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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邓崎凡

跨年热播大剧《繁花》再次让人们见识到

了文学作品改编电视剧的强大号召力。这部

由金宇澄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改编的电

视剧成为现象级作品。

脱胎于文学作品这一“母本”，许多改编

自文学作品的影视作品备受青睐。从经典的

四大名著剧集，到《平凡的世界》《红高粱》，再

到《人世间》《繁花》，莫不如是。最新发布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龙年大剧看总台”电视剧

片单重点推介的 38部作品，文学作品改编电

视剧共计 22部，占比近六成。文学作品与影

视作品的这场双向奔赴愈发热烈。

一条辉煌之路

金宇澄的小说《繁花》诞生于 10 年前。

2013 年，小说《繁花》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

出版后受到欢迎。次年，导演王家卫表示已

购得《繁花》版权。后来，他用了 4 年时间拍

摄完成了《繁花》。

和《繁花》类似，最近一次引起大家热烈

讨论的还有《人世间》。

2022年 3月在央视和爱奇艺收官的电视

剧《人世间》，自开播以来，创下央视近 5年电

视剧平均收视新高，爱奇艺平台热度破万，豆

瓣评分则高达 8.1。

梁晓声的长篇小说《人世间》于 2017 年

首次出版，后来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2018 年 11 月，腾讯影业获得了《人世间》8 年

的影视改编权。

文学是其他艺术形式的“母本”。1956

年，《祝福》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由文学名著改

编的电影作品登上了银幕，自此开启了一条

辉煌之路。据统计，从 1981 年到 1999 年，总

共 1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评选中，有 12部

获奖作品是根据小说改编的。

创造了中国电影辉煌的“第五代”导演作

品几乎都是从文学作品改编起步。改编自文

学作品的经典剧集作品同样不胜枚举:四大

名著剧集、《祝福》《林家铺子》《家》《四世同

堂》《钟鼓楼》《平凡的世界》《少年天子》《尘埃

落定》《历史的天空》《红高粱》……这些电视

剧集也成为经典之作。

去年 10 月，在 2023 中国·北京电视剧盛

典北京之夜上，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联

合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启动了文学著作权影视

开发工程，该项目集结了国内顶级的电视剧

制作机构和传媒平台，推动文学作品的著作

权开发，为电视剧创作探索更多可能性。

一条互相成就之路

人们分析《繁花》成功的原因有很多，一

个毋庸置疑的共识是，这是小说与电视剧互

相成就的又一个经典案例。

王家卫曾毫不掩饰他对于小说《繁花》的

喜爱：“不论写书、拍电影，精髓都在于如何营

造这股艺术‘味道’，《繁花》‘味道’很鲜明。

我认为故事完整性不是小说最重要的一个要

素。这部作品已经超越了一个故事。”

在《人世间》大获成功之后，爱奇艺首席

内容官王晓晖认识到，“成功的影视作品需要

让观众与之共情，这离不开引发观众共鸣的

生活细节。优秀作家笔下的作品，胜在能启

迪观众的正面力量、触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促

进观众的深刻思考。”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柳建伟则认为，中

国优秀作家影响力大小与影视改编作品的

加持分不开，很多作品经过影视化改编后，

不仅成为文学领域的经典，更成为影视圈的

佳作，文学与影视的相互成就实现了“1+1>

2”的效果。

在去年“茅盾文学周”昭明书会“影视改

编作为文学的推广者”对话活动上，中国作协

书记处书记邓凯表示，文学是影视的源头活

水，影视又让文学熠熠生辉。文学作为其他

艺术形式的“母本”，一直为影视创作提供丰

饶土壤。同时，影视以其直观性、具象性、普

及性等优势，拓宽了文学的审美视域，让文学

流传更加深远。

一条出新之路

剧集《繁花》不是对小说的简单“复刻”，

小说在王家卫的镜头下实现了“新生”。甚至

有评论家评论：“我们现在是面对两部长篇小

说，一个是金宇澄的，一个是王家卫的。”

刘震云是深受影视行业青睐的作家，他

的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在与导演冯小

刚合作的过程中，他发现小说中大段的人物

对白与心理描写，在影视剧中大多是不合适

的。而小说对环境的文学性描写，在荧屏呈

现上也会遇到问题。

小说和影视是不同的艺术形式。“如果把

二者比作一盘菜，影视要求端上来的菜要色

香味俱全，文学更注重切菜、搭配、炒菜的过

程；如果比做水，影视像河流，奔腾汹涌，遇到

落差就变成了瀑布。而小说像大海，表面的

浪花和波涛并不重要，浪花底下的漩涡暗

流，以及潮涨潮落才是它的魅力所在。”刘震

云说。

不同艺术门类的艺术家们积累了信任和

尊重。在电视剧《人世间》热播后，梁晓声说：

“影视剧对于我想表达的思想，进行了很好的

提炼。电视剧将部分角色和情节从概念化变

为具象化，更加智慧地进行戏剧展现，例如对

于周母这个角色的刻画、将周父认可郑娟的

情节改为让郑娟在门口听到父子俩掏心掏肺

的对话等，这些改动都证明导演与改编者对

原作的提升。如果小说可以重写，我想将主

创们的智慧都融进去。”

