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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小巷人家》《北上》《六姊妹》等改编自长
篇小说的剧集接连播出，“文学作品托起影视创作”
再度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事实上，从根据古典名
著改编的86版《西游记》、87版《红楼梦》，到根据金
庸小说改编的 83 版《射雕英雄传》、95 版《神雕侠
侣》，再到根据近些年来面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人
世间》《繁花》《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根据优秀文
学作品改编的剧集一直层出不穷，佳作连连。

好剧背后有好书

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能为影视改编提供经典
的叙事框架、独具个性的人物和深刻的精神探索。
87版电视剧《红楼梦》改编自曹雪芹前八十回的原
著，集合了当代红学家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是观众
心中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据统计，自1981年茅
盾文学奖设立以来，超过半数的获奖作品已经被搬
上荧屏，如《平凡的世界》《人世间》《北上》等，均凭
借原著魅力和优秀改编，收获口碑与市场双赢，彰
显文学作品对影视创作的强劲支撑作用。同时，优
秀的网络文学也成为影视剧改编的重要来源之一。

一部好书，是一部好剧的根，深受读者喜爱的
文学作品能够为影视改编奠定坚实基础。根据作
家大米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小巷人家》，剧中邻
里相处的温情细节、代际沟通的细腻刻画，均源于
原著对日常生活的真实描摹。观众不仅能在剧中
看到熟悉的市井场景与烟火人家，更能感受到普通
人在时代浪潮中坚守与奋斗的姿态。文学的魅力
还体现在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度挖掘上。根据作
家伊北长篇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六姊妹》，通过
刻画女性群像，真实展现普通女性在婚姻、事业与
家庭中的挣扎与坚守。该剧摒弃戏剧性的情节反
转，以真挚的情感引发观众共鸣，剧中人物的命运
轨迹，正是现实中无数女性成长历程的缩影。改编
自作家亦舒同名长篇小说的电视剧《玫瑰的故事》，
则展现了文学改编在当代语境下的焕新表达。原
著中情感炽烈的年轻女性黄玫瑰，剧中除了保留其
个性魅力，还新增职场成长线，通过展现其打拼事
业的历程，强化角色的独立意识与自主精神，更契
合当下都市女性的价值追求与身份认同。

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原本就拥有深厚的读者
基础，一旦被改编成影视剧，便具备先天的热度和
吸引观众关注的优势。原著的读者往往是第一批
追剧人，他们往往对改编的影视作品充满热切期
待，又熟悉故事和人物，愿意主动在社交平台上推
荐、讨论影视作品，为剧集积累了口碑和关注度。

好剧离不开好改编

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剧，并非用影像和声音等
工具对原作进行简单“翻译”，而是一场叙事的重构
与审美的再创。面对长篇小说中多人物、多线索的
复杂结构，影视创作往往需要删繁就简、聚焦主线，
以适应当下快节奏社会中观众的观看习惯。例如
改编自徐则臣获茅盾文学奖小说的电视剧《北上》，
便是这样一场“取舍有道”的尝试。徐则臣谈及《北
上》的影视改编时曾表示：“它的结构和故事在影视
上的转换难度非常大，但改编成电视剧这件事本身
我是赞同的，因为小说需要借助不同的艺术形式进
行传播。”《北上》原著构建了历史与现实双线交织
的宏大叙事，以大运河百年变迁映照时代变迁与文
化流传。剧集调整为单线展开，聚焦“花街六子”的
成长故事与情感经历，更符合大众的欣赏趣味。在
人物处理上，也采用更直观的处理方式，使故事更
容易被接受。虽然有诸多删减，但剧集保留了原著
中关于成长、时代等精神内核。

小说中的人物常借助细腻的心理描写与内心

独白完成形象塑造，影视改编则需用镜头语言、表
演细节和视听节奏来完成这一“转译”。改编自金
宇澄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的电视剧《繁花》，主创团
队删减原著中多条人物支线，聚焦阿宝的成长过程
与心理历程。导演王家卫用鲜明的美学风格，凸显
这一角色在时代洪流中的信义、情谊与自我抉择交
织产生的张力。剧中对李李的改编也更贴合当今
观众的审美需求与价值判断。原著中，她因命运坎
坷最终出家，而剧集保留其隐忍果敢的性格特质，
将其设定为掌控饭店“至真园”的关键人物，赋予角
色新的内涵。

此外，文学通过语言文字传达的意境和神韵，
改编时也需要用影视语言呈现出来。这种从“读”
到“看”、从想象到直观的跨媒介表达，是文学改编
影视的关键。

剧集《我的阿勒泰》改编自作家李娟的散文
集。原作侧重个人体验与细腻感悟，情节性较弱。
如何将散文改编为影视作品？导演滕丛丛认为，

“还原散文的世界观”是最重要的。为了更好地通
过故事呈现散文自由随心的特点，剧集改编时虚构
了男主人公“巴太”一角，作为女主人公李文秀成长
的见证者。剧中，二人一起策马驰骋以及众人草原
赶集等场景，搭配温暖色调与细腻传神的镜头，生
动呈现人与自然的诗意联结。巴太为救李文秀忍
痛射杀爱马的情节，在光影与音乐渲染下成为剧中
高潮，成功将散文的气质和精魂转化为影像语言，
呈现出作者李娟在书中所表达的精神内核：“我们
见过物质世界之后，开始往内心寻求安宁和自我价
值的实现。”

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剧的方式丰富多样。既
有《人世间》那样高度还原原著主题思想与叙事框架
的“忠实型”改编；也有《我的阿勒泰》《繁花》那样在
保留部分人物或情境基础上，讲述新故事的“演绎
型”改编；还有像《玫瑰的故事》那样通过改写人物命
运、调整时空背景，以契合当代审美的“重构型”改
编；像《风吹半夏》那样将文学元素嵌入类型剧结构，
以全新题材重塑原著精神的“融合型”改编，也屡见
不鲜。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原著
的思想精髓，并以视听语言有效转化成叙事张力，让
文学通过影像焕发新的生命力。

好剧热播带火好书

影视作品的热播也常常助力文学作品“破圈”
传播，带动读者对原著的再关注与再阅读。更重要
的是，影视剧通过具象化的表达方式，拓宽了文学
作品的接受面，使原本局限在特定读者圈层中的经
典文本被更多人认识和理解；一些阅读门槛相对较
高的作品，也因影像化而变得更容易共情，从而延
长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激发更广泛的文化讨论。

文学与影视的交融不断碰撞出耀眼火花。数
据显示，《六姊妹》开播后，原著迅速登上微信读书
小说榜榜首，京东图书销量大幅增长，豆瓣阅读量
突破600万；《繁花》热播期间，图书销量在京东平
台环比增长超4倍；《人世间》播出后，原著在京东
的销量达到播出前的18倍；散文集《我的阿勒泰》
因剧集“破圈”，单日销量最高突破5万册，不仅带
火作者李娟的其他作品，也带动阿勒泰地区文旅热
度飙升。影视作品的热播为原著文学作品拓宽了
传播渠道，延长了生命周期。

从文字到镜头，从纸页到荧屏，文学与影视的
双向奔赴正在不断拓宽艺术表现的维度和空间。
这一互动不仅延续了文学作品的精神气质，也推动
了视听语言的丰富革新。随着更多创作者加入这
一跨媒介的创作探索，文学与影视的互动还将激发
出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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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集《六姊妹》海报

▶长篇小说《六姊妹》封面

▲剧集《北上》海报

▶长篇小说《北上》封面

▲剧集《我的阿勒泰》海报

▶散文集《我的阿勒泰》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