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IP翻拍，
电视剧《三体》做对了什么？

□卫中

当激昂、嘹亮的秦腔歌声一起，

弹幕里飘过“汗毛竖起来了”——当

看到电视剧《三体》里“秦始皇”指挥三

千万军队组成人列计算机的恢弘场

面，并加入小说中没有的秦腔时，原

著粉们大为惊喜：“完全复现了我看

书时脑海里想象的画面，再加上秦腔

谁能顶得住？在我这里封神了！”

电视剧《三体》自开播起热度一

直居高不下：第一天播出一小时后平

台热度值超过2.5万，打破腾讯视频

首日热度值纪录；并且播放至今仍然

牢牢占据了腾讯视频热播总榜第一

的位置，并多次获得各大平台热度单

日冠军和正片播放市占率榜首……

在动画版高开低走之后，电视剧《三

体》一路逆风飞扬，让业内人士对国

产科幻影视剧重获满满信心。

多年来经典小说IP改编的影视

作品频频“翻车”，各种“魔改”的情节

和人物让人大呼“毁原著”，也几乎让

“原著粉”们对大多数翻拍作品都失

去了期待。实际上，能够高度还原原

著的翻拍并不容易，需要影视创作者

们真正深入理解原著、尊重原著，精

心尽力投入二次创作。

经典小说IP的影视翻拍，往往

由于对原作的不理解，“创造”出同名

同姓却让观众感到陌生的角色。例

如动画版《三体》一开场就“翻车”，把

汪淼这个角色塑造成一个汗出如浆、

抖如筛糠的神经质，但原著中的汪淼

尽管在执行“古筝计划”时有过短暂

的道德上的挣扎，可他内心坚定地知

道自己是在为拯救全人类的正义事

业而奋斗，因而很快调整好了心态；

动画版《三体》中把叶文洁简单脸谱化

地描画成阴森恐怖的反派首领，但叶

文洁虽然对人类文明绝望，可这绝望

源自内心深处的善良，所以她才无法

容忍人间的恶行，内心十分复杂……

所以当IP改编作品中的角色人设崩塌

后，会激发原著党对作品产生强烈的

违和感甚至愤怒。

电视剧《三体》开播后获得较高

的口碑，不仅仅是因为剧情忠于原

著，更因为人物角色高度贴合原著。

张鲁一饰演的汪淼还原了略带忧郁

气质同时又执拗的知识分子形象，表

面木讷却能敏锐地识破史强对自己

的“套路”；于和伟的外形虽然与原著

中“长得五大三粗，一脸横肉”的史强

差距比较大，但他却把史强精明能干

而又带有江湖气、外表粗俗但观察力

直指人心的敏锐精气神表现得淋漓

尽致，可以说是“形非而神似”；陈瑾饰

演的老年版叶文洁知性、冷静，但这

个平时买菜、带孩子的退休老太太冷

静外表下，又能让观众感到她内心的

暗流涌动；王子文饰演的年轻版叶文

洁有着清冷而易碎的形象，很符合观

众对这个角色的想象……尽管王传

君把科学家丁仪演成了落拓的长发

文艺青年引发了一些观众的质疑，但

总体而言电视剧的选角和人物塑造

在观众眼里非常过关。

近年来充斥影视市场的国外“科

幻”作品，大多数是由漫画改编，这种

套着科幻外衣的影视作品观影门槛

很低，从儿童到老人都能轻松看懂。

相比之下，刘慈欣的《三体》小说原

著属于相当硬核的科幻作品，具有一

定的阅读门槛；而《三体》电视剧则提

供了一个优秀的改编范本：不要魔改

原著的剧情和人设，而是通过艺术手

法补足原著的空白或短板，降低观

剧门槛的同时提升观剧体验。

此前，刘慈欣在接受采访时曾坦

言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是为了推

动剧情开展的“工具人”，也有读者调

侃《三体》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只是“人

形摄像机”，带着读者去经历各种事

件。而《三体》电视剧则是把原先一

些比较单薄的人物形象丰富了起来，

例如汪淼在对物理学的信仰濒临崩

溃之际，从家庭生活以及妻子女儿身

上重新建立起生活的希望；并且汪淼

在眼前闪烁着倒计时的压力下给孩

子上物理科普课程，宣告人类绝不会

放弃；而史强为了从精神上鼓励汪

淼，在胸口也挂上了倒计时电子钟：

“你归零，我也归零。”这些电视剧里

新增的原创内容不仅符合原著的人

设，也让角色更有“人味儿”，受到观

众普遍好评。

除了改编优秀之外，《三体》电视

剧在配乐、镜头语言、服化道场景等

方面也获得观众相当多的好评，足以

说明中国科幻电视剧的工业制作水

准稳稳地跨升了一个台阶。尽管无

法确定收获了良好口碑的《三体》电

视剧是否能激活国产科幻电视剧的

“工业革命”，但其表现和影响却颇受

业内人士的期待。

据文汇报

凭借着科幻场景的震撼力、科幻

想象的创造力、科幻人文的认知力，电

影《流浪地球2》完成了中国式情感、

中国式精神的多重表达，创造了面向

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

