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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first film in the world was made, the adaptation of literary works became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the screens. Because of the high influence of the original works, this kind of movies can gain posi-
tive word-of-mouth and get many awards. However, there are a thousand Hamlets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 There are different views about such kind of movies.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original works and the film arts, analyses the classic adapted works, and then discusses the inevitability, prin-
ciple,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adaptation of literary works. Finally, the rules of success-
ful literary adaptation a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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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电影艺术诞生以来，大量的文学著作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由于原著本身的影响力，此

类电影很容易获得极高的票房价值，并在艺术上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是由于不同的改编者对文学原著

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许多原著改编类电影在公映后往往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主要从文学著作改编电

影的影视化角度着手，剖析文学著作与影视文艺的内在关联；并以此类电影中的代表作品为具体剖析

对象，从文学著作影视化的必然、原则、利弊等多个方面浅析文学著作影视化这一文化现象，初步探

寻其成功的艺术规律。 

 

关键词：文学著作影视化；原著改编电影 

1. 引言 

文学著作和电影作品，这两者都有着非比寻常的

艺术魅力。自此上世纪电影艺术诞生以来，许多电影 

导演将这两个具有广泛影响的艺术门类结合起来，创

作出了大量优秀的经典电影。近百年来，世界范围内

由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佳作非常多，如《乱世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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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罗密欧与朱丽叶》、《巴黎圣母院》、

《哈姆雷特》、《日瓦戈医生》、《堂吉诃德》、《简爱》、

《老人与海》、《雷雨》、《祝福》等，这其中的成功之

道自然值得深入探寻。 
简而言之，文学和电影两种艺术门类的叠加，往

往能对观众产生更强的艺术感染力，创造出一种全新

的观影体验。文学是艺术之母，是剪裁的艺术这意味

着文学和电影两种艺术门类有其相通之处。将成功的

文学著作改编成电影自然是电影艺术家获得成功的

一条捷径，但也不乏平庸之作。那么文学著作改编电

影到底有着怎样的艺术创作规律？我们先从二者的

关联说起，逐步剖析文学著作影视化的现象。 

2. 文学与影视的关联 

如果抛开“影视”的传播媒介、技术手段，单纯

从一种表演艺术形式的角度来看，电影与戏曲、舞蹈、

歌剧、音乐剧、话剧一样，都是一种表演艺术。“演”

只是一种形式，目的是为了生动形象地阐述一个故事。

而每一个故事的脚本都是一部文学作品，这便注定了

文学与影视是可交织在一起的艺术。 
艺术源于生活而又超越生活，这是艺术与生活的

基本关系。无论是从艺术的起源，还是从艺术创作的

主体或者题材考量，我们都可以发现艺术与生活不可

分割这一基本规律。回顾人类文明的诞生发展这个伟

大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当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进

入文明时代之后，艺术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文字的

发明和使用，使人类的精神成果如诗歌、舞蹈、绘画

等又得到广泛传播。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教育成为少

数人的特权，这在一方面限制了文学著作的传播，另

一方面也促进了表演艺术进一步的昌盛。普罗大众不

一定都能识文断字，但一定能看得懂表演。由此，各

个阶级的民众都可以从表演中直接汲取精神文化的

养分。以戏曲为例，戏曲文学是戏曲艺术的基础，离

开戏曲文学，谈戏曲的发生、起源与形成，就会缺乏

实际意义。 
这样看来，似乎是文学奠基并促进了影视文艺的

发展。然而，让我们大胆设想文字出现前人类的文艺

生活。那些在篝火旁跳起来的舞蹈，无不表达着生活

中的五颜六色：激烈的狩猎，安逸的农耕生活，丰收

的喜悦，对未知的好奇，和对天地自然的敬畏。这些

原始的表演以生活为脚本，并不依赖于文字媒介。在

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艺术也来源于生活，如根据 911
恐怖劫机事件拍摄的电影故事片《93 号航班》、基于

