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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艺谋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ꎬ曾创造了中国影坛神话ꎮ 但同时他的

电影作品也有很多问题存在ꎮ 角色和题材的重复令创作陷于难以自拔的窘境ꎬ单线条

和破碎化嫁接导致叙事的疲惫和含混ꎬ丰富的两性想象和女性角色的人为拔高ꎬ更减弱

或消弭了原著的精神指向和审美诉求ꎮ 此类问题不仅存在于张艺谋电影中ꎬ也是“第五

代”精神叛逆的标志ꎮ
〔关键词〕模式化ꎻ单线叙事ꎻ女性中心ꎻ情节ꎻ精神

张艺谋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杰出代表ꎬ他用自己的顽强和执着ꎬ为中国电影

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ꎬ创造了中国影坛的张艺谋“神话”ꎮ 但张艺谋也一直是一

个备受争议的导演ꎮ 今天ꎬ我们通过张艺谋导演的几部改编电影ꎬ来探讨一下张

艺谋电影改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ꎮ

一、乏味的重复:角色和题材的窘境

有哲人曾经说过ꎬ“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ꎮ 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内ꎬ
风格是一个作家或艺术家成熟的标志ꎬ对他们来说是件好事ꎮ 每一个有成就的

作家和艺术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鲁迅的深刻峻急、托尔斯泰的博大宏远、海
明威的短小精悍ꎻ斯皮尔伯格的多变和丰富、贝尼尼带泪的微笑、黑泽明的朴实

和深刻等等ꎮ 正所谓“风格即人”ꎮ 用矛盾论的观点来看ꎬ任何事物都是相辅相

—５２１—



成、相克相生的ꎮ 风格也是双刃剑ꎬ稳定的风格是艺术家独创的标志ꎬ但如果不

完善有欠缺的风格ꎬ那他就很难走出自己圈起的桎梏ꎬ一味沿袭传统和习惯ꎮ 所

以一个自觉的艺术家总是在求新求变ꎬ这就是艺术家和爱好者的区别ꎮ
张艺谋经过多年的摄影和导演生涯ꎬ已经形成了一些明显的风格和倾向ꎬ这

些风格可能是张艺谋电影荣获众多奖项的重要因素ꎮ 因为正是这种独特的题

材、夸张的故事、美轮美奂的画面ꎬ才使国外评委眼前一亮ꎮ 但从张艺谋电影长

远的发展来看ꎬ这些老套的习惯确实会影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导演ꎮ
这些固定不变的重复模式首先表现为角色的女性中心主义和女主演的雷打

不变ꎮ
在张艺谋的电影中ꎬ女性绝对占着支配地位ꎮ 在中外知名导演中ꎬ还没有一

个像张艺谋这样一以贯之地将女主角置于中心地位的ꎮ «红高粱»«菊豆»«大红

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摇啊摇ꎬ摇到外婆桥»«金陵十三钗»都是以

女性为灵魂和核心展开的ꎮ 张艺谋这样解释ꎬ“至于我的影片都是以女性为主ꎬ
这并不是我有意的走向ꎬ首先是小说家们在表现女性方面写得不错ꎮ” 〔１〕 显然ꎬ
这不能成为张艺谋偏好女性的理由ꎬ因为作家在表现男性方面也有很多非常成

功的例子ꎮ 笔者认为其中最大可能是和张艺谋的人生经历有关ꎮ 由于种种原

因ꎬ张艺谋和母亲更亲密、更依赖ꎬ他的心声是最好的诠释ꎮ “我觉得中国女性

是很伟大的ꎬ不仅是我自己的母亲ꎬ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母亲是很了不起的ꎬ
在孩子的心中ꎬ在家庭的分量中ꎬ她面对的东西特别多ꎬ她是一个主心骨ꎬ她是我

