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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到电影

研讨会一开始，著名文艺评
论家仲呈祥就围绕古典改编“忠
于原著”这一点提出了疑问：“什
么是忠于原著？百分之百意义上
的忠于原著是根本不存在的。小
说和电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
言，从小说到电影是一个从文学
思维到视听思维的转换，也是一
个审美创造的过程，载体不同，呈
现角度和表现形式也因此不同。”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
赵卫防提到，《红楼梦》的文学成
就是毋庸置疑的，而影视作品的
主要特点是视听语言，用视听的
方式确实很难完整地表现出原
著的文学优势，自然也不能用文
学的要求来对影视提出要求。所
以，将文学作品影视化，尤其是
对《红楼梦》这样一部古典名著
进行影视改编，在文学性的表达
上势必会“打折”，这也是外界一
直以来对《红楼梦》影视化存在
争议的事实所在。但与此同时，
影片用了大量的移动镜头和特
效来呈现《红楼梦》中的诸多名
场面，带领观众“入梦”，因此“这
也是影像的优势，是无法用文字
表现来完成的”。

《电影艺术》杂志主编谭政提
到，《红楼梦》第一次影像化是
1924年梅兰芳主演的黑白无声电
影《黛玉葬花》，亦是由小说到戏
曲再到电影的一次改编，跟2024
年即将上映的《红楼梦之金玉良
缘》正好隔了100年。“《红楼梦之
金玉良缘》是百年《红楼梦》影视
改编的一个新的高度，是一个代
表之作。”著名编剧、中国电视艺
术家协会编剧艺术委员会会长王
海平也认为，《红楼梦之金玉良
缘》是对《红楼梦》原著的一次成

功改编，“通过爱情这个线索，折
射出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这是艺
术的高明之处，我认为这次改编
值得庆贺”。

需要新的面孔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视听艺
术委员会副主任高小立认为，经
典名著改编是否成功，取决于人
物刻画的高度，人物的高度就是
艺术的高度，所以在电影改编上
也往往立足于人物，通过揭示人
性和展示时代与人物的勾连来实
现“经典再创作”的深刻性，而这
也是经典改编的难点所在。

“在没有87版之前，一千个人
心中有一千个《红楼梦》，87版出
现后，人们每次提到《红楼梦》都
只有一个标准。那一版电视剧把
观众对《红楼梦》的想象定格了。
加上观众一直以来对于林黛玉、
薛宝钗、贾宝玉和王熙凤这些经
典角色都会根据自身的喜好与审
美来做出一些肯定或否定的评
判，这也是众口难调的现实。所以
经典文学名著影视化，一方面要
贴合时代审美，一方面也不能过
于迎合时代、迎合观众，否则就有
违文艺本质。”高小立同时也对电
影版选角表示了肯定：“我觉得包
括贾宝玉在内的几位演员选得都
特别好，胡玫这部影片是与时俱
进的。”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李
道新也认为，对《红楼梦》选角的
认知不可能永远停留在87版上，

“我们需要有新的面孔，这版电影
中‘宝黛’的演员已经超出了我对
他们的想象，也超出了我对他们
的喜欢和理解，这就是我所认可
的新的面孔，非常好。”

很有趣很大胆

作为研讨会主持人的中国电
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认
为，影片中一众年轻演员对《红楼
梦》中人物的塑造神似原著，也让
书中人物的青春生命得以鲜活呈
现；而卢燕、张光北、丁嘉丽、杨童
舒、罗海琼等一众资深演员也贡

献了精湛的表演，“演员以最大限
度完成了角色，故事的取舍也凸
显出宝黛的生死爱情，影像语言
更是重现了小说的内涵精髓”。

谈及影片的片名，《人民日
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表示，电
影片名之所以提到“金玉良缘”
绝非否定木石前盟，而是向所有
人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何木石前
盟不敌金玉良缘？“宝黛的爱情
为何被摧毁？被谁摧毁？原著中
曹雪芹想要表达的是，这样纯洁
的人和爱情最终被这个无情的社
会和人间给摧毁，木石前盟也成
了悲剧。这是胡玫导演对于原著
的忠实呈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

认为，胡玫这次翻拍成功做到了
“三不”：不容易，不违和，不得了。
“不是在照搬原著，而是跟原著对
话，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又有创
造，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把故事撑
起来，是非常了不起的。”说到电
影中对“贾贪林财”的解读，张颐
武认为“很有趣也很大胆”：“胡导
演把这个戏剧化了，很大胆，而且
真的是每一句都有来历。”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新媒体
委员会秘书长胡建礼表示，外界
一直以来存在“《红楼梦》到底该
不该改编”的争议，“我的答案是
肯定该碰，而且这几十年来碰得
还是太少了，距离上次《红楼梦》
搬上大银幕有20多年了，投资方
和创作者都需要有这样的勇气。”

强烈的青春感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电
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胡智锋对于
电影是“胡玫导演推出的青春版

《红楼梦》”的说法表示赞同，“第
一，它挖掘了《红楼梦》里边最具
青春气质的重要元素，比如说对

自由的追求、对真善美的追求；第
二，它贴近当下年轻人的审美感
受；第三就是胡玫导演自带的

‘飒’，这也是一种青春感”。
《中国艺术报》总编辑康伟认

为，《红楼梦之金玉良缘》是一部
具有很强现实性的电影，“胡玫导
演做了很多功课，把《红楼梦》由

‘厚’拍‘薄’，再让观众从‘薄’中
感受厚度”。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徐芳依
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在每个时代
都要有全新的解读，而今天的年
轻人更有必要看到像《红楼梦之

金玉良缘》这样的电影。“在短视
频、游戏、直播全面占据年轻人时
间的今天，电影依然是他们会去
接触和感受的艺术形式，也是重
要的文本和学习方式。”

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文化研
究部主任左衡认为，其实今天对

《红楼梦》感兴趣的年轻人并不在
少数，只不过有很大一部分不是
对全篇感兴趣，而是对某个人物、
某个片段或者某种意象感兴趣。

“文化传播本身就是一个教育的
过程，电影或许是‘一家之言’，但
如果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完成对
这个‘一家之言’的再次解读、阐
释以及传播、再生产，就会完成一
次全新的教育推广。”

《《红红楼楼梦梦之之金金玉玉良良缘缘》》举举行行研研讨讨会会

电电影影改改编编经经典典是是““一一家家之之言言””
由胡玫导演的电影《红楼梦之金玉良缘》日前在京举行专家观摩研讨会，多位国内知名文艺评论家

到场观看了影片，并围绕影片的选角、改编角度、影像表达等多方面展开讨论。

2024年8月12日 星期一 A09文娱


	A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