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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群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可行性论证

赵晓玲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摘 要：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国产影视行业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分析热播 IP 影视改编作品的情况，对文学陕军东征的文学影响，

对高建群小说艺术性对影视改编的主题导向的作用，从外延到内涵全方位论证高建群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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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中国的影视行业发展繁

荣。速度之快、题材之广、数量之多、

质量之高，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其中，由文学作品改编成的影视作品，

成为辉煌影视王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它们用母体文学文本的艺术性，保证着

影视作品的品质和格调。在这么繁荣宽

松的影视环境中，是不是所有的文学作

品都能够改变成影视作品呢？作为文学

陕军中“最后一位浪漫主义骑士”作家

的高建群的多部小说，适合不适合改编

成影视作品呢？我们将从小说品质到影

视环境等多个方面论证。

1 中国影视通俗化现状呼吁有丰厚文化

底蕴的影视作品

乘着改革开放这趟经济腾飞的列车，

中国影视行业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影视的数量、质量、

题材、风格类型都相较 20 世纪 80 年代，

得到了全面的拓展。大型历史题材、玄

幻青春偶像题材、革命军事题材、家庭

伦理题材等各个领域的创作，大大扩展

了影视表现内容，也极大丰富了中国观

众的视野。《渴望》《武则天》《还珠

格格》《暗算》《潜伏》《汉武大帝》《花

千骨》等这些各个时期热播剧，都是这

场大发展大繁荣的有力见证；《英雄》《无

极》《泰囧》《疯狂的石头》《我不是药神》

等票房大片，都为中国电影业的繁荣贡

献了自己的心力。

发展、繁荣是好事，但在这一场影

视业的快速飙车中，影视行业也出现了

一些不好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就是

整个影视行业的通俗化甚至庸俗化。

影视通俗化是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

式，与精英文化相对立。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随着新兴的网络媒体的发展普及，

以及近年来手机自媒体的发展，受众已经

习惯从网络中了解信息、吸收营养。他们

看网络文学、看网络视频，注重阅读的情

节性，注重视频的趣味性，不追求深度，

不愿意思考，自觉不自觉地在一场场快节

奏的传播活动中，逐渐消解了传统的对电

影和文学的精英化追求。

主妇们看各种家长里短的家庭剧消

磨时光，学生们看各种霸道总裁爱上灰

姑娘的套路网文虚构自己的爱情梦，在

重生、穿越、修仙等非现实情境中不能

自拔，在各种玄幻武侠创世纪情节中体

验创世英雄的无所不能。为了收视率和

票房，传播者在这场传播活动中，有意

识地传播这些观众爱看的浅薄内容，迎

合观众趣味中的庸俗成分，造成影视行

业的通俗化甚至庸俗化现象流行。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香蜜沉沉

烬如霜》《古剑奇谭》《诛仙》《择天记》

等玄幻青春偶像剧热播，《倾世宠妃》《绝

世宠妃》《校花的贴身保镖》《妖出长安》

《媚者无疆》等霸道总裁、妖媚狐仙受

到年轻受众追捧，《白夜追凶》《心理罪》

《无证之罪》《法医秦明》等犯罪题材

网络剧充斥着血腥暴力，刺激迎合着受

众的低级感官需求。

这些热播的网络电视剧，使受众不

去思考，不去追求价值和意义，一味的

娱乐至死，极大误导了受众审美，尤其

是对年轻一代受众树立正确良性价值观

念的危害极大，还有更恶劣的影响是败

坏了整个影视行业的风气。

在这样一种群体审美意识沦陷的情况

下，影视行业必须正视其严重性，从传播

品质根本上提高质量，行业呼唤有丰厚底

蕴的影视作品出现。文学作为影视的母体

和源头，以及文学自身丰富的艺术性和丰

厚的文化内涵，改编优秀文学作品成为提

高影视作品质量的有效途径。

2 高建群小说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

故事性是改编可行的保障

2.1 高建群小说丰厚的文化底蕴

高建群作为陕西文学界的一面旗帜，

在 20 世纪 90 年代陕军东征的文化大潮

中，推出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

为文学陕军的征程贡献了华彩篇章。《最

后一个匈奴》宽阔、宽广、厚重，在陕

北高原上世世代代生活的匈奴人，在中

原的农耕文明和西域的游牧文明的双重

碰撞下，活出了生命的自由和自在。作

品中的三代人，每一代的每个人，都在

按照自己的生命本能地生存生活，无拘

无束，自由自在，大开大合，恣意潇洒。

通过这些鲜活的人物，高建群为我们展

示了匈奴后裔和匈奴民族的精气神和精

气魂，不屈就、真性情。