们精神和生命的一个支柱ꎬ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这样ꎬ也许这就导致了我的电影

中有这样的主人公ꎬ她对命运的挑战ꎬ不屈不挠的那种精神ꎮ” 〔２〕 至此ꎬ我们看到

张艺谋电影中女性都处于中心地位也不足为奇ꎮ 这些女主人公即使对自己的命

运有怀疑和反抗ꎬ这种反抗也是很微弱和没有勇气的ꎮ 她们有一种萎靡、悲哀、
软弱、庸俗的气味ꎬ没有阳光和希望ꎬ只剩一种生活态度ꎬ那就是:活着就好ꎮ

在莫言的原著中ꎬ核心人物虽然是“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ꎬ但
小说中的事件展开都是围绕男人展开的ꎬ表现高密东北乡豪放的性格、英雄的气

概和剽悍的民风ꎮ 小说一开始ꎬ就展现那荡气回肠的战争生活ꎮ “一队队暗红

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ꎬ几十年如一日ꎮ 他们杀人越货ꎬ精忠报国ꎬ他们

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ꎬ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ꎬ在进步的

同时ꎬ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ꎮ” 〔３〕小说用大篇幅写罗汉铲驴蹄、群英抗日、余司令

带兵杀敌等英武豪强的故事ꎮ 但电影片头却以色彩鲜艳的娶亲场面开始ꎬ这就

是一种态度和隐喻ꎬ一方面体现出张艺谋的影片风格和审美趣味ꎬ另一方面潜指

本影片的基本基调ꎮ 浓艳的色彩一方面是张艺谋的“中国红”情结ꎬ另一方面就

是女性的象征或标志ꎮ “通过色彩的作用ꎬ观众就能一眼识别我在想什么”ꎮ〔４〕

于是ꎬ一部轰轰烈烈的抗日民族英雄大戏被张艺谋唱成了浓妆艳抹的女人戏了ꎮ
九儿成了绝对的核心人物ꎬ一切人物都成了跑龙套ꎬ如果能树起九儿这个标杆ꎬ
那就择取ꎬ反之ꎬ则被枪毙ꎮ 之后ꎬ张艺谋电影就沿袭女性中心主义这条线ꎬ不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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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怎样ꎬ他的电影一成不变地将女性置于神坛ꎮ «菊豆»里的菊豆ꎬ«大红灯笼高

