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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015 年初，您导演的《平凡的世
界》相继登陆各卫视黄金时段，口碑流量双丰
收，也被称为严肃文学改编影视剧热的开
端。您为什么会选择《平凡的世界》这样一本
严肃文学去改编呢？

毛卫宁：这几年，由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
剧逐渐成为荧屏主流，但是 2015 年，完全不
是这样的。在当时的中国影视行业背景下，
严肃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很难在影视中有一
席之地，《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之路极其艰难，
我们也质疑过这部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品能不
能受到观众和市场友好反响。

就我个人而言，这部作品对我的成长有
很大帮助，第一次接触《平凡的世界》是上世
纪 80 年代末。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被分配
到四川电视台当导演，每天我都会用半小时
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李野默演播的广播剧

《平凡的世界》，听完了三部。我被深深地打
动了，很快买来小说。书中孙少平决心通过
努力奋斗来改变命运的信念很契合我当时的
人生处境。我日夜阅读，正如孙少平捧读《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样——优秀的作品总能
带给人精神上的共鸣和引领。90 年代，我到
四川一个偏远的县里挂职锻炼，那是我第二
次读《平凡的世界》，结合县里的实际，我对作
品中讲述的基层政治改革有了更多的体会。

2013 年决定导演电视剧《平凡的世界》
后，我又读了一遍原著。这一次，我把注意力
放在了孙少安身上，因为农民问题正是中国
亟待解决的“三农”问题的核心。《平凡的世
界》深深地影响了我们那一代人的价值观和
人生选择，每一次阅读又总能让我产生新的
思考，打开新的视野。当年，小说《平凡的世
界》在“60 后”“70 后”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
印，我希望它能以影像的形式去影响今天的
年轻人。于是我们萌发了一个想法，为现实
主义的创作打开一条道路，让现实主义作品
重新占据影视的主流地位。

在 2015 年两会之后，《平凡的世界》得到
了整个社会特别正面的反响，我想我们做到
了给现实主义作品打开一条路，同时为严肃
文学的改编树立标杆。

记者：自带现实主义光环、文学性强是严
肃文学影视化一直以来的优点，近年来视频
平台和制作公司频频朝严肃文学抛橄榄枝，
在您看来，这种趋势是否代表着市场的审美
取向在变化？

毛卫宁：当年如果仅仅为了收视率，我不
会选择拍摄《平凡的世界》，这也是 20 多年来
没有投资方愿意拍这部名著的原因之一。而
现在你说的这种视频平台和制作公司频频朝
严肃文学抛橄榄枝正是我们最想看到的现
象，是我们当时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意义，也

是它带来的改变。我们想让更多的创作者看
到严肃文学依旧有很大的市场，而且一定会
以主流呈现。

记者：选定严肃文学 IP 进行影视化转
换、扩容是一种再创造，比如严肃文学叙事往
往具有宏阔的社会变迁背景，将个体命运沉
浮置于历史脉络中予以审视。这种与当下生
活带有距离的叙事如何引发年轻观众的共
情，是严肃文学影视化改编需要突破的难
题。能不能谈谈您的思考和建议？

毛卫宁：是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改编会比
其他的困难很多，路遥先生在创作《平凡的世
界》时，把 1975 年到 1985 年的报纸全部翻阅
了一遍，所以我们更要苦下功夫，关注社会、
了解社会，严肃文学的改编对我们创作者的
文学素养等方面有很高的要求，同时也需要
花时间和精力保证它的时效性。在这本书
中，路遥先生想告诉大家的是：无论你在社会
的哪一个阶层，只要你的生活是靠自己劳动
所获，你就应该得到这个社会的尊重。在《平
凡的世界》里我们挖掘了“尊重劳动者”这样
一个主题，所以他给今天的年轻人带来了指
引作用。

