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改编
”

：

一种拓扑式叙述艺术

赵 禹 平

内容镝要
“

底本 － 述 本
”

作 为 叙述 文 本 的 基础 结 构 ， 调 节 着
“

改

编
”

的 张 力 。

“

改编
”

塑 造 的 不 只 是述本 ， 还 包括底本 ， 但无论
“

改 编
”

述

本 怎 么 变化 ， 各底本之 间 仍 保持 着拓扑像似 的 文本 间 关联 。 这一拓扑

结 构 既 限制 了 创 作 意识 的 界域 ， 又 分 裂 为 异 项 改 编 和 同 项 改 编 两 种 不

同
“

忠 实 度
”

的
“

改 编
”

现状 。 作 为 拓 扑 叙述 艺 术 ，

“

改 编
”

综 合 了 创 作

者 、 解释 者 的 意 向 ， 激发 述 本 的 不 断
“

衍 生
”

，
以 及 聚合 系 列 的 不 断 壮

大 ， 还在 一 定程度上 消 弭 着底本 与 时代 的 距 离 。

关键谓 改编 述本 底本 拓扑

“

改编
”

艺术一直是人类文艺创作史上不朽的创作类型 ， 尤其在 当

代 ，故事利 用各种媒介
“

改编
”

，并在不同 渠道传播 。 实际上 ，对
“

改编
”

的讨论早已 隐藏在 各时 期不 同学者对艺术的 讨论 中 。 对艾略特和弗

莱 （ Ｎ ｏ ｒ ｔ ｈ ｒｏ ｐ
Ｆ ｒｙｅ ）而言 ，

“

所有的艺术都起源于其他艺术 ， 戏剧 、 舞蹈 、

歌剧 舞 台 ， 以及一般的文学 ，

一直是一个真理 。 在这个意义上 ， 改编融

入模仿 、典故 、戏仿 、歪 曲 和 引 用 ， 逐渐成为从艺术 中衍生艺术的流行

创造性方式
” ？

。 哈钦 （ Ｌ ｉ ｎ ｄａＨ ｕ ｔ ｃｈ ｅｏｎ ）作为改编理论的研究专 家 ， 通

过对梅茨对 电影改编 的理解 以及贡布里希对粗画笔和细铅笔 的 对 比

分析 ，提出音乐剧 、 专栏 、芭蕾 、歌曲 和其他叙述 （

“

改编
”

）形式 ， 选择 了

不同 的侧重点进行媒介表达 。 每种媒介 （就像每种类型 ）都有不 同 的表

达方式 ，选择的媒介可 以 比 其他媒介更好地瞄准某些 内 容 。 他明确指

出 ，

“

当我们改编时 ，我们使用 各种工具来创造 ： 实现或具体化想法
”

。

？

①Ｌ ｉｎｄ ａＨ ｕ ｔ ｃ ｈ ｅｏｎ
，

“

Ｏ ｎ ｔ ｈ ｅＡ ｒ ｔｏ ｆＡｄ ａ
ｐ ｔ ａ ｔ ｉ ｏ ｎ

”

，

ｉ ｎＤａｄａ ／“ ｓ
，

２ ０ ０４
，Ｖｏ ｌ ．１ ３ ３ ，

Ｎｏ ． ２
，ｐｐ ． １ ０ ８

－

１ １ １ ．

？ Ｉ ｂ ｉ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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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媒介形式是什么 ， 它们在
“

改编
”

的 同 时也在创造
一个个新文本 ，

它们既有各 自 不 同 的承载形式 ， 也有不 同 的主题 ， 倾 向不 同 的价值观

以及有限范围 内 的情节变化 。

全媒体时代下
“

改编
”

不断促成 各种媒介形式 的故事传播 ， 不 少

国 内外研究者不断肯定着
“

改编
”

已 经在叙述学研 究 中 占 据 重要席

位 。 莱恩 （Ｍａｒ ｉｅＬａｕ ｒｅＲｙａｎ ）在 《跨媒介的故事世界 》中就明确指 出 ，

故事处于一个快速发展 的新趋势之 中 ， 并和 索恩 （ Ｊ ａｎ
－Ｎｏｇ ｌ Ｔｈｏｎ ） 

—

起呼吁要建立新的叙述理论和媒介意识叙述学 。

？ 从戏剧 、小说 、影

视 、游戏 、主题乐园 ， 到漫画 、 周边产 品 、 互动 网站 以及粉丝论坛等媒

介转换 ， 都 促 成 了 故 事 不 同 程 度 、 不 同 层 次 的 改 编 、 再 创 作 以 及

传播 。

学者们的讨论透露着
“

改编
”