“严肃文学是个人对生活经历的思考，而

电视剧是大众艺术，越是严肃文学，改成电视

剧就越有难度，小说表达转化为影视表达，除

了形式上的，更是理念上的。”操刀过《人世

间》的著名编剧王海鸰说。

如何成功地“转化创作”，让影视作品出

彩出新，是影视改变文学作品需要一直探讨

的问题。

新年新年““繁花繁花””盛开盛开，，总台重点推介的总台重点推介的 3838部电视剧中文部电视剧中文学作品改编占比近六成学作品改编占比近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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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为热。“名作家+大导演+名编剧”成为“标配”，这不仅代表着更高的市场号召力，更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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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颖余

“素人写作”，顾名思义，就是普通人的

写作。和专业写作者相比，他们似乎应该输

在起跑线上，但事实上并不尽然。

比如，84岁老奶奶杨本芬目前出了 3本

书，销量都相当了得，《秋园》印数已逼近 40

万册，《浮木》《我本芬芳》的总印数也都在

30 万册左右。而 2023 年 3 月出版的胡安焉

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成为豆瓣 2023年度图

书的榜首作品，在微信读书上有 20 万人阅

读此书，喜马拉雅的有声书目前也有 73 万

听众。王计兵的诗集《赶时间的人》已售出

超 10万册。

这样的作品还有许多，张小满的《我的

母亲做保洁》，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陈年

喜的《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微尘》《一地霜

白》……都受到了相当的社会关注，市场反

响亦相当不俗。

他们是快递员、外卖员、保洁、矿工，普

通得无法再普通，但他们同样热爱写作，写

作是他们庸常生活里的一束光。就像杨本

芬所言，“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都

有参与历史、记录历史的权利。所以，他们

愿意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一个又一个小人物

的命运挣扎。

这大约就是“素人写作”的逻辑起点。

素人写作者，无意挑战专业作家，这反

而成为“素人写作”的魅力。他们不遵循程

式化的套路，不懂商业诉求，也无“攀登高

峰”的雄心。他们写作，更多的是出于表达

的欲望，内心的需要，犹如一棵树，长在哪

里，就顺势结出什么样的果子。

“素人写作”，关键在“素”，不仅人“素”，

题材也“素”，多是普通人琐碎的日常，没有

霸道总裁，没有狗血恋情，这反而让他们的

作品更接地气，更有烟火气。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人们的阅读

也需要多元化的口味，诚如作家肖复兴说，

读素人作品犹如“见多吃多了装潢豪华餐

厅里的商务餐后，到乡间大集尝尝锅气和

烟火气十足的家常菜，会感受到不尽相同

的味道。”

这大约是素人作品受追捧的一个重要

原因。

但“素人写作”，又不止于“素”。

大众可能被一个外卖员的故事感动，但

身份反差不会形成图书购买动机，内容品

质与阅读共情才会让读者主动掏腰包。那

些热销的素人作品，是充满细节的多层次

多维度生活经验的呈现，是有别于“二手临

摹”的“一手经验”。他们的书写也许质朴，

却天然去雕琢，也许粗粝，却真切动人、新

鲜细腻；他们的情感，真挚而又热烈，很容

易引起人们的共情。就像读者在《我在北京

送快递》评论区里的留言：“谢谢你把我们的

经历写出来”“当小人物拿起笔，整个世界都

敞开了”……

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这就是真

实和日常的力量。

每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种生活都惊心

动魄。毫无疑问，“素人写作”以正面姿态进

入当代文学，是一件好事情。他们给当代文

学写作带来了新主体，也带来了一种新颖而

有力的文学形式——素人写作者最惯常的

文体是非虚构和诗歌，能够充分表达自我，

在感染读者的同时，也能丰富读者对生活的

感受力，这未必是小说可以达到的。

对日常真相的渴求并从中获得情感的

共鸣，是当代人的一种精神刚需。“素人写

作”，某种程度上就承担、呼应了读者的吁求

与想象，对所谓专业写作、纯文学的表达也

是一种鞭策和激励。

感谢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感谢慧眼识珠

的出版人，“素人写作”值得被看见。

“素人写作”，不止于“素”

