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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几乎每一部改编作品面世时，受众都会有意无意地将之与原著进行“似 ”与“不似”的比较，结
果总是惊人地一致：改编不如原作。
这透露出“改编”一词长期以来带给受众的心理暗示，以媒介分裂、孤立的方法研究改编作品，总会
陷入“忠实”与“戏说”的无谓之争，也难以公正地对待艺术史中的“后来者”。
这种惯力可谓根深蒂固，与当前媒介形态日呈融合的时代趋势全然悖逆。
《从小说到电影：影视改编的综合研究》运用叙事学方法，强调文本细读以及对小说与影像叙事元素
、结构的归纳；并以文化批评的方法，注重叙事话语分析，适当地将叙事学扩展到文本之外的文化研
究领域，以改编的角度囊括两岸三地华语电影，深入分析其叙事媒介不同状态。
《从小说到电影：影视改编的综合研究》呼吁以影视生成研究代替目前所盛行的改编研究，从而将改
编的现象研究纳入到更广泛更具理论深度的研究视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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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节 权力的形成机制：从“刺秦”说起 正如吴秀明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权力运作
实际上表现了人的政治智慧和人生智慧的一个重要途径或方面，它在客观上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经验
的一个特殊的积淀和组成部分。
而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审视，权力角逐、计谋权变的诡秘性、不定性，它本身就蕴含着极为丰富复杂的
叙事资源，只要稍加转换，就可以写成相当曲折动人的作品。
”这个论断不仅把“权力”理解成一种人生智慧，而且也是一个叙事资源；更重要的是，权力又与整
个人类的文明紧密相关，存在着相当的合理性。
“权力是一个人的意志凌驾于其他人的意志之上。
因此，就其实质而言，任何权力都是不道德的。
但是⋯⋯不论道德与否，没有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行使的权力和暴力，任何国家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更
不用说整个文明社会了。
” 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屏幕激情上演《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展现“帝王御人之术”的权力叙
事，就是借口上述所谓权力存在的合理性与积极一面，广泛与深入地激活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权欲，从
而构成一个消费行为。
而能够与沉醉权术操练的“清宫戏”相提并论的是银幕上屡屡出现的“刺秦”情结：追探与确立权力
的合法性。
电视剧强调的是权谋韬略的形象演绎，电影则是重构帝王形象、重释强权暴政出现的合理性。
如果说二月河的帝王系列重在演绎宫廷内争、权力的波诡云变，其叙事消费确定在权术之变上，那么
，电影中系列的“刺秦”事件更多地针对“权欲”做翻案式的文章，力图证明权力在人类文明史上的
有效性与必要性。
因此，“刺秦”最终成了“护秦”，在对手转变的逆差中建构了秦王崇高的地位，这成为了第五代导
演共同的选择，周晓文、陈凯歌、张艺谋等都不约而同地探求权欲的正面意义与社会价值。
从接受语境看，在国际文化格局中想象地重建强大的大一统国家，表现了导演在90年代积极进取的民
族主义态度。
当然，它们的区别也很明显。
与其他两部刺秦之作（周晓文1995年的《秦颂》、张艺谋2001年的《英雄》）相比，1998年陈凯歌的
《荆轲刺秦王》建立在病态人格对暴力欲求的基础上，将一个复杂诡谲的刺杀故事改写成心灵的悲剧
，重在叙述两个病态人物荆轲、秦王复杂而阴暗的内心状态，而不注意叙述那一次被无数文人想象的
惊天动地的刺杀。
陈凯歌在这里重在以文化仪式的多义符号，深入但生涩地探索人物的心灵。
之所以是“深入”的，是因为影片力图以夸张乖戾的行为表面，隐喻混乱的心灵世界；之所以是“生
涩”的，就在于影片为引进更多、更复杂的文化隐喻，出现了前后矛盾、偏离逻辑的情节碎片。
这在影片中比比皆是，如为了强调秦王性格的复杂，常常以“外强中干”的两元对立的叙事策略来塑
造，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种刻意而僵化的极强、极弱的两元摇摆中，秦王的真实感进一步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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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小说到电影:影视改编的综合研究》积极引入文化研究思路，第一编分别研究改编所体现的人类内
在欲望与人类外部环境的文化意义，从文化层面审视影视改编的创作现象，对作品进行思想性解读。
第二编从经典叙事学角度对文本作进一步的细读研究，涉及改编过程中叙事形式的问题。
包括：改编的情调与趣味、改编的修辞与认知、改编的人物与构成层次、改编的叙述语言与时序、改
编的人物对话与文字、改编的节奏与韵律，等等。
第三编是国内电影导演的专题研究，包括张艺谋电影改编的叙事策略、陈凯歌电影改编的文化逻辑、
姜文电影改编的寓言式等三章，从改编的角度涉及到导演的叙事、风格与文化研究。
第四编则针对近年来影视改编的具体文本，包括武侠片、剧、古典名著以及流行的怀旧电影改编，深
入仔细研究改编的过程及其审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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