有人这样评价：“这部剧表现出了对疲惫
苍白生活的抗争，对人性光辉的呼唤和回
应。”正是这种对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的真诚，
以及经由苦难熔炼出来的奋斗激情和崇高理
想，深深地触碰了年轻观众内心最柔软的地
方。这些是我们在改编传统文学和严肃文学
需要考虑到的，我们需要下功夫考虑怎样才
能跟当下的观众产生连接，这样的作品花的
功夫一定比其他的要多，但是我觉得它是有
价值的。

记者：观众对严肃文学改编影视的需求
越来越高，作为从业者，您有怎样的思考？

毛卫宁：观众对严肃文学改编影视的需

求越来越高是一件好事，也是对电视剧工作
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回首 30 多年的创作之
路再思考，我认为好作品的生命力是无限
的，关键是如何把今天年轻人的“代入感”调
动起来，让观众和角色之间产生跨越时空的
情感共振。

我认为，关键是加强作品的艺术特色，
按照艺术规律去讲好故事，让观众受到感
染，发自内心地认同作品所传递的价值观
念。比如，《麓山之歌》既诠释了现实生活的
真实变化，也采用了浪漫主义的视觉表现手
法；《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战争场面进行
了高度逼真的还原，又融入细腻感人的情节
触动观众内心。

一部优秀的影视剧，故事源于生活、人物
真实可信、行为符合逻辑、情节丰富生动，这
几个特质缺一不可。今天的观众不会被“假
大空”糊弄，真实才能可信，可信从而代入，代
入进而共情。真实、可信这是我们与观众之
间的桥梁。

我一直坚信一个理念，那就是创作者不
能用个人经验去评判观众需求，不要关在书
斋里去想象观众。“怎么拍”比“拍什么”更重
要，先解决“有没有”，再来说“好不好”。让
人物真实与情感真挚相交织，用艺术真实与
现实真实相呼应，用心用情用功把具有正向
引导、体现艺术水准的作品呈现给观众——
这就是我们作为创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也激
励着电视剧工作者不断开拓更广阔的题材
空间。

（毛卫宁：国家一级导演，中国电视剧导
演委员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影视产业联合会
首任会长。）

近日，影视剧《三体》《狂飙》、电影
《流浪地球2》的热播让原著再度回到大
众视野，引发了2023年第一轮原著阅读
热潮。在成都，多家书店将其原著放至
热销展台，而在线上，各大阅读和购书
平台都被当前热播的影视剧原著霸
榜。《三体》自播出后，原著牢牢占据阅
文集团旗下QQ阅读热门榜TOP1，累计
超167万人将《三体》加入书架，“三体”
关键字站内搜索量暴涨6倍。《流浪地
球》原著在电影《流浪地球2》上映后，站
内阅读用户飙升35倍，点击量增长20
倍。高启强的“枕边书”《孙子兵法》也
火了，QQ阅读平台累计超75.2万人将各
版本《孙子兵法》加入书架。QQ阅读推
出的“高启强同款书单”——《孙子兵
法》《红楼梦》阅读量上涨12%。而在当
当网上，各种版本、注本的《孙子兵法》
在多个图书榜单中跻身前列。喜欢看
《三体》的一位观众表示，之所以愿意在
看完影视剧后走进书店购买原著，很大
程度是因为好奇，想知道书跟电视剧会
不会有什么不同，“读完发现，电视剧
《三体》十分忠实于原著，怪不得那么多
书粉会给它打满分。”

近年来，影视助力图书销售和阅读
消费产生的影响愈加显著，“2006年版
《万历十五年》编辑、中华书局编审徐卫
东告诉记者，剧的质量高，观众认可，自
然会对剧中涉及的图书感兴趣，这就对
图书销售有较大的推动。”他表示，《人
民的名义》热播的那一年，剧中高育良
多次提起的一本书就是《万历十五年》，
书局三个版本的《万历十五年》共卖了
70万册。