今年82岁的连丽如先生风采依旧。

湖北工会首部劳模广播剧上线
本报讯（记者张翀 通讯员黎甜 李旭）连日来，广播剧《夜

空中最亮的星》在湖北楚天交通广播、湖北城市之声多档热播

栏目滚动播出。同时，湖北广电长江云、湖北省总工会微信公

众号也同步推广这部湖北工会首部劳模广播剧。

该剧以全国劳模、全国最美职工、国网湖北超高压输电检

修中心带电作业二班班长胡洪炜的事迹为原型，由省总工会

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精心创作打造。广播剧生动细腻地再现

了胡洪炜以“一辈子办成一件事”的执着专注，不惧危险，勇闯

人类禁区，成为±800千伏特高压带电作业世界第一人的奉献

付出，以及他坚守岗位，在龙卷风后顶风冒雨紧急抢修线路，

用心用情守护万家灯火的一个个感人场景，展现了新时代电

力产业工人爱党、爱岗，勤于奋斗、勇于创造的精神风貌和时

代风采。

启动仪式上，胡洪炜登台讲述了对这部以自己为原型的

广播剧的感受，他表示，将以广播剧的上线为鼓舞和动力，更

加努力发挥好劳模示范带头作用，依托胡洪炜劳模创新工作

室，打造一支青年带电作业综合队伍，带领大家苦干实干、攻

坚克难，练就带电作业专业技能，真正做到关键时刻站得出

来，消除缺陷顶得上去，守护好万家灯火。

启动仪式上，主创人员分别介绍了广播剧创作中的闪光

点，并现场演绎广播剧精彩片段。剧中胡大伟（原型胡洪炜）

的扮演者路羽，曾获得中国话剧“金狮奖”，此次演绎让他感慨

颇深：“作为广播剧，我们需要用声音带动听众的情感，在大家

耳畔营造出一种现场感，雨声、风声、甚至是胡大伟这个角色

的喘息声、呐喊声，用细节刻画人物形象，以此来展现胡大伟

严谨的工作素质和爱岗敬业的精神。”

视 线G

40余场活动贯穿全年

长春市总为职工烹饪文化大餐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日前，由长春市总工会主办，

长春市工人文化宫、长春市职工文化体育协会共同承办的全

市首届职工文化艺术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工人文化宫举

行。本届艺术节共开展 40余场系列文化艺术活动，近 10万人

次参与其中，对维护职工精神文化权益、提升职工生活品质发

挥了重要作用。

本届艺术节自启动以来，在长春市各大建设工地、车间厂

房、企业校园，活动成果遍地开花，得到全市各级工会和广大

职工群众的积极响应。

“在艺术节期间，我们共组织开展了 12 大项 40 余场活

动，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使职工群众真正成为文化的参与者、

创造者、传播者和实践者，在全市营造了健康文明、昂扬向

上、全员参与的职工文化氛围。”长春市工人文化宫副主任尹

宇奇说。

职工文艺汇演精彩不断，为广大职工提供展示风采和激

情的舞台；文艺演出小平台撬动普惠便民大服务，让职工群

众共享职工文化发展成果；职工书画摄影集邮展，记录美好

生活，绘就时代风采；送演出、送电影、送培训、送讲堂，送文

化走基层活动走进企业、校园、社区、乡村，为职工群众送上

文化大餐……

“下一步，长春市总工会将把职工文化艺术节打造成具有

长春工会特色的文体活动品牌，通过开展更多职工喜闻乐见

的活动，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提高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品质。”

尹宇奇说，今年的职工文化艺术节将贯穿全年，做到月月有活

动，同时依托工人文化宫、幸福汇工会驿站等服务阵地，把职

工文体活动送到职工身边，激励广大职工为长春高质量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
区乌兰不浪村的“牧勒工坊”内，残疾人正
在掐丝珐琅技艺传承人崔霞（主图左二）
的指导下制作掐丝工艺品。

近年来，在掐丝珐琅传承人的创新
下，这一项技艺得到改良，开发出广受市
场欢迎的文创产品，普通群众在短期培训
过后也可以掌握基本技法，制作出精美的
掐丝珐琅艺术品。为此，崔霞在当地残联
的支持下，创办了该工坊，帮助当地残疾
人解锁新技能，实现就业，用双手创造自
己的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让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有规可依

秦皇岛为历史文化遗产打造“护身符”
本报讯（特约记者朱润胜）记者从秦皇岛市政府新闻办

获悉，作为河北省首部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综合性保护

管理的设区市政府规章，《秦皇岛市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于 2月 1日正式实施，为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据了解，近两年，河北省大力开展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街

区申报认定工作，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延续历史文脉。秦

皇岛市历史文化深厚、人文资源集萃、建筑遗产丰富，现有 1
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3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已公布的历

史建筑 138处。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加快，城市建

设与建筑遗产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存在保护力度不够、保护

责任人不能履行保护责任义务、历史文化资源未能充分得到

传承发展、历史建筑活化利用不到位等问题。

《规定》共 6 章 33 条，主要从普查认定、保护措施、合理利

用、监督检查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规范。同时，《规定》提出历史

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管理，应当遵循保护优先、科学管

理、以用促保、传承发展的原则，并从四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通过一系列的保护利用举措，让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真正活

起来，融入老百姓的生活当中，让城市和乡村处处显文化、见历

史，让老百姓在生活当中能够触摸到历史，感悟到文化魅力。

穿新衣 过新年

龙年春节日渐临近，为了满足孩子们过新年穿新衣的需
求，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乔阳村吉巧惠刺绣农民专业合作社
制作了一批将龙年标志与时尚服饰相结合的童衣、童帽、童
枕等新年饰品，喜迎新春佳节。 姜桦 摄/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