高挂»中的颂莲ꎬ«活着»中的阿珍ꎬ这些电影都围绕一个女主人公展开ꎮ 当然ꎬ角
色各有不同ꎬ有封建性奴的牺牲者ꎬ有男权专制的争风者ꎬ也有从一而终的妥协者ꎮ

更夸张的是ꎬ在张艺谋的电影中ꎬ这些女主角都让巩俐一人担纲ꎮ 一部成功

的电影有很多因素ꎬ但演员的选择至关重要ꎬ从某些方面来说ꎬ一部电影成功的

关键在于演员ꎮ 虽然巩俐的形象和演技都说的过去ꎬ但在好几部电影中一直用

同一个女演员ꎬ即使安吉丽娜朱莉也会令人产生审美疲劳ꎬ久而久之ꎬ有些观

众一看到女主人公巩俐出场ꎬ马上会有一种排斥感ꎮ 看烂了的老面孔从一个方

面也限制了张艺谋电影的纵深发展ꎮ 正如海涅所说ꎬ知了的吟唱为何使人厌烦?
因为它只会重复自己的名字ꎮ

重复还表现在对民俗的泛用和滥用ꎮ
张艺谋的改编电影很少能在主题立意上有新意ꎮ 无非是糜烂的生活、垂死

的挣扎、午夜的冤魂、无尽的折磨等等ꎮ 为什么张艺谋偏爱这些东西呢? 这用张

艺谋自己的话说ꎬ就是他喜欢民间或农村题材ꎮ 这从他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印

证ꎬ张艺谋前期改编作品全部是农村或民间题材ꎮ 一是他认为“中国城市特色

不够”ꎬ二是“城市题材好的小说不多”ꎮ〔５〕这种中国式农村特色在张艺谋的电影

中直接的体现便是各色民俗的运用ꎮ
在世界电影史上ꎬ有许多优秀甚至伟大的反映农村生活的影片ꎮ ２０１４ 年获

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为奴十二年»ꎬ以优美的画面、坚贞不渝的生活信念、催人

泪下的悲惨遭遇而轰动影坛ꎻ再如«良家妇女»、«那山、那人、那狗»、印度的«两
亩地»ꎬ这些影片都没有以民俗取胜ꎬ同样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ꎮ 在反映古老乡

土中国的电影中ꎬ民俗本是一个卖点ꎬ但一个导演把所有的宝都押在此上面ꎬ就
显得矫情甚至无能ꎮ 何况张艺谋电影中的民俗好多都是伪民俗ꎮ

很明显ꎬ张艺谋用这些民俗要表达的就是他心目中的“中国特色”ꎮ 且正是

这些“中国特色”令张艺谋第一次执导的«红高粱»在国际上获大奖ꎬ同时也创造

了“张艺谋神话”ꎮ 在«红高粱»里ꎬ张艺谋用了“娶亲”“颠轿”“制高粱酒”“用酒

消毒”“祭酒”等民俗ꎮ 演得荡气回肠ꎬ豪情万丈ꎮ 但这些影片中的民俗有好多

在中国民间根本是没有的ꎬ是张艺谋为了电影好看即兴发挥的ꎬ如其中让人看好

的“颠轿”这一民俗在民间可能也不存在ꎮ 莫言在后来的采访中说ꎬ他好像记得

有先辈说过这样的故事ꎬ就写上了ꎮ 他在小说里是一句话ꎬ但电影却颠了好几分

钟ꎮ 再比如电影中的另一个宏大场面“祭酒”ꎬ这本在小说里没有ꎬ当有人问有

没有这样的民俗时ꎬ张艺谋说是自己想象的ꎮ 显然ꎬ张艺谋是为了制造效应才这

样的ꎮ «菊豆»里ꎬ出现了杨天白三周岁过生日的热闹场面ꎬ虽然高朋满座ꎬ热闹

非凡ꎬ但这明显是虚假的ꎮ 因为在中国ꎬ人人都知道孩子满月才有这样热闹的场

面ꎬ三周岁的生日不会这样大张旗鼓地过ꎬ这些民俗压根是不存在的ꎮ 再如杨金

山死后ꎬ影片夸张地用十分钟的时间来表现丧葬场面ꎬ唢呐声、哭喊声、长长的队

伍、高耸的经幡、满地的冥币、拖地的孝服ꎮ 这些都是张艺谋的拿手好戏ꎮ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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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笼高高挂»更是演尽了中国封建社会要死的、落后的ꎬ衬托着肮脏鲜血的妻