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式科幻叙事新话

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阔视野中，

展现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流浪地球》系列电影始终坚持

以中国情感创新中国科幻叙事。“带

着地球去流浪”的《流浪地球》科幻

想象，是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科学

精神的有机结合，也是中国价值融

汇世界话语的创新视角。在《流浪

地球2》中，“中国视角”的叙事核心

得到进一步强化。影片以联合政府

中方代表周喆直与其助理郝晓晞，

航天员刘培强与妻子韩朵朵以及师

父张鹏，计算机工程师图恒宇与老

师马兆的故事三线并行推进。从始

终不放弃地坚持“移山计划”，到呼

吁全球捐出核武器以应对月球危

机，中国视角贯穿全片，并以此锚定

了中国式科幻叙事价值立场。置于

未来世界中央的中国，在不可预知

的生存危机面前，为拯救世界提供

了独树一帜的中国方案，展示了承载

中华几千年文明的中国智慧。同时，

释放出以“家”“亲情”为标识的中国

式情感。当妻儿抽签无果无法进入

地下城避险时，刘培强选择了再次面

试航天领航员为家人获取名额；为了

给予已经去世女儿完整的生命，图恒

宇不惜以身试险，将女儿的数字生命

储存卡接入超级电脑。一个甘愿牺

牲，一个充满冒险，两位主人公在情

感选择上殊途同归，爱情与亲情迸发

出中国式情感的光辉。

无论是中方代表周喆直所彰显出

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传统文人情怀，

还是刘培强、图恒宇身上平凡父亲为至

爱家人甘愿牺牲与冒险的情感写照，都

呈现出中国式情感中真实质朴的底色。

《流浪地球2》以中国精神升格中

国科幻文化。如果说“中国叙事”与

“中国情感”是在科幻类型的故事层

面建构中表达，那么《流浪地球2》更

深层次的主题与思考，则是在营造十

足科幻视听魅力的同时，将中国价值

更具哲理思辨性地呈现出来。中华

文明历经沧桑，孕育了“以和为贵”

“协和万邦”的和平发展愿景，催生了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

世智慧，成就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

致而百虑”的包容性治理理念。影片

将这些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哲学与

人文思想，注入科学精神、科幻想象、

科技质感，通过片中人物的关键抉择

予以表达。

面对末日危机，身处看似不可逆

转的困境，人类如何选择？在一系列

基于科学认知的拯救地球群体行为

中，影片凸显了“责任”二字的千钧之

力。责任之下，有人物个体带有生命

呐喊的情感选择、价值选择、文化选

择；责任之上，更有中国代表坚守的

解决方案——“团结”与“坚持”，号召

大家团结一致应对月球危机。当世

界各国航天员共同为拯救地球去完

成一场无法返回的引爆时，“不放弃、

不抛弃”所蕴含的中国精神力量，超

越了国界与种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共识中得到有力弘扬。

探索宏观宇宙、思考人类未来的

科幻电影，是具有国际传播力与影响

力的电影类型。《流浪地球》系列作品

的出现，改变了数十年来世界科幻电

影赛道“好莱坞式”的垄断格局。“中

国式科幻”的叙事表达与文化创造，

创新了全球科幻电影的话语体系，丰

富了世界科幻电影的叙事类型。作

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原创IP，《流浪地

球2》坚守中华文明立场，将中国故

事、中国精神、中国人民为美好生活

奋斗的力量，作为中国科幻电影走向

世界、与世界对话的文化支撑和价值

引领，为中国电影探索了与世界电影

并行且交相融汇的发展路径，增强了

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据光明日报

《流浪地球2》：探索宏观宇宙 思考人类未来
□杨乘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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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
满盘巧思，不见真心

