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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三观卖血记》创作于
1995年，是余华的代表作之
一。故事中的许三观是中国
最普通的万千小人物之一，
他经历了大跃进、大炼钢、大
饥荒和文革……通过卖血他
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的难
关。小说被翻译成英语、法
语、德语、意大利语……在这
部作品中，作家余华用一种看
似轻飘的笔调描写了沉重的
现实，从而赋予作品一种无与
伦比的力量。

平庸的改编方式

被韩国人搬上大银幕的
《许三观卖血记》变成了《许三
观》，它所缺少的可不只“卖血
记”这三个字，更缺失了余华
小说的灵魂。

电影前半段看似照搬了原
著，但平庸的改编方式却让故
事变得呆板乏味，失去了小说
原本的鲜活。小说中的油条西
施许玉兰本来是个活灵活现的
底层妇女，她长得漂亮，性格泼
辣，每次跟许三观吵架都要坐
在家门槛上又哭又闹的，引得
邻居看热闹。一乐不是许三观
的亲儿子，也是许玉兰自己坐
在门槛上说漏嘴的。

电影中，油条西施许玉兰
不但变成爆米花西施，也从一
个油烟气儿浓的女人变成了韩
范儿女神。既然女神不会坐在
门槛大哭大闹说漏嘴，只好安
排了“许三观做亲子鉴定，并找
来邻居围观当众宣布谜底”这
出热闹的戏码。虽说结果都是
许三观替别人养了多年的儿
子，但原本栩栩如生的许玉兰
却沦为了花瓶般的摆设。

许玉兰的泼妇性格也是小
说里导致许三观出轨初恋林芬
芳的理由之一。“我现在想起来
就后悔，我当初要是娶了你，我
就不会做乌龟了……你一回家
就把门关上，家里的事你从来
不到外面去说，这么多年下来，
我没听你说过你家男人怎么不
好。我家那个许玉兰只要有三
天没有坐到门槛上哭哭叫叫，
她就会难受……”

小说中的许三观还卖了
血给林芬芳买补品，事后许三
观才知道，要是先和女人干了
事，再去卖血，那就是不要命
了。颇有一点黑色幽默的味
道。电影中，许三观是在去医
院卖血的时候遇见了林芬芳，
后来两人回到了林芬芳的家
里。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事发
生，电影并没有明确的交待。

当林芬芳的丈夫拿着许三
观买的补品找上门骂许三观强
奸自己老婆的时候，小说里的
许三观是默认了的，因为这事
他在许玉兰面前还抬不起头了
一阵子。但电影里，却安排一
乐替“后爹”许三观打圆场，化
解了许三观的尴尬，为之后电
影想要突出的“父子情深”埋下
伏笔。这种改编看似切题，可
惜“父子情深”的主题本身就是
大败笔。这种改编既平庸又简
单粗暴，它将许三观从他所置
身的时代大背景中抽离，让原
本富有张力与感染力的情节都
消失了。

余华的“厉害”
没展现

小说中，许三观一
家子赶上了文革，老婆
许玉兰被人贴了大字
报，成了“妓女”，天天
要被拉到街上示众。
仨儿子都不愿意给丢
人的母亲送饭，许三观
只好自己去。有人问
许三观，你给许玉兰吃
什么呢？许三观就把
许玉兰手里的锅拿过

来给人看清楚：“我没有给她
吃菜，我让她只吃米饭，也是
在批斗她……”等众人走远，
他才轻声跟许玉兰说：“我把
菜藏在米饭下面，现在没有
人，你快吃口菜。”那菜是许三
观特意为许玉兰做的红烧肉，
连孩子们都不知道。这段看
似平淡的情节却蕴藏着无限
的深情，这是余华最厉害的地
方，他写情却不煽情，从而将
廉价的煽情升华为温情和深
情。

回到家，许三观招呼孩子
开“许玉兰批斗会”。他跟孩
子们说：“他们说许玉兰是个
妓女，说许玉兰天天接客，两
元钱一夜，你们想想，是谁天
天晚上和许玉兰睡在一张床
上？就是我，许玉兰晚上接的
客就是我，我能算是客吗？”