妾生活ꎬ影片还是以民间的娶亲开始ꎬ未见其人ꎬ先闻其声ꎬ之后慢慢拉开序幕ꎬ
出来一群吹吹打打的娶亲队伍ꎮ 接着ꎬ在影片中ꎬ将所谓的民俗表现得淋漓尽

致ꎬ一系列抬灯、点灯、挂灯、灭灯、封灯的仪式象征着古代妻妾的宠辱兴变、爱恨

情仇ꎮ 影片中更称奇的是捶脚动作ꎬ这从深宅大院传出的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就

是女人受宠的信号ꎮ 那个女人的房间长时间听不到捶脚声ꎬ她的命运便如这暗

哑的黑夜ꎬ不久即将自行凋谢ꎬ或被放逐在那个罪恶的黑房子里ꎮ 但这些民俗据

民俗专家考证ꎬ是根本不存在的伪民俗ꎮ 在«秋菊打官司»中ꎬ也有好多类似的

民俗场面ꎮ
民间文化和民俗是中国土壤中独特的文化现象ꎬ是夹裹着泥土气息和深厚

的农民体香的ꎮ 我们应该发扬和弘扬民间文化ꎬ但一个导演的所有作品将这作

为一成不变的中国符号时ꎬ就显得狭小和不伦不类ꎮ «为奴十二年»的悲惨境遇

同样催人泪下ꎻ«断背山»中遗落在田园美景中的情感同样使它成为电影史上的

杰作ꎮ 看来ꎬ反映中国的电影ꎬ民俗不是唯一手段ꎮ

二、致命的叙事:单线条和破碎化言说

惯用单线叙事使张艺谋的电影情节非常简单ꎮ
张艺谋已经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大牌导演ꎮ 虽然他的电影获得了众多的奖

项ꎬ取得了空前的盛况ꎬ但影片叙事和情节掌控一直是他的弱项ꎬ从第一部电影

«红高粱»开始ꎬ他就采用单线叙事和破碎化情节ꎮ 本来单线还是双线或复线对

一部影片来说没有绝对的标准和优劣ꎬ但如果一个有声望的导演一直用简单的

单线叙事来结构情节ꎬ那显然就成了能力问题ꎮ 单线叙事的好处是脉络清晰、层
次分明、情节完整ꎮ 但单线条叙事却很容易令人疲劳和厌烦ꎬ因为平铺直叙的单

线条是那样死板和沉闷ꎬ激不起观众的好奇心ꎮ 一个观影经验丰富的观众从开

头的布局就可以猜测到故事的结局和情节发展ꎮ 结构简单、情节单一的电影一

部又一部上演ꎬ观众会为之叫绝、感动吗?
不知是电影«红高粱»的成功给了张艺谋自信还是自恋ꎮ 总之ꎬ张艺谋以后

的几部改编电影都是用此模式ꎮ 单线叙事、杜撰的故事、夸张的色彩、精美的造

型、对传统的迷恋、女性中心主义等几乎成了张艺谋的代名词ꎮ 电影«红高粱»
的单线情节是非常清晰的ꎮ 娶亲—野合—当掌柜—酿酒—罗汉被剥皮—打日

本ꎮ 这是一个干净利落的线条ꎬ故事情节浅显易懂ꎮ 但这太直白ꎬ没有悬念、没
有双线镜头转换ꎬ观众没有那种身临其境的紧张、兴奋和参与感ꎮ «红高粱»之
后ꎬ张艺谋的电影一直采用单线叙事ꎮ 是«红高粱»的成功刺激了张艺谋的结构

情结还是他情有独钟?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ꎮ 总之ꎬ之后的«菊豆» «大红灯笼高

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等获得大奖的影片都清一色地采用单线叙事ꎮ 如电

影«活着»的单线叙事结构:富贵败家—被抓参军—军队生活—富贵回家—大炼

钢铁(有庆死)—凤霞死—晚年生活ꎮ 整部电影就围绕这几个事件展开ꎬ没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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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枝节和插叙ꎮ 比较一下国际电影ꎬ那些获得国际声誉的著名影片不仅有优美

的画面、高质量的剪辑ꎬ更有着复杂的双线或复线叙事ꎬ令观众赏心悦目ꎬ又提心

吊胆ꎻ身临其境ꎬ又置身事外ꎮ 如«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采用三条线叙事ꎬ一条是

贾马尔在节目现场正在参加“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个节目ꎬ另一条是贾马尔被

举报作弊而被警察审问ꎬ第三条是贾马尔不断地在回忆自己和拉提卡的童年和

爱情ꎮ 这三条线索不是独立的ꎬ而是水乳交融的ꎬ三条线共同汇成一个主题ꎮ 再

如几部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阿甘正传» «逃离德黑兰» «辛德勒的名单» «沉默

