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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文学经典进行影视化改
编？改编如何在忠于原著的同时合理
创新？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如何
不断注入时代活力？日前，由中国电
视艺术委员会主办的电视剧 《人生之
路》 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围
绕该剧改编与创作经验进行深入探
讨，大家一致认为，《人生之路》的创
作为解决经典文学影视化问题进行了
有益探索和实践。从上世纪 80 年代延
长到新世纪，从陕北高家沟延展到大
都市上海，《人生之路》续写了原著里
青年们的奋斗故事，拓宽了小说的叙
事半径与时间跨度，使人物命运在更
广阔的时空中与时代同频共振。

《人生之路》改编自陕西作家、茅
盾文学奖获得者路遥的成名小说 《人
生》，今年 3月份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
道与爱奇艺播出以来，获得广泛关
注，热度与口碑持续走高。该剧主要
讲述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高双
星、马栓等一群上世纪 80 年代农村有
志青年投身时代洪流、追求远大理
想、从陕北走向上海的故事，在情
节、故事结构、人物等方面加入了创
新因素，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会上，主创代表、特邀嘉宾、相
关专家等一致认为，《人生之路》是对

《人生》的影视剧版续写，探索了经典
文学影视化的新路径。上海市广播电
视局电视剧处处长刘祎呐指出，《人生
之路》 开拓出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方
法，即取材法，“电视剧前半段忠实还
原原著的时代风貌与人物故事，后半
段结合人物的性格发展规律、情节发
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突破性地续
写了原著里没有的上海故事”。她特别
提到，电视剧播出期间，《人生》书籍
销量大增。在原著为电视剧注入深厚
文学养分的同时，电视剧也令文学原
著获得了新的社会关注。

该剧的拍摄得到陕西省榆林市的
大力支持，路遥的家乡榆林市清涧县
用四个半月的时间，建成占地 35.6 亩
的影视城，最终将路遥笔下的黄土地
风光生动呈现于荧屏上。陕西省榆林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斌表示：“这部
剧的播出在榆林引起强烈反响。它真
实反映了榆林人的个性特征，重现了
一代青年的奋斗历程，反映了榆林的
地理风貌，再次激起了青年人的奋斗
决心。”

与会专家指出，小说 《人生》 最
后一章留下“并非结局”的开放式结
尾，而 《人生之路》 对原著的续写，
承接的是原著中对“人生”命题的探
讨，承担的是展现新世纪青年人的奋
斗使命。导演阎建钢强调：“我们想通
过创作向路遥致敬，向那个时代致
敬，向青春致敬。也想和今天的年轻
人做一次真诚、平等的交流。”

编剧洪靖惠指出，《人生之路》
力图最大程度表现原著，以遵循原著
精神的创造性改编来接续文脉。她表
示 ， 这 次 改 编 旨 在 实 现 两 个 目 标 ：

“一是让经典名著通过电视剧这个艺
术载体在电视荧屏得以呈现，让观众
重温经典，感受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
品的魅力。二是由于 《人生》 原小说
的篇幅对电视连续剧来说存量不够，
需要让小说中的人物的经历从上世纪
80 年代延续发展，参与到改革开放的
进程中，为这一现实主义作品增加故
事发展的空间广度和反映时代变迁的
时间宽度。”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
会长李京盛认为，在文学经典的改
编、诠释、续写和传承中，眼光、勇
气、才华和责任缺一不可。《人生之
路》 挖掘和表现出经典作品蕴含的恒
久话题与时代回响，再现了原著的时
代风貌，从原著人物性格特征和命运
悬念中续写了时代机遇与人生抉择，
并且相互支撑、相互成就，展现出人
性的善良。

“从小说到电视剧的改编，不是改
编者匍匐在小说家席前，当小说的忠
实‘翻译者’，而是要善于站在小说家
的肩上。”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艺
评论家仲呈祥说，“从小说《人生》到
电视剧《人生之路》，引发我们思考什
么才叫真正意义上的将文学思维转化
为电视剧思维，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
忠实于原著。”

4月 22日晚，由国家电影局指
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
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三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隆重启幕。

作为国内首个全面恢复线下举
办的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
再次向世界电影人发出“春天来北
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的诚挚邀约。

“因为疫情，我很长时间没有来
中国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举办让
全世界电影人欢聚一堂。有机会能
现场跟大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我
非常高兴。”俄罗斯导演、编剧伊
凡·特韦尔多夫斯基说。

和 伊 凡·特 韦 尔 多 夫 斯 基 一
样，在这“春回大地”的时刻，

很多中外电影人因终于能够在线
下 、 在 北 京 重 新 相 聚 而 欢 欣 鼓
舞。他们希望通过近距离接触和
脑力激荡，感受本届电影节的魅
力，为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发展
带来更多新气象。

