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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激情四射的架子鼓、发
音短促悦耳的马林巴琴、音色清
晰明快的小军鼓……近日，海南
大学纯乐打击乐团在海南微城剧
场举办新年音乐会，吸引不少家
长和孩子到场聆听。

在乐团成员的妙手演绎下，
不同的打击乐器合奏出美妙声
音，时而舒婉流畅、时而高亢激
昂，让打击乐的动人魅力深深打
动了听众。而一次次经久不息的
掌声，也让台上的年轻面孔充满
振奋。

“乐团成立于2022年 9月，
目的是为了给学校打击乐专业学
生提供展示才华和发展音乐兴趣
的平台，同时更好地向社会大众
推广打击乐，让更多的人了解、爱
上这种音乐形式。”海南大学国际
传播与艺术学院副院长、海南大
学纯乐打击乐团艺术总监曹量
说。

乐团成立后，首先面临的是
乐器不全的问题，诸如钢片琴、颤
音琴、定音鼓等大件乐器，因价格
昂贵乐团无力负担。

“这大大限制了乐团的演出
效果和音乐表现力。多亏有海南
大学的支持，乐团获取了一些所
需的乐器。”曹量说。

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海南
大学纯乐打击乐团已经有不少荣
誉“傍身”了。比如，在第十七届
全国青少年打击乐展演中，该乐
团获得最佳演奏奖、马林巴重奏
组和独奏组冠军等荣誉。该乐团
还走出国门，在2023年俄罗斯

“曙光”国际打击乐大赛中斩获古
典打击乐金奖。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一件件荣誉的背后，是乐团成员
们的拼搏和汗水。

海南大学纯乐打击乐团的成
员涵盖大一到大四，由于学生们
课表不同，导致时间比较难聚在
一起。即便如此，乐团全体成员
始终保持一周两次的排练频率。

“为了提升训练效果，我们采
取了个人练习+分声部练习+合
奏练习的训练模式。”海南大学纯
乐打击乐团指导教师李晓阳介
绍，首先，成员们会利用课余时间
进行单独练习，提高对乐谱的熟
练度；其次，根据乐器类型和声部
将成员分成小组练习，推动成员
专注于自己所在声部的演奏技巧
和音乐表达；最后就是在整个乐
团合奏时，注重培养成员的默契。

独特的马林巴琴二重奏《2+
1》、打击乐重奏《科技先锋》、充
满桑巴风情的《情热大陆》……翻
看新年音乐会的十几首曲目，能
够发现它们音乐风格不尽相同。

“在日常训练中，我们会尝试
融合不同音乐风格或尝试创新新
的表演形式，比如像这次演出的
曲目，既有现代派的作品，也有浪
漫主义时期的。”李晓阳说。

“未来，乐团有着许多期许。
比如，想探索更多不同类型和风
格的音乐作品，以丰富的曲目吸
引更广泛的观众群体；与其他音
乐团体、艺术家或作曲家进行合
作，举办联合演出或参与音乐交
流活动，扩大乐团的影响力和曝
光度；参与社区活动，举办音乐
会、工作坊或音乐教育项目，与观
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录制乐团
的音乐作品，并通过线上平台或
实体媒介发行，让更多人能够欣
赏到乐团作品。”曹量说。

海南大学纯乐打击乐团乐手
在演奏乐器。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由于茅盾文学奖（以下简称茅奖）
的权威性，获得茅奖的小说自然就被

“经典化”了。这些作品无疑会获得更
大的影响力和关注度，成为重要的IP
（知识产权），具有更高的市场价值，也
更受到影视圈的青睐，被改编为电影或
者电视剧作品。

这些年来，很多茅奖小说进行了影
视化的改编。有的改编是在获奖之前，
有的则是在获奖之后。不过，无论在先
还是在后，都产出了一系列优秀的影视
作品，我们可以罗列如下：路遥的《平凡
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
《尘埃落定》、麦家的《暗算》、毕飞宇的
《推拿》、东西的《回响》。这些作品有的
被改编成电视剧，有的被改编为电影，
或者同时具有两个版本。而近两三年
最热门的改编，无疑是梁晓声的《人世
间》和金宇澄的《繁花》，它们都获得了
极高的收视率，成为了当年最热门的剧
集之一。

近年来，中国作家协会积极推动了
纯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的进程，例如作
协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就与平遥
国际电影展合作设立了“迁徙计划·从
文学到影视”单元。据悉，除了前述茅
奖小说被成功影视化之外，还有其他小
说正在改编创作进程中。如孙甘露的
《千里江山图》、徐则臣的《北上》、陈彦
的《主角》、王蒙的《这边风景》、李洱的
《应物兄》等。很多优秀的当代文学作
品都从文字向影视方向转化，越来越贴
近大众文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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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王家卫导演的《繁花》热播，引发
了一阵阵观看热潮，并且带动了一系列文
旅消费，成为了一部现象级剧集。《繁花》火
爆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王家卫的声
誉，且他是首次“下凡”拍电视剧；另一方面
也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原著小说《繁花》的
作品品质加持。