《最后一个匈奴》之后，高建群的

作品《六六镇》《古道天机》《大平原》《统

万城》等带有明显文化寻根特质的小说，

都是以陕北地域上生活的匈奴民族的人

和事为内容的小说，不但写出了匈奴民

族的彪悍和豪迈，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的

深层次的主题，是揭示长期被农耕文化

所遮蔽的中华文化交融面向，培植中华

民族长期被规训和阉割的浪漫情怀和英



127

雄精神。从文化寻根意义上讲，这些写

匈奴民族的小说其实是揭示中华民族生

发之谜的小说，是中华民族民族心理和

民族文化养成的根源探索。

在当下影视创作大环境繁荣影视作

品普遍庸俗化的不平衡现状下，在国家

大力提倡立足本民族文化发掘民族文化

精髓的政策倡导下，高建群小说中丰厚

的民族文化内涵，无疑是改编成优质影

视作品的保障。

2.2 高建群小说丰富生动的故事情节

影视是大众通俗文化的一种，由于

其对受众的智力门槛要求很低，所以，

受众具有很强的广泛性。这种广泛性，

不仅体现在受众的人数多、地域广，还

体现在受众的知识结构和审美趣味不一

而足，这些特点就决定了，在影视传播

活动中，作为传播行为的终极接收端的

受众，不是每个人都会关注传播内容的

内涵，大众化的受众在这场影视传播活

动中，最直观、最简单的要求是影视作

品的故事性。一个影视作品，有再深厚

的文化内涵，有再崇高的趣味追求，没

有一个好看的戏剧性强的能抓住观众的

故事，从传播效果和传播价值上讲，也

是不会十分理想。

高建群小说除丰厚的文化内涵外，

更吸引受众的是每部小说精彩的故事和

巧妙的情节，这一点与影视作品对故事

性的高要求不谋而合。

《最后一个匈奴》中三个家庭两代

人的不同的人生际遇，探讨了人与社会

的关系。上卷中主人公杨作新在 20 世纪

20 年代动荡的革命岁月里，参与了一系

列的革命事件，下卷中杨作新和黑大头

的后人在七八十年代后经历的种种人生

变革，这些人和经历的事，还有大跨度

的时间背景和时代背景，都让小说的故

事饱满有趣。《六六镇》的故事性更强

更具有民间趣味。唐吉可德式的人物张

家山和老相好谷子干妈憨小子李文化，

在六六镇办起了民事调解所，然后展开

了一系列有趣的故事。田庄村“心脏开

花案”、上译村“招夫养夫案”、三家

村“碾盘案”、边墙村“三轮四轮案”、

六六镇“凶咒”案等，这些充满着野趣

野味的乡间故事，情节离弃，人物生动，

是受众最喜闻乐见的元素。而《古道天机》

中的女尸经过七天七夜被送还回前夫身

边的故事，《统万城》中大恶人赫连勃

勃和大智者大善人鸠摩罗什两个性格对

立的人物故事，为我们展现了在五代十

国乱世中，一段传奇丰富的历史故事，《大

平原》中黄河决堤，鲁西南一家李姓人

家辗转流徙到渭河平原的故事，这些曲

折丰富的小说情节，带有传奇色彩的民

间趣味，都为改编成影视作品提供了坚

实的观众基础。

3 陕派经典名著改编成功案例为改编指

明了方向

从影视产生之初，无论是早期的电

影还是后来的电视剧，都与文学有着紧

密的联系，其中，文学作为影视文本母

体的作用最突出，文学改编也是文学与

影视联系最直接的形式。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文坛影响重大

的“陕军东征”，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

的长篇文学作品，其中，以陈忠实的《白

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高建群的《最

后一个匈奴》为代表，这些优秀的作家

和作品，不仅仅是自身成就的体现，更

是把陕派文学的影响力提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

凹的《浮躁》《土门》《怀念狼》《高兴》

《秦腔》《老生》，高建群的《大平原》

《统万城》《大刈镰》等，这些影响力

极大的文学作品，大部分代表作都已经

被改编成影视作品，而且非常成功。

陈忠实小说《白鹿原》先后在 2012

年和 2016 年被分别改编成同名电影和电

视剧，票房和收视率都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尤其是电视剧，收视率达到了同时

期收视之冠，观众口碑非常好，又获得

了当年国剧盛典优秀长篇电视剧荣誉；

路 遥 的 长 篇 小 说《 平 凡 的 世 界》， 在

2014 年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在北京卫视

和东方卫视两星同步播出，收视率创同

时期电视剧新高，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形

成了关于平凡的世界的讨论热潮。

这两部陕派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的

成功，用实际的数据和市场，再次证明

了在影视环境通俗化的情况下，受众还

是期待高品质的影视作品，这也为高建

群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前景提供了市

场信心和类型保障。

4 结语

高建群是独一无二的，他的作品是气

质独特的，在中国影视行业高度发展极度

繁荣的当下，把高建群那些富有鲜活生命

力和精彩故事性的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

为受众提供高品质、高格调的精神食粮，

为影视作品指明艺术发展方向，为陕派文

学扩展影视阵地，为整个影视行业的发展

繁荣贡献华美篇章，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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