业内人士认为，原著书籍在线上线
下的热度暴涨，也展现了文化IP从文字
到影视的传播，再从影视反哺文字的IP
共振效应。文学和影视，独立又共生。
文学用文字触碰人性与灵魂，提供给影
视取之不尽的素材滋养影视；影视用银
幕呈现百态社会，两者之间相辅相成。
2015年，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在电
视剧播出后再度热卖，一些观众找出原
著重温，让导演毛卫宁十分振奋，他表
示，还有不少年轻读者是第一次捧起这
本书，有些高校将《平凡的世界》列为大
学新生的入学礼物，出版社一再加印，
许多青年学子还来信和他交流。人们
尤其是青年人重新阅读《平凡的世界》，
走近路遥，也是他所期待的。

央视上个月发布2023年电视剧片单，30
部剧作中，《主角》《北上》《人生·路遥》均改编
自经典，对于严肃文学的青睐和倚重凸显；

无独有偶，拉满了观众期待值的电视剧
《三体》刚刚收官，在主题、题材、叙事、制作等
多方面均不负众望，令国产剧创作显现出了
别开生面的气象与格局，也为严肃文学的影
视化提供了又一范例。

刘慈欣曾提到，对于科幻而言，影像比文
字的力量大得多。而今，他在文本中勾勒的
恢宏星空，描绘的黑暗宇宙，也通过影视剧改
编的方式，得以视觉呈现，再次俘获一大批观
众的心，也给市场带来新的期待。

近年来，《平凡的世界》《白鹿原》《装台》《经
山历海》《我是余欢水》等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
剧逆势而上，表现亮眼，在获得收视成功的同
时，彰显了严肃文学的文化影响和精神力量。

未来一段时间，还将有一批严肃文学改
编的影视作品亮相，对影视创作新格局的形
塑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新时代
用优秀作品获得更多观众的喜爱和业界的认
可，值得探讨。

严肃文学影视改编

据统计，茅盾文学奖自 1982 年首届评选
至今，获奖的 48 部长篇小说中，共有 31 部作
品被改编成了影视剧、话剧，除《人世间》外，
为大众所熟知的还有《平凡的世界》《白鹿
原》《推拿》《暗算》等。有茅盾文学奖作品打
底，一般影视化改编的作品口碑都不会太
差，但在热度、收视等层面依然存在着巨大
的不确定性与“沉没成本”。

未来严肃文学改编影视剧是否能一路
向好，还存在不少变量。但当下，已成一片
蓝海。作为我国电视剧行业的风向标和晴
雨表，从央视发布的 2023 年电视剧片单中，
我们也可管中窥豹：改编自路遥经典小说

《人生》并融入路遥本人真实经历的年代情
感剧《人生·路遥》，改编自笛安小说《龙城》
三部曲的电视剧《龙城》，改编自徐则臣的

茅盾文学奖同名获奖小说、由赵冬苓编剧的
电视剧《北上》，改编自著名作家陈彦获茅
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电视剧《主角》，根据
伊北同名小说改编、全景式展现“熟年”一
族面临现实问题的电视剧《熟年》⋯⋯除了
央视，在其他视频平台方面，莫言的《丰乳
肥臀》、金宇澄的《繁花》、余华的《文城》、张
平的《生死守护》、贾平凹的《高兴》《秦腔》、
王蒙的《这边风景》、苏童的《黄雀记》等都
已经影视化启动。

不过，令人慎思的是，严肃文学的“活
起来”和“火起来”，是否会引来影视行业趋
之若鹜地入局严肃文学 IP 改编？对此，毛
卫宁的判断是否定的。“我觉得文学名著的
改编应该不太会造成一窝蜂的现象，因为
它的门槛比较高，考验的是主创团队从内

容开发、编剧改编到制作发行等全方位的
能力与实力。但是我其实恰恰要倡导对严
肃文学作品的改编，要大力倡导这条创作
思路。”

这正如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
凝的寄语，从文学到影视，这不仅是在描述
一个过程，更标志着一个生机勃勃的创造与
接受的广阔空间。文学与影视，这是一种相
互区分、相互激励而又相互启发、相互成全，
最终相互增强和放大的关系。“回顾现代以
来文学和影视发展的历史，我们都能深刻地
在文学的力量中展望影视的力量，在影视的
力量中领会文学的力量。让我们的力量融
汇在一起，让文学和影视一起走进更广大的
人民群众心里，这也是一代代文学人和影视
人共同的努力方向。”