□李丽

不可否认观看《满江红》的过程是轻

松愉悦的。它看起来既不似《无名》那般

凝重烧脑，也没有《流浪地球2》大场面过

多所带来的视觉疲劳。可以说，在今年6

部春节档影片里，唯有《满江红》是真正靠

一个“巧”字取胜的。这“巧”，自然有精巧

之意。但此外，是否还有取巧之嫌？每个

看过的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

就笔者而言，观看《满江红》的感受很

复杂：既喜且恼。它那走马灯似的节奏，左

一个段子右一个反转，带来的观看感受确

乎是喜悦。据说年轻观众更喜欢，因为整

个故事带来的感受正如他们所熟悉的剧本

杀。但作为剧本杀只玩过两回的小白玩

家，《满江红》给笔者带来的困惑，也正如当

初玩剧本杀时的感受：戏剧冲突是强烈了，

人物动机却委实经不起推敲，每次玩到结

局，似乎总能瞥见故事背后编剧大人洋洋

得意的嘴脸——怎么样，没想到吧？

《满江红》上映之前，定位是“悬疑”和

“喜剧”，但没人想到张艺谋真的能在这两

个类型上一碗水端平。个人在看某些段

落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变身老

戏院里的京剧票友，把扇子往大腿一拍，

大声喝彩：“好！”这就是巧，但巧也恰是问

题所在。片中人物正如戏台上的人物，你

方唱罢我登场，而观众心里也对他们的来

意一清二楚：A是来牺牲的，B是要黑化的，

C就是个插科打诨的。譬如岳云鹏，片子

给他安排的台词和表演，活脱脱就是来讨

好观众的丑角。

几乎所有人物都被工具化，包括大反派

秦桧。前半段他料事如神，后半段却软弱无

能，统统都是为了给正派崛起当反衬。作为

正派主人公的舅甥俩同样如此，这段本应是

全片最大看点的人物关系实际上十分单

薄。年轻的三舅是秦桧的爪牙，为了上位不

惜杀人如麻，其三观跟岳家军出身的外甥自

是天壤之别。加上张艺谋为了加强戏剧冲

突，将整个故事限制在一夜间发生——可想

彻底改变一个人，这时间是不是稍微有点

紧？更何况，除了好吃懒做没追求的外甥竟

摇身一变成了爱国义士之外，这一夜也没啥

能彻底撼动三舅三观的事发生。

说回既喜且恼的观影感受。让人恼

的，正是明知张艺谋在“耍着玩儿”，但观

众还是被他成功地耍得团团转。他要观

众笑，观众就笑；他要观众震惊，观众就震

惊；他要观众看着义士们牺牲心里发紧，

观众就真的心里发紧……观众作为看客

也被工具化了，跟片里的演员一道被端上

桌，组成这桌春节档最成功的宴席。

有点为演员可惜。演外甥的沈腾，本以

为这次张艺谋能给他点突破呢，没想到竟是

把作为喜剧演员的他在普通观众中的讨喜

度利用了个十成十。还有易烊千玺，小小年

纪就能把三舅兼统领的威严演得可信，却败

在人物调性跟整个片子格格不入。张艺谋

让其他人演小品，却让易烊千玺一个人演正

剧。这就导致在一堆努力逗哏的演员里，认

真走剧情的他就像是一个笑话。

最后，仍然是个人感受：那个最多人击

节叫好的结局，却总让人觉得是个败笔。

倘若那个含泪高喊“靖康耻，犹未雪，臣子

恨，何时灭”的秦桧是真的，或许他将成为

整部电影里唯一摆脱了符号化和扁平化处

理的角色——谁能说，那个被万世唾骂的

卖国贼，那一刻心里就没被唤起一丁点“靖

康耻”和“臣子恨”呢？若能那么处理，这个

大反派或将成就这部满盘巧思却真心不见

的大片里，唯一的那一点真心。

据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