的羔羊»«泰坦尼克号»等都采用了双线或复线结构ꎬ这使得电影更加精彩、紧
张、悬疑、惊悚ꎮ

一个成熟或成功的导演ꎬ应该有多线叙事的能力和气概ꎮ
由于过分强调了形式ꎬ张艺谋的多数改编电影缺少故事和情节的完整性ꎬ情

节布置呈碎片化现象ꎬ没有细腻、合理的故事和情节线条ꎮ
和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一样ꎬ一部成功的电影也必须有故事情节ꎬ有事件完

整的来龙去脉ꎮ “可见一部影片只有精心安排情节ꎬ才能使人物形象鲜明地深

刻地显示出来ꎮ” 〔６〕是英雄救美、警察惩恶ꎻ或者是正邪决斗、黑帮正义ꎻ抑或是

爱恨情仇、生死相随等ꎮ 总之ꎬ电影是需要剧情的ꎬ是要有个突出主题的ꎮ 即使

线索再多ꎬ但表达的主题需要一致ꎬ很难想象一个虎头蛇尾ꎬ或令人如坠雾中的

电影取得很大的成功ꎮ 如果票房可以ꎬ那也是市场的基因突变ꎬ不能说电影的成

功ꎮ 毕竟ꎬ票房不是判断一部伟大电影的唯一标准ꎮ 虽然ꎬ在电影史上ꎬ如法国

先锋电影、新浪潮电影产生过一定的影响ꎬ但这种只重视形式ꎬ追求叙事刺激的

后现代主义产物还是不能长期得到影迷的青睐ꎮ 这如同先锋小说ꎬ只是一个时

代前进的产物ꎬ一种文化调料而已ꎬ在整个文学发展的潮流中ꎬ不会起到振聋发

聩的文化号召力ꎮ
从张艺谋的整个导演作品来看ꎬ他的电影还是形式大于内容ꎮ 即使有情节

也是碎片化的ꎬ不是完整的生活线索ꎮ 他自己也承认自己的故事关、剧情关没

过ꎮ “现在我做导演ꎬ最大的体会就是首先要过叙事关ꎮ 你有没有能力叙事ꎬ有
没有兴趣叙事ꎬ有没有那份心去叙事ꎬ这点很重要ꎬ现在领悟到这一点并加以改

变ꎬ已经有点被动ꎮ 我现在最重视的还是怎样把故事讲出来ꎮ” 〔７〕 张艺谋的导演

生涯是从改编电影开始的ꎬ发飙之作也是改编电影ꎮ 从他初期导演的电影来看ꎬ
一种利益观或成功观促使着他的电影追求一种风潮ꎬ能够用画面美征服观众ꎬ用
浓艳的色彩感染观众ꎬ用独特的乡间民俗震撼观众ꎬ这能博得眼球ꎬ能取得商业

上的成功ꎬ他知道他没有斯皮尔伯格的大气ꎬ没有科波拉的深刻ꎬ也没有罗西里

尼的细腻ꎬ聪明的张艺谋另谋了一条出路ꎬ它的背景叫中国ꎮ 他吸取了传统文化

的精彩ꎬ将神奇的中国展示给世界ꎮ 因此出卖传统成他的重要思想ꎮ 从张艺谋

早期的«红高粱»到«菊豆»ꎬ再到«大红灯笼高高挂»ꎮ 虽然这几部片子在国际

上获得了各种大奖ꎮ 与其说颁给了张艺谋ꎬ还不如说颁给了中国想象ꎬ以中国文

化为底色的这些影片确实为张艺谋赚得盆满钵满ꎮ 除了这些ꎬ细看张艺谋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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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部电影ꎬ确实都很幼稚ꎬ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电影的不发达ꎮ 张艺谋的