问题的研究重点 ：

“

改编
”

是游走在新

旧 文本之 间 ， 先后文本之 间 ， 形式变化之 间 ， 不 同媒介 、 主题及形象差

异之 间 的转换器 ， 需要对其结构 找到 分析的立足点 。 即如何面对
“

改

编
”

源 自 哪 ，又如何形成
“

改编
”

文本 ，

“

改编
”

各不相同 以及
“

改编
”

是否

忠实于原著等具体 问题 。 本文无意颠覆经典 问题的 讨论 ， 而是更进
一

步从经典的底本
－

述本 的基础叙述结构开始 ， 回 应新 旧 ／先后文 本 间
“

改编
”

的深层关系 ，探索
“

改编
”

文本在既有双层叙述结构 的基础上呈

现的特殊拓扑式叙述结构 。

一

、

“

底本－

述本
”

作为基础结构

在叙述学 中 ， 叙述分 层 问 题 始 终 存 在 。

“

ｆａｂｕ ｌａ
－

ｓｙｕｚｈｅ ｔ

”

（ 法 布

拉－休热特 ）是最初 由 俄 国 形式 主义者普 罗 普 和什克洛夫斯基提 出

来描 述 叙述 结 构 的 术 语 ， 即 和 ｃ ｉｏ ＞Ｋｅ （ ｓ
ｊ
ｕｚｈｅ ｔ

， ｓｕ
ｊ
ｅ ｔ

， ｓ
ｊ
ｕ￡ｅ ｔ

，

ｓ ｉｕｚｈｅｔｏｒｓｕｚｅ ｔ ） 。 叙述学家将 ｆａｂ ｕ ｌａ 描述为
“

故事 的 原材料
”

或故事

中 包含的事件 的 时 间顺序 ， 将 ｓｙｕｚｈｅ ｔ 描述 为
“

故事 的 组织方 式
”

或

① 参见Ｍａｒ ｉ ｅ
－Ｌａｕ ｒ ｅＲｙａ ｎ ，Ｊ ａｎ Ｎ ｏ ｅ ｌＴｈｏｎ

，Ｓ ｔ ｏ ｒｙｗｏｒｌｄ ｓａ ｃ ｒｏ ｓ ｓＭｅｄ ｉａ ：Ｔｏｗａ ｒｄａ

Ｍｅｄ ｉａ
－Ｃｏｎ ｓｃ ｉ ｏｕ ｓＮａ ｒｒａ ｔｏ ｌｏｇｙ ，Ｌ ｉ ｎ ｃｏ ｌｎ

，Ｎ ｅｂ ｒａ ｓｋａ ：Ｕ ｎ ｉ ｖ ｅ ｒｓ ｉ ｔｙｏ ｆＮ ｅｂ ｒ ａ ｓｋａＰ ｒ ｅｓ ｓ
，２ ０ １ ４

，

ｐｐ ． １
－

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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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的运用 。

？ 这
一

双层叙述结构传统 ，我们可通过不 同理论家 的研

究成果管 窥一二 。 里 卡 尔杜 的
“

ｆ ｉ ｃ ｔ ｉｏｎ
－

ｎａ ｒ ｒａ ｔ ｉｏｎ
”

， 巴 尔 特 的
“

ｒ６ｃ ｉ ｔ
－

ｎａ ｒｒａ ｔ ｉｏｎ
”

，托多 罗 夫 的 

“

ｈ ｉ ｓ ｔｏ ｉ ｒ ｅ
－

ｄ ｉ ｓｃｏｕ ｒ ｓ 

”

， 热 奈特所称 的 

“

ｈ ｉ ｓ ｔｏ ｉ ｒ ｅ
－

ｒ６ｃ ｉ ｔ

”

， 布 鲁 纳 的 主 题 与 情 节
“

ｆａｂ ｕ ｌａ
－

ｓ
ｊ
ｕｚ ｅ ｔ 

”

