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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影视作品，都有自身的受众群体。二者
联姻就像一次“破圈”营销，能够突破原有圈层，被更多受众接纳
和认可。文学和影视都有各自的传播特点，二者合作有利于创新
突破，产生新的题材和创意，赢得更多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观众期待“茅奖”作品搬上荧屏，实际是期待影视产品回归内
容为王。一段时间以来，影视产业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有一些影
视作品为迎合市场趋势，牺牲了艺术品质和思想内涵。市场出现
大量翻拍、续集、改编作品，缺乏原创性和创新性。一些作品盲目
追求流量，忽视了受众真实的情感和需求。因此，影视市场亟需更
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以满足观众的需求
和市场的期待。

文学与影视一旦联姻成功，就会产生乘数效应，不断放大优秀文
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一部文学作品也许只有30万人读过，但变成
影视剧后会有300万人甚至3000万人看见”，此言不虚。数据表明，
许多消费者在观看剧目后会选择阅读原著，被改编成电影以及电视
剧播出后，相关图书热销，原著小说在线阅读率持续上涨。优秀文学
作品借助影视化力量实现“破圈”，不仅有效提升影视产业发展质量，
也能反哺图书市场，为优秀文化的传播提供广阔舞台。

影视与文学联姻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不仅需要一双“慧
眼”，更要修炼“内功”，既要尊重市场规律，也要尊重
艺术规律。如果急功近利，粗制滥造，那么不仅会伤
害影视产业，而且会破坏原著自身的影响力。这也
提醒相关从业者，在影视创新中要不断寻求艺术价
值与商业价值间的“最大公约数”。

促进更多文学作品成为影视行业的创意源头，
还需要产业化运作。影视是一门综合艺术，需要打
通文学创作、出版发表、版权交易、衍生转化等各个
环节，用更科学的手段探索、评估文学作品的改编
潜力。随着 IP产业化运作日益成熟，还会有更多
优秀文学作品走向荧屏，期待文学与影视双向奔
赴，打造更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文化 IP。

影
视
圈
﹃
哄
抢
﹄
茅
盾
文
学
奖
作
品

影视圈经历了多年IP改编洗礼后，观众审美日渐提升，对优质内容的渴望远胜从前，严肃文
学改编已经成为影视行业的新共识，各大文学奖项的获奖、入围作品纷纷被业界视为掘金的宝
库，其中又以被认为是“中国文学最高奖项”的茅盾文学奖热度最高。

不久前，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出炉，关于哪些作品适合影视改编的声音炸了锅，此次获奖的
五部作品大都是对历史和时代的书写，从内容和题材上均适合影视改编。然而国产剧最爱扎
堆，也导致一种题材不会有很长的生命力，眼下炙手可热的茅奖作品能否诞生下一部《人世间》？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一直是影视剧的沃土，20世纪八九十年
代的经典之作如《芙蓉镇》《钟鼓楼》《平凡的世界》都是茅奖获奖
作品改编而来的经典之作，几乎每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都有影
视转化的成功案例。

2021年初，《人世间》引发全民追剧后，茅盾文学奖影视化的
进程明显加快，茅奖作品一时间“手慢无”，与此同时，文学向影视
转化的作品显著增多，在影视市场渐渐夺回主流地位。

目前来看，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人世间》《牵风记》《北上》《主
角》《应物兄》五部获奖作品中，除了著名作家徐怀中的《牵风记》，
其他几部作品都已影视化。其中，《人世间》等作品在获奖之前就
被影视改编“锁定”。改编自徐则臣茅奖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北
上》也正在制作中。

前不久，影视圈纷纷把目光对准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五部获奖
作品，分别是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乔叶的《宝水》、刘亮程的《本巴》、孙
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东西的《回响》。除了在获奖前就以网剧形式和
观众见面的《回响》，观众对其他作品的影视改编也纷纷表示期待。

以茅奖为代表的严肃文学受热捧，重回主流视
野。茅奖作品炙手可热，但严肃文学的改编过程却
不那么容易。以最神秘的《繁花》为例，该剧改编自
作家金宇澄的同名小说，原著小说 2015年获得第九
届茅盾文学奖。该剧既是著名导演王家卫的首部电
视剧作品，又集合了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等人
气主演，已经多次登上播出平台“待播片单”，但令人
不解的是，该剧一直处于待播状态，书迷急，观众也
急，仍无济于事。

当然，即便影视化了，也不是所有茅奖作品都有
望成为下一部《人世间》。比起网络 IP，传统文学的改
编过程要更漫长，新丽传媒在拍完《白鹿原》后，又购
入了《尘埃落定》《张居正》等茅盾文学奖作品的影视
版权，但几年过去了，这些项目都还处在开发筹备中。

严肃文学改编最重要的是什么？《人世间》编剧
王海鸰直言，“一是细节，二是细节，三是细节”，并强
调创作者不应该迎合市场，“不要试图迎合，迎合没
有出路，迎合永远滞后”。

编剧张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发表了类似的观
点。她表示，严肃文学的影视化要根据播出平台变
化分为两个阶段，“电视台播放时代，原创剧本都是
来自编剧的眼睛、编剧的脑袋，取决于他们的认知和
理解，但是网络平台主导后，不论是原创剧本还是改
编剧本的创作都变了。”简而言之，很多编剧失去话
语权，写一个怎样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由平台和资
方决定的，“当所有意见汇总过来，原创剧本已经不
纯粹了，而资方最怕投资失败，所以往往是看到一种
剧作模式成功了以后才敢投入，类似的项目就会扎
堆。”

张靓表示，经过数年的发展，IP改编已经形成了
一条成熟的生产流水线，“通常是先写一个梗概，然
后资本介入、平台介入，正式进入剧本创作，剧本出
来了，再去找导演、承制方、演员，中间通常不会有太
大的改动，所以从制作到播出进程会相对比较快。
但这也意味着观众看到的多是工业流水线上出来的
产品，而少了一些人情、人味。现在的年轻人，生活
都很丰富多彩，为什么活生生的人要去看木偶剧
呢？这或许也是严肃文学重新受宠，而很多大 IP正
在失去观众的原因。”

严肃文学改编如何成就
影视精品？张靓表示可遇而
不可求，“无论是原著、编剧、
导演都是业内顶尖的大咖，
可以尽可能地坚持自我，不
受资方、平台左右，不迎合市
场，才能创作出真正的精
品。但圈内也流行一句话：
一部剧一个命，剧能不能红
不是单方面条件决定的。”

（综合经济日报、济南时
报、齐鲁晚报、扬子晚报）

茅奖作品多被影视化茅奖作品多被影视化““锁定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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