电影缺少对人本身的关注ꎬ对生活细节的解剖ꎬ对当时人们生存现状的挖掘ꎮ 他

不像侯孝贤和小津安二郎那样细腻地表现普通人琐碎、朴实、无聊、艰辛、自足的

生活情状ꎮ «红高粱»选取了几个热闹的场面ꎬ用热闹和色彩架起了一部空洞的

电影ꎬ碎片化切割没有生活的线条和轨迹ꎮ “我想电影首先应该好看ꎬ所以我偏

重于把影片拍得富有传奇色彩ꎬ保留了原小说中的情节和戏剧性冲突ꎮ” 〔８〕 但这

里面没有清晰的线索和故事性ꎬ除了“我爷爷”和“我奶奶”这种夸张的艳遇之

外ꎬ它没有完整地反映生活ꎬ没有时代感ꎬ没有明确的思想ꎬ只在最后加了一点抗

战的尾巴ꎬ给两个主人公找了个归宿ꎮ 相比同是较夸张地反映爱情的«罗马假

日»ꎬ电影«红高粱»就立显思想的单薄、生活的狭窄和立意的浅陋ꎬ且时间上前

后相差 ３０ 年ꎮ 这时候我们才感觉张艺谋的欠缺和中国电影的落后ꎮ
«菊豆»同样没有生活的轨迹ꎬ好像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深宅大院ꎬ叔婶侄

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院子里ꎬ所有的爱恨情仇都被四面墙壁与世隔绝ꎬ有夫妻的

绝望、侄婶的勾搭、叔侄的仇恨等等ꎬ一切都是一家四口人的独角戏ꎮ 这并不能

反映生活的本质和社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ꎮ 整部电影没有清晰的思路和线索ꎬ
没有一条能够串起剧情的经线ꎮ 有的只是破碎的、片段式的横截面ꎮ 这种零碎

的、拼凑式的镜头看起来很精彩、很华丽、很吸引人ꎬ但没有思想性和灵魂ꎮ 爱森

斯坦主张的蒙太奇艺术在张艺谋这里纯粹成了形式ꎬ似乎与思想无关ꎮ «菊豆»
除了男女的争风吃醋ꎬ并不能展现其背后的生活背景ꎮ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ꎬ
现实主义的宗旨就是社会现实ꎬ这在影片中都成了空壳ꎮ 同样是演家庭乱伦复

仇的电影ꎬ劳伦斯奥利弗导演并主演的«哈姆雷特»就深刻多了ꎮ 该影片清晰

的主线ꎬ就是奥利弗主演的哈姆雷特的复仇ꎮ 而围绕这个复仇ꎬ串出了英国宫廷

的奢靡腐朽和荒淫无道ꎬ同时广阔地涉及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和事ꎬ是一部百

科全书式的电影ꎮ 这种思想的高度和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ꎬ«菊豆»是无法望

其项背的ꎮ 一部成功的电影ꎬ是讲故事和有剧情的ꎮ 但像«菊豆»这样既没有线

索也没有剧情的电影是无法令人点赞的ꎮ 好在张艺谋也意识到了这一点ꎮ 从

«秋菊打官司»开始ꎬ他的电影开始注意剧情和讲故事了ꎬ这也体现了他慢慢地

成熟ꎬ之后的«活着»虽然有诸多不足ꎬ但毕竟在叙事上跨出了一步ꎮ «秋菊打官

司»有了较明晰的线索ꎬ就是秋菊为了讨回一个公道ꎬ演绎了新时期的“杨三姐

告状”ꎮ 虽然这条很好的线索并没有串起诸多社会现状ꎬ但这毕竟是一种进步ꎮ

三、违背原著精神:倾向两性想象

对于电影改编ꎬ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ꎮ 有人主张要忠实于原著ꎬ有人主

张相近ꎮ 但有一点却是有共识的ꎬ即改编电影不能违背原著的精神ꎮ 雷纳克

莱尔说:“在改编现成的作品时ꎬ第一个基本原则是保持原作的精神”ꎮ〔９〕 在张艺

谋改编的电影中ꎬ为了“观众效应”ꎬ为了让电影好看ꎬ与原著相比ꎬ他的电影已经

面目全非ꎬ其思想已经南辕北辙了ꎬ更别说小说优美的意境和言犹未尽的神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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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红高粱»是一部英雄的抗日史诗ꎬ虽然这里面有“我爷爷”和“我奶