“我们这个家庭的语言是电影”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主题为
“光影共享，文明互鉴”。主竞赛单
元“天坛奖”共有 93 个国家和地
区的 1488 部影片报名参加角逐，
刷新了“天坛奖”报名影片数量
纪录，其中既有来自全球重量级导
演的最新力作，也有来自新锐导演
的惊喜之作，最终共有 15 部影片
入围，体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和国
际性。“天坛奖”国际评委会 7 名
评委中，包括3名外国电影人。

泰国是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主
宾国，7 家泰国电影公司参与了电
影节，并向与会嘉宾推介泰国电
影。4 月 23 日，在北京当代 MO-
MA 百老汇电影中心泰国电影周开
幕式上放映的电影 《浮生六相》，
根据热门舞台剧改编拍摄，令观众
耳目一新。泰国驻华大使阿塔育·
习萨目表示：“越来越多的泰国电
影受到中国观众的喜爱。中泰两国
山水相依、文化相近，包括电影在
内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了两国人
民的友谊。”

“融：融合，融化与共存。”“昭明
有融，高朗令终。——《诗经·大
雅》。”这是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
幕影片、纪录影片《北京 2022》第三
章的字幕。这部由北京冬奥组委和
国际奥委会联合出品的北京冬奥会
官方电影，让观众在影像中重温
2022 冬天的美好记忆，导演陆川、
运动员苏翊鸣还有奥运村的理发师
现场观影后都流下热泪。片中有位
运动员说：“热爱和坚持，给人带
来无穷无尽的光亮。”影片中，全
世界的运动员因为运动、因为爱相
聚，在北京度过了美好时光。参加
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人们同样也是因
为电影、因为爱而汇聚。

“世界很小，是一个家庭。今
天在这里，我们这个家庭的语言是
电影。”中国电影资料馆 （中国电
影艺术研究中心） 党委书记、馆长

（主任） 孙向辉说。

“把全球电影人请到中国来”

4月18日中午12时，本届北京
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开票，

“手慢无”的抢票盛况再次出现。
其中最快售罄的电影 《悲情城市》
用时仅 6 秒，《天若有情》 用时 8
秒，《2001 太空漫游》 用时 9 秒。
在城市分布上，北京观众占 71%，
上海、天津、成都、杭州、广州等
地观众占 29%。至本届电影节 4 月
22日开幕时，大部分热门影片的票

已经售罄。
每逢北京国际电影节，位于小

西天的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就
是令人格外向往的地方。由于多年
深耕，这里培养了大批影迷，电影
节期间他们总是非常活跃。中国电
影资料馆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
心） 也承担了“北京展映”邀片、
经典影片修复、放映和一些论坛的
主办等工作。

今年“北京展映”单元精选了
180 余部多题材、多风格、多国别
的优秀影片。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
单元邀片负责人、中国电影资料馆
策展工作人员李烁介绍，他们从
2022 年 11 月就开始进行本次邀片
筹备工作，多方关注全球本年度出
品的众多新片。一些机构或者制片
公司也会自荐。因为本届北京国际
电影节在第 73 届柏林电影节之后
不久举办，他们也特别关注了柏林
电影节获奖影片。另外，今年的北
京国际电影节恢复到 4月举办，恰
好可以把去年的世界电影做个归纳
总结，汇聚中外佳片参加“北京展

映”，满足观众多元化需求。
4 月 22 日上午 10 时前，中国

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门口，影迷
们 排 起 长 队 ， 在 工 作 人 员 引 导
下，井然有序地进入大厅，打印
纸质电影票后检票入场。本届北
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评委会主
席张艺谋回顾展单元的《老井》4K
修复版在这里首映，600 座的放映
大厅座无虚席。

该片 4K 修复由中国电影资料
馆电影修复团队完成。影片色彩鲜
艳，声音清晰。修复团队负责人王
峥介绍，《老井》的4K修复遵循“胶
片扫描—画面自动化修复—手工逐
帧调整—声音修复”的模式，按照
修旧如旧的原则，一点一点恢复经
典艺术作品的原貌，“不同年代的电
影承载着民族记忆、历史变迁，包
含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底蕴，而且把
胶片时代前辈们的工匠精神体现得
淋漓尽致。我们应该用全新的方
式，把经典影片保存传承下去”。

中国电影资料馆也为本届北京
国际电影节的部分论坛邀请了海内
外嘉宾。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
论坛的主题为“用电影语言讲好中
国故事”。海内外电影人畅所欲
言，建言献策。法国导演、编剧弗
里德里克·奥伯汀认为，全世界电
影人的共识都是拍电影一定要找到
好故事，他说：“通过剧本和人物
触达最广泛的受众，这是拍电影的
目标。”

《流浪地球2》兔年春节期间在
全球多个国家同步上映。影评人周
黎明分享了他今年在美国观看该片
以及 《无名》《满江红》 的所见：
观众反响很好，VIP 小厅有七八成
的上座率。《流浪地球2》出品方中

