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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节奏青春化

近日，由赵冬苓编剧，姚晓峰执
导，改编自作家徐则臣茅盾文学奖
小说的电视剧《北上》宣布开机。《北
上》曝光的概念视频中，观众置身于
飞速发展的运河生活，搪瓷缸、“二
八大杠”自行车、颜色鲜亮的领带等
配饰带着回忆汹涌而来。原著《北
上》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了
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
间的百年“秘史”。历史线书写的是
1900年左右运河沿岸的晚清生活图
景。从改编剧曝光的信息来看，电视
剧《北上》舍弃了原著占据不小篇幅
的历史线，专注于大运河申遗成功
前后，沿岸人们与大运河的故事。虽
然《北上》有很多老戏骨参演，群像
戏丰富，但从剧版故事主线来看，这
次影视改编注重青春化表达。

目前来看，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人世间》《牵风记》《北上》《主角》
《应物兄》5部获奖作品中，除了著名
作家徐怀中的《牵风记》，其他几部
作品都已影视化。《人世间》是去年
的爆款剧。描绘知识分子生活画卷
的《应物兄》也已开启影视化进程，
作家李洱曾表示，“期待一个非常好
的编剧对这部小说进行第二次创
作，既要能够看到它跟以前作品的
不一样，又能够对作品进行影视化

的处理。”著名作家陈彦的《主角》改
编影视剧，出现在央视2023年电视
剧片单中，由张艺谋执导，讲述秦腔
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兴衰
际遇、起废沉浮。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包
括《江南三部曲》《这边风景》《生命
册》《繁花》《黄雀记》，其中《这边风
景》《繁花》《黄雀记》都有影视化消
息，王家卫导演参与其中的《繁花》
有剧版、影版，《黄雀记》同名影视作
品也会集著名导演和演员。

从上世纪80年代的《芙蓉镇》
《钟鼓楼》《平凡的世界》到上世纪90
年代的《长恨歌》《尘埃落定》《白鹿
原》，再到《暗算》《推拿》等，每届茅
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都有被成功影
视化的作品，有的作品还有第二次
影视化。但从改编率上来看，最近两
届茅盾文学奖作品影视化热度很
高，尤其是剧版《人世间》的大获成
功，让观众更加期待这些文学名著
的影视化。

符合时代审美

近一两年，不只是茅盾文学奖
作品受影视改编青睐，严肃文学影
视化改编其实进入了爆发期。

从《幸福到万家》《人生之路》
《装台》《我是余欢水》《梦华录》《三
体》《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沉
默的真相》《平原上的摩西》《胆小
鬼》《刺杀小说家》等大量严肃文学

改编影视作品可以看出，丰富的文
学作品宝库为影视剧创作提供了多
种类型、多重风格的高品质文本来
源，而且严肃文学的影视化改编整
体质量不俗，不像很多网络文学影
视化经常被诟病吐槽“一流作品，三
流改编”“改编即毁灭”，严肃文学改
编出现彻底失败的案例鲜见。这是
因为严肃文学本身就具备了很高的
艺术水平和思想水准，一部作品涵
盖时代变迁、家庭伦理、大众生活乃
至精彩的历史故事等，有深厚的艺
术根基，再加上优秀的编剧妙手生
花，很容易改编成功。

但对于严肃文学的影视化再创
作，也不是随便就能成功的，而是需
要与时俱进、符合影视创作当代价
值的改编。《平凡的世界》有两版电
视剧，《白鹿原》《推拿》等都有影剧
版改编，编剧的改编、取舍、二次创
作等，都是更加符合时代审美，增加
时代感元素。再比如，《人世间》的改
编，电视剧比小说更注重一波三折
的戏剧矛盾，强剧情看点密集，作品
的整体基调比原著更温暖、明亮，编
剧也会根据观众审美趣味，改编人
物故事线，让人物变得更有看点，比
如对周蓉和蔡晓光爱情的改写、冯
化成与周蓉的关系重塑、把骆士宾
写进改革开放商业大潮中等，增加
了不少看点。可以看出，如果编剧对
当下影视剧观众的审美有非常敏锐
的把握，能让观众产生更多共鸣，改
编就成功了。

《人世间》之后，《繁花》《北上》《主角》令人期待

茅盾文学奖作品影视化热度高
近日，改编自著名作家徐则臣同名小说的电视

剧《北上》官宣开机，小说《北上》曾荣获第十届茅盾
文学奖，是继《人世间》之后又一部即将以影视形式
与观众见面的茅盾文学奖作品。从近两届茅盾文学
奖作品影视化来看，改编节奏逐渐加快，类型丰富
的文学精品越来越受大制作影视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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