奶”的爱恨纠葛ꎬ但这只是小说的一条线ꎬ一条副线ꎻ另一条主线便是高密东北

乡的英雄轰轰烈烈的抗战史ꎮ 莫言在小说的最后这样写道ꎬ“谨以此文召唤那

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ꎮ〔１０〕 这就是小说

的主旨和目的ꎮ 莫言写这部小说ꎬ主要是反映高密东北乡的粗犷、豪放、英侠、原
始野性和自然人性ꎮ 这里杀人越货ꎬ这里英雄辈出ꎮ 梁山精神一直在山东这片

土地上游荡ꎮ 用莫言的原话说ꎬ“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

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ꎮ” 〔１１〕高

粱地野合、罗汉被剥皮等都成了抗日主线的插曲ꎮ 整部小说飘扬着浓浓的抗日

硝烟和高粱地里的民族精灵ꎮ 高密东北乡就是英雄的产地和豪强的土壤ꎮ 就连

“红高粱”都充满着血色的英雄气ꎬ它们高昂的头颅ꎬ坚硬的躯干为英雄的精灵

遮风挡雨ꎬ它们密集的高粱帐幔则是抗日英雄最好的掩体ꎮ 这个象征性是很明

显的ꎬ“高粱即人”ꎮ 那被无数英雄染红了的高粱酒无疑就是英雄血液的化身ꎬ
是民族精神的挥洒ꎮ 英武强悍的余占鳌、泼辣洒脱的戴凤莲、嫉恶如仇的罗汉、
外弱内强的王文义、胆大心细的任副官、狡黠仗义的冷队长等等ꎬ这一长串的名

字ꎬ上面都刻着两个字“英雄”ꎮ 小说共分十节来写ꎬ这十节里面有八节是写抗

战和与抗战有关的英雄事迹ꎬ而只有两节穿插讲到“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
戴凤莲的爱情故事ꎮ 很明显ꎬ小说的主线就是反映高密东北乡在面对外敌时候

的英雄事迹和民族精神ꎮ 这从小说的名称“红高粱”也能看出其宗旨ꎬ红高粱就

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ꎮ 但张艺谋的电影却将这部优秀的小说拍成一部爱情悲

喜剧ꎬ这是有违原文主旨的ꎮ 电影和小说本来就是不同的两种艺术ꎬ我们承认改

编的不同ꎬ这种不同可以是内容的ꎬ也可以是形式的ꎮ 但小说最基本的精神和思

想是不能有变的ꎬ要不那就不成改编ꎬ而是新的创作了ꎮ 电影«红高粱»虽然取

得了国际大奖ꎬ也为张艺谋带来了声名ꎬ但比较世界的优秀影片ꎬ这确实是一部

比较幼稚的电影ꎮ 好莱坞电影和一些欧美电影多数都是复线叙事或多线叙事ꎬ
且这种手法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很成熟了ꎬ但张艺谋在八十年代还是采取单调

的单线叙事ꎬ其实莫言的原著在结构上是一部非常好的复线叙事ꎮ 这里面娴熟

地用了倒叙、插叙等手法ꎬ使这部小说内涵丰富ꎬ结构饱满ꎮ 除了形式的不足ꎬ在
内容上ꎬ张艺谋的电影没有明显的主题ꎬ他只是将电影截为几个场景ꎬ表现一些

色彩浓艳的场面ꎮ 每个场景都可以是独立的一部分ꎬ删去其中的一部分ꎬ也不影

响整部影片的完整性ꎮ 所有的场景组合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让电影好看ꎮ
电影«菊豆»也违背了原著思想ꎬ断章取义地将原著分割为几个场景ꎬ进一步