国电影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傅若清介绍，这部电影
的发行选择了海外专业发行公司，

“现在我们也在探讨和海外大的专
业发行公司合作，以便在宣传、拍
片、布局上更加张弛有度”。

《无名》 出品方博纳影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始人兼总
经理于冬认为，中国电影海外发行
需要分三步走，即培养国际买家、
进行国际合拍和打造成熟的国际档
期，也需要通过像北京国际电影节
这样的国际性电影节结交全球电影
人，最终把全球电影人请到中国
来，拍讲述中国故事的电影。

“中国电影的前景会更好”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青年
电影人引人注目。入围“天坛奖”
的 3 部国产影片中，有 2 部出自青
年电影人之手。

透过青年导演宋新棋的长篇处

女作 《瞧一桥》，可以管窥中国优
秀青年电影人的创作缩影。该片曾
在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项目创
投中获“优秀项目奖”，是腾讯影
业发起的“青年导演培养计划”孵
化推出的首部电影，在筹备过程中
得到国内业界的诸多支持。

这部影片象征着中国青年电
影人与电影业界相辅相成、互相
扶持的职业精神，也让许多优秀
的中国青年电影人看到了实现理
想的希望。

《消失的她》 由两位青年影人
崔睿、刘翔共同执导。入围“天坛
奖”，能走上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开幕红毯，让整个团队备受鼓
舞。导演崔睿表示，非常期待影片
上映后来自观众的反馈。

而该片的另一位导演刘翔也与
北京国际电影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其长片处女作《不速来客》曾
在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
未 来 ” 单 元 提 名 “ 最 受 欢 迎 影
片”。如今，他的第二部长片作品
又入围“天坛奖”主竞赛单元。

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郎园
Station园区里，项目创投、春季招
聘会等活动密集举办，青年电影人
的身影同样穿梭不息。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朱志
立，我带来的作品叫 《阿季》 ”

“我是导演孙睿，我的电影是一部
运动剧情片 《少年，出发》 ”“我
是张君，我的作品是 《最后的港
湾》，张律导演是我的监制”……

4 月 25 日，10 个创投项目、6
个制作中项目、3 个北京国际体育
电影周体育项目以及 4个北京国际
电影节创投“中国香港子单元”项
目亮相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项

目创投终审路演的舞台。陈可辛、
姚晨、张冀、黄轩、文牧野 5位评
委在现场一一点评。

随着今年春节档电影票房的强
劲复苏，影视行业焕发出新活力，
影视产业的用人需求也大大增加。

本 届 北 京 国 际 电 影 节 期 间 ，
“北京市场”与BOSS直聘合作，采
取线上线下并行的模式，线上在
BOSS 直聘 APP 设置北京国际电影
节招聘专区，线下在“北京市场”
招商展会内开设招聘专区，聚集影
视行业招聘需求并接收简历，助力
大学生就业。

BOSS 直聘相关负责人向记者
介绍，截至4月25日，已有3936家
企业参与，提供了 9787 个招聘岗
位，104.5万求职者投递了简历。

“电影节搭建了一座桥梁，电
影节上的招聘会能让电影企业有一
个跟人才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另一
方面，这种交流过程也有助于教育
界与行业之间进行沟通和对接，让
人才培养更加符合行业需求。”清
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

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说。
第二次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的

奥斯卡奖得主、德国导演兼编剧弗
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
深刻感受到中国电影的蓬勃生机。
他在自己的大师班上给青年电影人
留下真诚的寄语：“电影行业在中
国得到了大力支持，可以说中国是
世界电影的天堂。我觉得在中国，
青年电影人有非常多的机会，我相
信他们能够开创电影行业的未来。”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适
逢“倒春寒”，天气有点冷，但在
北京国际电影节举办的地方，气氛
都格外热烈。电影人成龙 2011 年
曾担任首届北京国际电影季 （当时
的名称） 形象大使，他说：“从那
时一路走来，北京国际电影节越办
越成功。”

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为世
界电影注入了来自北京的春日气
息，增添了一抹活力澎湃的中国色
彩。历经 13 年，北京国际电影节
已经成为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以及构成世界电影生态
格局的重要力量，为全球电影发展
带来激情与惊喜。

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怎
样的？张艺谋表示，中国电影未来
不仅仅要做大做强，更重要的还是
得走出去，让中国作品、中国文
化、中国人的情怀影响全世界。他
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影市
场，有非常好的观众，电影工作者
要拍出好电影，维护好这个市场。
他希望每一个电影从业人员都认真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全心全意地热
爱电影，努力为好电影奋斗，“所
有中国电影人都这样想、这样做，
中国电影的前景一定会更好”。

拍出新“人生”
黄诗雨

▲陈晓在剧中饰演高加林 出品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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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强国产业论坛——用电影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嘉宾合影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