1997 年戴安娜王妃去世事件拍摄的电影《女王》、以

数学家纳什传记为蓝本的影片《美丽心灵》，以及根

据 1912 年泰坦尼克号海难事件拍摄的《泰坦尼克号》

等等，这一系列优秀影片都以生活为蓝本拍摄而成。 
这些电影作品都取材于生活，而且文学著作和电

影甚至可以互为素材——既有根据成功的影视作品

改编而成的小说，也有根据文学著作改编的影视作品。

现今高居畅销书排行榜的《暮光之城》，便是由于电

影大获成功，而应市场需求改编出版的同名小说。而

由文学著作改编的电影，更是不可胜数。由此可见，

文学和影视艺术都来源于生活。文学是生活及思想的

提炼，影视文艺可以直接取材生活，亦可由文学作为

基础改编而成。 

3. 文学著作影视化的必然 

不过，在艺术创作实践中，我们看到的大都是文

学著作影视化，而影视作品文学化则相对较少，这中

间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方面： 
其一，以我国为例，文学的平民化和普及是上世

纪中叶以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民众主要通过各种

戏曲、戏剧等舞台艺术来间接接触各类文学著作。而

且读者对文学著作的理解存在较大个体差异，尤其受

到文化程度的制约。然而影视文艺作品则没有那么多

的界限，也不受文化程度的制约，因此更受大众青睐
[1]。文字是沉寂的，影视是鲜活的，沉寂的文字藉由

鲜活的影视展现在大众面前，也达到了一种文化传播

的效果。 
其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节奏变快，影

视作品创作成为一种商业化、流水线的工业化生产，

原创经典作品难以出现。人的心境也变得浮躁，图快

捷、贪便利，这一方面影响着剧作者，使好的剧本千

金难求。另一方面，受影视作品生产商业化、市场化

的影响，影视剧本大多按照市场和投资方的需求，这

也决定了好的影视剧本难以面世。 
这样一来，“炒陈饭”就成了一个捷径。文学著

作本来就是一本极好的影视脚本，既有完整的故事情

节，又有社会影响力，很早就得到了读者的推崇。改

编成影视作品后，很容易有好的市场效益，可谓得名

又得利。因此，文学著作影视化，便成为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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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 

4. 中外文学著作影视化的代表作品 

中外文学著作的影视化有些颇具代表性。观照根

据外国名著改编的电影，我们可以发现经典文学名著

几乎都被搬上了大荧幕，如《呼啸山庄》、《傲慢与偏

见》、《飘》、《简爱》、《安娜卡列琳娜》、《茶花女》等。

例如，根据玛格丽特的巨作《飘》改编的电影《乱世

佳人》即是文学著作影视化的成功典范，盖博和费雯

丽精湛的演技，将故事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让观众

多年后仍然回味无穷。好莱坞成功的例子还有根据小

说《教父》改编的同名电影，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和马龙•白兰度的通力合作，使得这部影片忠于原著