然后许三观又交待了他
和林芬芳的事，因为讲得细
致，也被许玉兰打断：“你不能
再往下说了，你再说就是在毒
害他们了。”

这也是余华的厉害之处，

他写苦难，却不苦大仇深，反
而用幽默感去化解苦难。

遗憾的是，电影不但对余
华的厉害之处视而不见，反而
走向了余华的反面。尤其在一
乐患病以后，电影开始了韩剧
煽情的一贯套路，用蒙太奇制
造了许三观穿梭于一家又一家
医院献血的凄美画面，曾经生
龙活虎的许三观变成了步履沉
重，面黄肌瘦的许三观。终于
攒够了钱，许三观找到了医院
却找不到儿子一乐，还被医院
保安赶了出去，一乐从窗口望
见了父亲，他拔掉输液管，去追
父亲……后来父子隔着一条街
俩俩相望，而后又隔着栅栏相
拥哭泣……如此空洞的煽情的
确能换来观众的眼泪，但那眼
泪却是廉价的。

小说中，许三观为救一乐
而献血的描写比电影感人得
多，当时正值冬天，但献血前，
许三观却还坚持着喝水的习
惯，可冰凉的河水实在难以下
咽，他向人要来了盐，吃一口
盐，再大口灌下河水。连续献

血两次后，许三观当
街晕倒，但好了之后，
他又第三次去献血，
这一次直接晕倒在了
医院。被救活后，他
发现自己只剩了献一
次血的钱，亏大了。
他跟医生说：“我知道
你们是为了救我，我
现在也不是要把七百
毫升的血都还给你
们，我只要你们把别
人的三百毫升血收回
去……”可是医生走

了，旁边的人也在笑话他，
他站了一会也转身走了。
如此生动的细节和激烈的
冲突越发映衬出电影的苍
白无味。

虽说许三观献血救子表现
了父子情深，但在余华笔下，又
变得不仅仅是父子情深这么简
单。一路上，许三观遇到了许
多人，他们中有善良的居民，这
些居民不忍心看许三观喝冰凉
的河水，给他送来热茶，又给了
他盐；许三观献血晕倒在街上
后，被人送到旅馆，和他同屋
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老
汉带着两只小猪，他把其中
一只小猪放到许三观脚下，
给许三观暖被窝；为了省钱，
许三观搭上了来顺、来喜两
兄弟的船，后来两兄弟还同
许三观一起卖血。因为两兄
弟的一碗血顶许三观的两碗
血，来喜决定把自己的一碗
血卖给许三观。卖血之前，
许三观让来喜喝水，来喜不
喝，“我不能喝水，换成你，你
也不会喝水。”这些来自社会
底层的小人物充满了温情，
让简单的“父子情“升华到了

“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也让
小说避开了苦情的悲观主义
色调。

俗套的结局

电影结尾，就像很多俗套
的家庭剧一样，一乐被治好
了，许三观一家子来到饭馆，
吃着大肉包和蒸鲫鱼。同样
是大团圆的结局，小说结尾却
令人深思。许三观忽然想吃
炒猪肝、喝黄酒了，他想到了
献血。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他
一辈子献了11次血，都是为了
别人，这次他决定为自己献一
回血，可因为年纪太大而被血
站拒绝了，他在街上哇哇大哭
起来，因为“我的血没人要了，
以后家里遇上灾祸怎么办？”

最后媳妇许玉兰把许三
观拉到了饭馆，给他要了炒猪
肝和黄酒，许三观笑了，他说：

“我这辈子就是今天吃得最

好。”

自从2000年被韩国人买走了电影改编权，经过15年的波折，余华的代表作《许
三观卖血记》终于在大银幕上与观众见面了，可惜，这部韩国版的《许三观》彻底沦为
了韩国版狗血催泪剧“好后爹许三观”，正印证了南美作家马尔克斯的那句话：一流
的小说常常拍不出一流的电影。

《许三观卖血记》
变成“好后爹许三观”

文\本刊特约撰稿 方洛洛

一流小说沦为三流电影

河 正 宇
主演的韩版
《许三观》

韩片《许
三观》中的许
三观和老婆

韩国人把中国名著《许三观》搬上了银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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