2015 年，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
视剧《平凡的世界》播出。镜头中营造出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浓浓的“泥土味”，令观众
直呼“触动泪点”，不仅收获了众多观众好
评，还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路遥热”，也提
振了市场对严肃文学改编的信心。2017
年，改编自陈忠实同名小说的电视剧《白鹿
原》收视率低开高走，获得了较高的口碑。
2020 年 4 月，改编自余耕小说《如果没有明
天》的《我是余欢水》因生动展现小人物的
现实生活而引发受众热议，成为年度爆款

网剧。11 月，另一部改编自茅奖获得者、陕
西作家陈彦同名小说的电视剧《装台》在央
视一套播出，聚焦“装台”工人这一底层群
体，以一种久违的粗砺、坚硬和温热的生活
质感打动人心。去年，央视开年大戏、根据
梁晓声同名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改编的

《人世间》成为爆款大剧。
在买下《人世间》《这边风景》版权的一

未文化创始人吴凤未看来，严肃文学能够
再 次 获 得 观 众 青 睐 ，其 实 是 市 场 顺 势 而
为。影视市场经过野蛮生长后，观众、市场

都需要这些反映时代反映人民的作品。大
多数严肃文学的时代跨度非常之大，其思
想性和艺术性也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让人
们能够通过故事，窥见一个时代和社会发
展的缩影，引发思考。《平凡的世界》导演毛
卫宁认为，王蒙、路遥这些大家的作品，在
今天读起来依然有感染力，一代代年轻人
都喜欢他们的作品，这就是经典作品的力
量。严肃文学改编潮的再次回暖，既是观
众对优秀文艺作品的渴求，也是影视市场
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期盼。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严肃文学一直
是影视改编的富矿。《人生》《芙蓉镇》《红高
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由严肃文学改编的
电影作品或展现温情叙事下的现实刺痛，或
对历史文化进行深刻的叩问与寻根，或彰显
鲜明的中国符号和蓬勃的生命力，或追求极
致的声色美学和文化批判，共同勾画着中国
电影的艺术图景。电视剧方面，由当代文学
改编的如《乔厂长上任记》《雪城》《巴桑和她
的弟妹们》《新星》，由现代文学改编的如《四
世同堂》《围城》，以及由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
剧等成为一代经典。这些电视剧作品以不同
的形式延展了文学原著的精神价值和艺术空
间，奠定了中国电视剧改编的基本范式，在中
国影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张艺谋导演
说过一句对文学感恩的话。那是他在回忆电
影《红高粱》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并引起世界
对中国电影的关注时：“那些年是文学驮着电
影走向世界的。”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新世纪初，严肃文
学改编的影视剧日渐式微，一方面在于影视
改编逐渐转向“大众化”，更重要的是，其影视
改编的难度让从业者望而生畏，“一流作品，
三流改编”等争议评价和失败案例，时刻警醒
创作者入局之难。中国传媒大学讲师、编剧
王婧解读道：“一方面，严肃文学往往逶迤起
伏、洋洋洒洒，如何将巨大篇幅凝练成一部故
事完整、主题明晰的剧集，考验着创作者的改
编功力；另一方面，严肃文学本身有着厚重的
精神内核和深刻的价值旨归，如何在改编中
保持其精神、传达其思想，也对创作者的艺术
水准提出了更高要求。”

所谓“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文学的呈现方式是通过文本呈现故事，
读者通过想象和审美完成接受过程，而影视剧
则不同。在《人世间》编剧王海鸰看来，电视剧
是戏剧和文学的结合，这种方式决定了无巧不
成书。一唱三叹，一波三折，起承转合是必需
的，“难就难在这个地方，要把小说里表现的东
西外化、影像化。人物所有的心理活动不再是
文字描写，必须让他行动起来，这是比较困难
的。”最终，王海鸰剧本筹备历时近三年之久，
才得以落笔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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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年轻观众的
代入感调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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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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