而且精彩非凡。 
根据中国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也不乏佳作。1990

年底，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

《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了威尼斯电影展奖项。由

张艺谋执导的另一部电影《红高粱》，则改编自中国

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红高粱家族》，

这部电影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许多优秀的

文学著作被搬上荧幕，受到广泛好评，这其中编剧功

不可没。 

5. 文学著作影视化的原则 

有人说，“文学能够(而且首先能够)为真正的银幕

创作提供丰富多样的题材和形式：神话和传奇、主题、

情境、题材、风格、美学观念，尤其是语言风格、人

物心理和读者心理等方面的宝贵经验。”[2]然而文学著

作影视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遵循一些原则，使

得不改变原著中心思想，又能转换成影视语言，具备

影视文艺的特点。 
首先，改编时不仅必须尽量避免、删除、转化原

作中那些不能通过视听手段加以有效表达的内容，还

需把原作的内容转为视听形象。也就是说，通过改编

原著所拍摄出来的影片要能看，要有一定的画面感。

常用的方法有：1) 细化情节，增加细节。由于细节是

生动的、真实的，当在细节上进行加工拍摄后，也就

增加了影片的可视性。2) 尽量运用镜头语言，让小说

中的文字描写变成可看、可听的画面。 
以由鲁迅小说《祝福》[3]改编的电影《祝福》为

例。祥林嫂深入人心的形象刻画相信大家都记忆犹新。

可原著开篇出现的并不是祥林嫂，而是以鲁家的一个

亲戚——“我”作为引子切入的，从北京回到家中过

年，听人说祥林嫂死了，鲁四老爷非常反感，觉得大

过年的喜庆日子还死了人，对祖宗也不吉利。由此，

使“我”想起了曾经看到过的、听见过的印象中的祥

林嫂以及祥林嫂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通过回忆来讲

述祥林嫂悲惨的一生，最后又回到鲁家过年的喜庆场

面。如果严格按照原著来拍摄电影的话，剧情中就要

出现“我”这个人物形象，由于“我”仅是个事件的

叙述者，只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出现，作用并不大，

再在影片中出现就显得多余。于是影片《祝福》就将

多余的“我”删掉，而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祥林嫂命

运的展开，使得故事曲折，细节真实，影片也就成功

了。 
同时，电影《祝福》[4]也很好地运用了镜头语言。

在写祥林嫂死的时候，原著小说中仅有一段，文字叙

述大意是：在年夜的爆竹声中，祥林嫂歪歪斜斜地走

着，终于她倒下了，雪纷纷扬扬地飘在她身上，把她

埋没了。小说中仅此一笔，但在影片中，首先是一个

全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颤颤巍巍地走过来；紧

接着通过三个特写——脸、棍子、空碗，再加上大雪

纷飞的氛围，一下子就把祥林嫂当时的处境刻画得非

常生动。接着运用自下而上的摇镜头，表现祥林嫂的

一双破鞋、单薄的裤子、千疮百孔的衣服、苍老的面

容满头白发(如图 1(a))，最后将镜头拉开，让观众清

楚地看到祥林嫂颤颤微微地走着(如图 1(b))、摔倒，

以至于最终无法爬起来(如图 1(c))。此时，画面中纷

纷扬扬地雪花飘落，将祥林嫂掩埋，转眼间，观众便

看不到祥林嫂的身影，眼前只呈现出了一个雪堆。像

这样综合运用镜头语言，如特写、近景、推拉、摇移，

再加上凄凉的音乐，就把祥林嫂的死刻画得淋漓尽致。

除了原著的出色描写，它的艺术表现力主要应归功于

影视艺术手法的运用。 

6. 文学著作影视化的利弊 

1) 关上一扇门，推开一户窗 
文学著作是沉默的风。沉默的风在一个人心底汹

涌，只是一个人的情绪。而如果让这阵风刮出力度，

刮出严寒和湿热，让每个观众内心都澎湃起来，则是

影视作品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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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Figure 1. Film “Lessing” screenshots  
(source http://www.tudou.com/) 

图 1. 电影《祝福》截图(来源于土豆网) 
 

电影《魔戒》和《哈利波特》等魔幻系列作品，

每一部的面世，都在全世界范围的观众中间掀起了一

阵热浪。藉由技术手段，将冗长的文字描述乾坤大挪

移一般，变成了让人叹为观止的魔法、世外之地。影

片创造的虚构世界并非是和现实世界的影子，而是人

类心灵的镜子，而这曾经是儿童的专利。再加上摄人

心魄的音效，影片完全挥洒了书本中天马行空的想象，

让人拍案叫绝。 
这便是文字与影视的差异。前者直接影响读者的

思想，而后者能把鲜活的东西直接送到读者的眼前。

另一方面，影视语言也是国际化的，更有利于文化的

传播与渗透。 
2) 多重解读与想象空间的消失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对文

学著作的理解是有差异，甚至大相径庭。然而导演只

有一个，也就决定了影片是否能忠于原著，和导演是

否能准确把握作者思想丝丝相扣。也要求导演保持中

立，只作为照片的外延，把电影的多义性交由观众。

现代影视作品中的蒙太奇手法，隐含着把意见强加于

观众的危险，电影往往强迫观众接受某种意识形态，

取消了艺术的多义性本质，导演成了指挥观众的向导。 
3) 直接和间接影响：文学与影视作品在接受上的

差异 
影视文艺可以直接把鲜活的影像送到观众眼前，

而阅读一部文学著作则是细嚼慢咽的过程。二者间文

化营养的供给和吸收过程有明显的区别。以波德莱尔

在《把穷人打昏吧》(选自图 2 一书)中得这样一段话 
 

 

Figure 2. “Le Spleen de Paris” Baudelaire, C.P. 1869 
图 2. 《巴黎的忧郁》夏尔•波德莱尔 1869 年著 

http://www.tud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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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我走进一家酒馆，一个乞丐把帽子伸了过来，

那目光无法忘怀。如果精神真能搅动物质，如果施行

者的眼神能使葡萄成熟的话，那么这目光能使王冠落

地”[5]。这样一段铿锵的文字是任何演员和镜头都无

法表现出来的，也许将这段文字改编为影视语言只是

一个 3 秒种的镜头，但这个镜头很难表现这样的一种

力度。 
由此可见，文学著作和影视作品各有其特殊性，

可转化但不可替代。 

7. 结束语 

影视文艺本身既折射了当代社会大环境的变迁，

又反映了文化、思想和时代的变迁。在文学著作影视

化的当下，面对中国大量优秀的文学著作资源，新生

代的导演不能急于求成，一味追求创作技巧，而应该

沉下心来，积累丰富的文化基础和社会阅历，使自己

的思想成熟起来，有能力体味到文学著作的多重含义。

这样才能将自己的思想和原作者的思想恰当地融入

到影片中，得到观众的认同。随着影视创作的发展，

必然会有更多的文学著作通过影视语言展现给观众。

不过，作为观众的普罗大众也不能放弃对文学著作的

阅读，只有对原著有一定的理解，在观影的同时才会

取得更多的收获，文学著作影视化的社会意义才会得

到更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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