想讲的、我讲得好的。”

在电视剧《繁花》中，王家卫针对
一些“不响”，给出了自己解读下的“补
白”。“是什么让阿宝成为宝总，一夜之
间成为时代弄潮儿？书里没有提过，
我们可以补白，(与原著)相辅相成。
我们没有能力还原足本的《繁花》，但
是可以给出一个在原著里看不到的上
海阿宝。”

沪语版和普通话版“齐头并进”，
则让电视剧《繁花》的“回声”更“响”。
在金宇澄看来，方言是最能代表地域
的一种滋味。

剧中饰演阿宝的演员胡歌感慨，
用上海话呈现《繁花》，会有一种古典
的味道。演员陈龙(饰演陶陶)认为，
该剧更大的意义是带着观众一起寻找
回忆，“我们坚持用沪语来演，因为这
是发生在上海的故事，也是为了让沪
语更好地传承下去。”

不过，王家卫也指出，电视剧《繁
花》的解读只是他的“一家之言”，“这
个剧只是‘蛋糕’中的一块，如果是没
有看过原著的观众，看了之后意犹未
尽，我建议去看一看原著。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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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人文纪录片《中国》深挖中国历史文化
资源，用视听语言表现古代中华文明中对今日中
国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人与故事，编织出一幅中
华文明起源、发展、演进的历史画卷。特别是近
日播出的《中国》第三季从神话到历史，上溯尧舜
禹，时跨夏商周，用有理有据的情景描述、明白晓
畅的叙事语言、疏密有致的故事结构，讲述远古
中国的故事，对“中华文明从何而来、如何而来”
的时代之问给出富有艺术性和想象力的回答。

《中国》第三季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是创作
者从艺术哲学的高度把握好了历史真实与艺术
真实、文字语言与视觉语言、中国的世界与世界
的中国三组关系。首先，作品把握好了历史真实
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这是关系到人文题材创作思
想性的根本问题。中国历史的少年时期，特别是
夏商周三代，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技成就、
文化传统等方面，为后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也对现代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影
响。作品用12集的体量，溯源中国历史，用艺术
想象表现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先民发展农业、组
成家庭、运行社会，建立早期信仰与文化审美，开
始五湖四海间的交流，形成区域古国和早期文

明，开启王朝时代，直至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
伟大历程。从神话进入信史，从原始社会到农耕
文明再到王朝国家，作品让观众真切感受中国文
化的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其次，作品把握好了文字语言与视觉语言的
关系，这是关系到人文题材创作艺术性的本体问
题。影像通史不是文字通史的简单视频化，需要
进行符合影视生产规律的逻辑重构。纪录片《中
国》第三季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始终抓住历史
发展规律这条主线，将其贯穿于一个个人物命运
故事之中，在流畅的历史叙事中融入深刻的哲学
思考，激发观众一起探寻中国人的精神文化根
脉。在影像呈现上，作品充分发挥视听语言的魅
力，采取场景模拟、角色出演等方式讲述历史故
事。创作还使用超宽画幅，配合中国传统美学的
写意留白手法，使画面疏而不空，内容满而不溢，
尽显诗韵大气。此外，作品文本准确而生动、朴
实而深刻，做到了有理有据有节，而且配音与画
面高度匹配，动效与文本精准对应，把声音塑造
形象、文字展现气质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这些
设置让历史一下子鲜活起来，拉近了观众与作品
的心理距离。

再次，作品把握好了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
国的关系，这是关系到人文题材创作传播性的重
要问题。作品从《山海》抛出人类在解决基本的
生存问题之后、创造神话来安顿内心开始，到《五
帝》设立百官、创建各种制度，再到《择中》的城邑
选址、《模范》的青铜制造、《祭祀》的图腾崇拜、

《天道》的哲学源流、《礼乐》的政治制度，让人们
看到那个时代的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既有
相似的关切和追求，又有明显的地理与人文差
异，让观众理解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个独特
的存在形式，同时也是古代世界文明的有机组成
部分。这些内容显示出主创团队宽阔的国际视
野和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高远追求。

总之，纪录片《中国》立足于当下中国人的精
神关切，讲述了富有专业性、大众性、国际性的中
国古代故事，并带领观众从“创世”角度切入，去
理解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之间的关联，为中国乃
至世界观众打开了一扇梳理中国文化根脉、了解
中国历史故事的窗口。从这个角度看，该片思想
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不失为近年来一部难
得的良心之作、用心之作、精心之作。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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