夸大旧中国的糜烂想象ꎮ 从原著来看ꎬ刘恒的«伏羲伏羲»还是有一定的史诗性质

的ꎮ 小说的时间跨度是从四九年建国前夕一直到建国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ꎮ 其主

旨思想是反映旧社会糜烂腐朽的婚姻制度和在新时代年轻人之间追求恋爱自由和

反抗旧思想旧体制的举动ꎮ 封建婚姻将女人当作玩偶和传宗接代的工具ꎬ尊严和

平等对他们来说是南柯一梦ꎮ 菊豆一声声的泣嚎既是罪恶婚姻的标志ꎬ同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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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叛逆和反抗的宣言ꎮ 菊豆和侄儿天青的偷情是人性的必然和一个时代对另一

个时代开战的号角ꎮ 小说在这样的主题立意下ꎬ反映了洪水峪人们的生产生活现

状和思想精神面貌ꎮ 电影中截取了天青偷窥—菊豆挨打—侄婶偷情—杨金山瘫

痪—天白成长—杨金山报复—杨金山死亡—侄婶地下情—菊豆烧染坊等场景ꎮ
比较一下原文ꎬ电影就显得单薄和凌乱了ꎮ 电影«菊豆»如果说有一个主题的话ꎬ
那就是家族的感情纠葛ꎬ很显然ꎬ这淡化了、甚至改变了原著的思想ꎮ 小说原著用

细腻、干净、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写了这一动变时期农村各阶层人的生活现状ꎮ 电影

很明显为了市场和商业的需要ꎬ主要选取的是刺激、壮观的镜头ꎬ将旧中国生活中

的黑暗面、龌龊面聚焦、放大ꎬ其实并没有完整清晰地表达一个剧情ꎮ
张艺谋改编的电影都青睐于爱情题材ꎬ因为这个最能吸引眼球ꎬ最有肉感的

噱头ꎮ 相比传统的爱情片ꎬ张艺谋的这类电影都有较多的亲密场面出镜ꎮ 浓艳

的色彩、刺激的镜头、夸张的场面将中国影迷一下子从朦胧的梦境里拉回到鲜亮

的现实中ꎬ中国人长期被禁锢的思想通过这扇窗口一下子被打开了ꎮ 所以这些

电影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ꎮ 为此ꎬ他不惜将本来不是爱情题材的原

著改编为纯爱情ꎮ 其中代表性作品可算«我的父亲母亲»ꎮ 电影«我的父亲母

亲»的原著是鲍十的«纪念»ꎮ «纪念»中ꎬ作者刻画了一个为了教育和山村学校

而鞠躬尽瘁的老校长老骆的故事ꎮ 老骆一辈子为了教育兢兢业业ꎬ奉献了自己

的青春和一生ꎬ他教过的学生有好多现在都成了爷爷ꎬ但他还奋斗在自己的岗位

上ꎬ为了能给学校盖上新校舍ꎬ他磨尽了嘴皮ꎬ跑断了腿ꎬ还常常遭人白眼ꎬ最后

将材料买好准备要盖的时候ꎬ他自己由于操劳过度而死去ꎮ 当他死后ꎬ村民们都

自发到村口送行ꎬ十几个年轻人为了不让尸体在车里颠簸ꎬ而自愿抬着棺材走ꎮ
小说感情真挚ꎬ细腻生动ꎮ 小说没有写浪漫的爱情ꎬ只是描述了老两口的感情笃

深ꎮ 但在电影改编中ꎬ张艺谋将这改编为一部爱情题材ꎬ其实相当于重新创作ꎮ
小说里没有一丝对老骆精神的纪念ꎬ只有对爱情的赞美ꎮ 像这类没有原著精神

的改编ꎬ我们宁可不要ꎬ以免玷污原著的圣洁ꎮ
综上张艺谋改编电影中一些存在的问题ꎬ可能本文只是起了穿针引线的作

用ꎬ有很多改编中值得探讨的话题ꎬ还留得以后商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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