这些年来，不少获得茅盾文学奖原著
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普遍都获得了不错
的收视率和广泛的关注，可见茅盾文学奖
的含金量和巨大的魅力。

茅盾文学奖是代表了中国文学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该奖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根据现代作家茅盾先生的遗愿，为鼓励优秀的
长篇小说创作而设立，首届评选在1982年，每四年评选一次。随着
时间的累积，茅盾文学奖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而获得茅
奖的小说也被视为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殿堂，具有很高的艺
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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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影视具有天然的亲缘性。
艺术的创作并不拘泥于外化的形式，
创作原理的互联互通为文学的影视改
编提供了创作的可能。从电影史和电
视剧史上看，很多优秀的影视作品都
源于文学作品的改编。而在文学与影
视两个领域之间，内容的相互转化和
产业的融合接轨也成为越来越频繁的
现象。

事实上，影视行业对文学作品的征
用和再创作已经成为常态，各种小说IP
的买卖和变现十分频繁。尤其在电视
剧的市场上，对于热门网络文学的改编
十分繁荣，无论是男性向的修仙玄幻
剧，还是女性向的都市爱情剧，几乎所
有的热门剧集背后都有网络小说原著
的基础。

毫无疑问，那些带有想象力和创
造力的故事，永远是最稀缺的资源。
随着影视行业的更新迭代和观众品味
的转型升级，对于优质内容的渴求与
竞争也更加激烈，使得纯文学的作品
也越来越受到市场的追捧。茅盾文学
奖获奖作品，由于有权威奖项的认可
和经典的光环，更容易被影视公司看
中进行改编。

茅奖作品的影视改编，小说与影视
的联动具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对于
影视创作而言，茅奖作品具有良好的质
量，本身为影视作品的创作打下了一个
良好的文本基础；同时，小说在印刷发
行的过程中积累了口碑和一定数量的
读者，这群读者构成了影视作品受众的
基础盘。另一方面，对于小说作品而
言，影视改编的二次创作能够让作品焕
发出新的活力，产生与原著不同的魅
力；同时，影视改编还能扩大作品的影
响力，让原本在纯文学阅读小众圈层里
的精英文学进行破圈传播，吸引观众进
行原著的阅读。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芙蓉镇》

《钟鼓楼》

《平凡的世界》

《少年天子》

《白鹿原》

《战争和人》

《白门柳》

《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嘉木》

《抉择》

《尘埃落定》

《长恨歌》

《历史的天空》

《英雄时代》

《张居正》

《暗算》

《推拿》

《一句顶一万句》

《繁花》

《黄雀记》

《人世间》

《北上》

《主角》

《应物兄》

蔡佳倩辑 许丽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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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文学与影视都属于文艺作品创
作，但是两者的艺术媒介毕竟有所不同，
表达的形式也不一样。例如，小说擅长的
心理描写和语言魅力，是影视作品难以表
现的；而影视作品的视听效果和直观表
达，又是小说难以实现的。就此而言，从
小说到影视的改编，并不是从文字到画面
的简单的“翻译”过程，而是比较艰难的二
次创作。影视的主创人员需要花费很多
的时间精力，在吃透小说原著的基础上进
行深度加工和再创造。

且以《繁花》为例。上海作家金宇澄
的小说原著是以沪语方言写成的长篇世
情小说，原著篇幅很长，分单双章节书写
了20世纪的60年代和改革开放之后的
90年代，并且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叙述
比较碎片化，这无疑给影视改编带来了很
大的难度和挑战。在电视剧的改编中，导
演王家卫和编剧秦雯对原著删繁就简，仅
保留1990年代的部分，着重描绘了戏剧
性很强的黄河路上的商战。原著中有三
个男性人物：沪生、阿宝和小毛，而电视剧
中只保留了一个阿宝，以其为主线贯穿了
叙事。因此，有很多论者认为剧版的《繁
花》与原著其实关系不大。

当然，《繁花》的改编只是一个特例，
并不是所有茅奖作品的改编幅度都如此
之大。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人
世间》《暗算》等都是由茅奖小说改编而
成，但是它们的情节脉络和人物塑造都基
本遵循了原著的设定。究其原因，大概是
因为这些作品的原著在结构和风格上更
加偏向于写实和逻辑性。因此，不同茅奖
小说也有不同的影视改编策略和路径，不
能一概而论。

文学和影视是两种有差异性的媒介，
因此我们可以把茅奖小说的影视改编视
为一种“跨媒介叙事”。恰如传播学者亨
利·詹金斯所说，一个故事可以通过多种
媒介平台进行展示，而每一个新文本都能
够对整个故事做出独特而有价值的贡
献。文学的影视改编，正是影视发挥视听
语言的长处，以新的媒介渠道和路径为原
著故事做出的贡献。影视创作扩散了小
说原著的魅力，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去亲近
文学，走向茅奖经典的阅读。

电视剧《人世间》剧照。

电视剧《繁花》海报。电视剧《繁花》海报。

电视剧《白鹿原》剧照。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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