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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小说 “影像化”倾向的批判

于京一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于京一认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以影视传媒为主导的大众娱乐消费成为

当下中国文化的主流，文化娱乐化与消费化对 文 学 的 生 产 和 消 费 形 成 了 巨 大 的 冲 击；其 中 小 说 的 “影 像 化”倾 向 便

是较为突出的一种症状，直接导致了小说文学性的丧失。

在小说的影视改编过 程 中，小 说 的 依 附 性 地 位 已 经 决 定 了 作 品 被 篡 改 和 肢 解 的 命 运，不 管 这 种 命 运 是 作 家 向

“影像化”的有意靠拢还是无奈退让，但往往都以丧失文学的独立性为前提。因此，大量 “触电”的小说于无奈之下

都不得不 “修改”自己的个性，正如刘恒所言：“因 为 写 小 说 基 本 上 是 沿 着 自 己 的 个 性 在 写 作，我 想 写 成 什 么 样 子，

你读者只有一个被动地接受的问题。但电视剧 本 反 作 用 非 常 大，时 时 要 考 虑 的 是 面 对 着 数 不 清 的 观 众，如 果 还 坚 持

自己的个性的话，我觉得是不合时宜的”。而且，很 多 作 家 特 别 是 那 些 自 由 撰 稿 人 都 把 影 视 写 作 作 为 生 存 保 障，这

样，影视写作的 “工匠式”风格便在潜移默化中损耗着作家 们 的 审 美 理 想。影 视 培 养 了 作 家 的 市 场 意 识，但 是 当 市

场意识过度生长时，一个作家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个 追 求 作 品 数 量 的、从 事 文 字 复 制 的 写 手。因 此，这 种 左 顾

右盼、曲意逢迎的写作姿态必然造成小说 “文学性”的流失，甚至导致小说文体的变异。

总之，向影视文化靠拢已经成为当下某些作 家 创 作 的 主 导 倾 向，他 们 的 每 一 部 新 作 几 乎 都 具 备 影 视 改 编 的 先 天

性优势，有的甚至单为改编而作。在一个浮 躁、虚 弱 的 时 代 里，也 许 我 们 没 有 理 由 过 多 地 指 责 任 何 人 合 法 的 谋 生 手

段，更何况作家们确实在经受着世俗的挤压和 痛 苦 的 折 磨；但 是 面 对 文 学 日 益 苍 白 的 脸 庞 和 憔 悴 不 堪 的 躯 体，我 们

也不能对其熟视无睹、任其坐以待毙。当然，我 们 不 能 一 味 责 怪 影 视 艺 术 的 贪 得 无 厌，只 能 从 小 说 艺 术 创 作 自 身 寻

找原因。应该承认，在当今各种艺术大融合 的 时 代，任 何 一 门 艺 术 都 在 汲 取 其 他 艺 术 的 优 点 以 充 实 自 己，小 说 也 只

有勇敢地加入各种艺术竞争的行列，吸收各 种 艺 术 的 精 华 来 充 实 和 发 展 自 己 才 会 有 出 路。就 此 而 言，小 说 择 取 “影

像化”表达的某些优势也是无可厚非的 事 情，但 是 决 不 能 舍 本 逐 末，把 汲 取 影 视 艺 术 的 优 点 片 面 地 发 展 成 小 说 的

“影像化”写作，这对小说来说将是巨大的灾难。

（马光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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