，

② 恰 特 曼 的
“

ｓ ｔｏ ｒｙ
－

ｄ ｉ ｓ ｃｏｕ ｒ ｓ ｅ
”

 ， 巴尔的
“

ｆａｂ ｕ ｌａ
－

ｓ ｔｏｒｙ

”

 ， 申丹沿用恰特曼 的
“

故事
－

话语
”

 ， 谭

君强沿用 巴尔的
“

素材－故事
”

等叙述学讨论 ，

＠他们使得
“

ｆａｂｕ ｌａ
－

ｓ
ｊ
ｕｚｅｔ

”

两面一体成为讨论叙述结构 、 叙述内 容呈现的基点 。

“

两者之间 的 区别

也使形式理论家分析从
‘

变形
’

（ ｄｅ ｆｏ ｒｍ ａ ｔ ｉｏｎ ） 、

‘

感知
’

（ ｐ ｅ ｒｃｅ ｐ ｔ ｉ ｂ ｉ ｌ ｉ ｔｙ ）

和
‘

陌生化
’

（ ｄ ｅ ｆａｍ ｉ ｌ ｉ ａ ｒ ｉ ｚａ ｔ ｉｏｎ ）等基本话题走出 诗歌语言的初始领域 ，

并将其 适 用 性 扩 展 到 文 学 叙 述 类 型 等 分 析 之 中 。

”？ 科 恩 （ Ｄｏ ｒ ｒｈ

Ｃｏｈｎ ）关于虚构
“

路标
”

（ ｓ ｉ ｇｎｐｏｓ ｔ ｓ ） 的讨论也要求遵循此种
“

双层故事 ／

话语模型
”

（ ａｂ ｉ

－

ｌｅｖ ｅ ｌｓ ｔｏ ｒｙ／ｄ ｉ ｓ ｃｏｕ ｒ ｓｅｍｏｄ ｅ ｌ ） 。

⑤ 同时 ， 双层叙述结构

也将成为我们讨论
“

改编
”

的 出发点 。

无论如何 ，双层的叙述结构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 而面对不 同

的各国翻译或变体 ，赵毅衡提出 了
“

底本－述本
”

，

“

底本 ／述本分层是普

遍的
”

， 而底本
“

完全不像一个故事 ， 因 为它有两个特点 ： 它是一个供选

择的材料集合 （ 因 此 它 比述本大得多 ） ， 它是 尚 未被媒介再现 的非文

本 。 底本作为非文本 ， 并不是只提供
‘

内 容
’

，底本提供一切可 以组成

述本的元素
”

。

？“

改编
”

的 《奥兰多 》电影述本中选择浅金色短发作为

奥兰多 出场的形象 ， 其他形象也就只存在于底本的备选之列 ， 这显然

不同于弗吉妮娅 ？ 伍尔夫《奥兰多 》述本里
“

深色的头发
”

的青春之美 。

当 《丹麦女孩 》电影决定不表现
“

几根腿毛不屈不挠地钻 了 出来
”

， 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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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ｋ ｌｏｖ ｓｋｙ ，

“

Ａ ｒ ｔａ ｓＴｅ ｃｈｎ ｉｑｕ ｅ

”

，
ｉ ｎＬ ． Ｔ ．ＬｅｍｏｎａｎｄＭ ．Ｒｅ ｉ ｓ （ ｅｄ ｓ ．

） ，Ｒ ｕ ｓ ｓ ｉａ ｎＦｏｒｍａ ｌ ｉ ｓ ｔ

Ｃｒｉ ｔ ｉ ｃ ｉ ｓｍ
，Ｎｅｂ ｒａｓｋａ ：Ｕ ｎ ｉｖ ｅｒｓ ｉ ｔ ｙ

ｏ ｆ Ｎ ｅｂ ｒａ ｓ ｋａ Ｐ ｒｅｓ ｓ
，１ ９ ６ ５ ．

②Ｊ ｅ ｒｏｍｅＢｒｕｎ ｅ ｒ
，

“

Ｌ ｉ

’

／ｅ ａ ｓ ｉＶａｍ ｉ ｆ ｉ ｖｅ
”

，
ｉ ｎ ｏｎ ｆ ／ ｉ ｅＳｅ 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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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  １

，

１ ９ 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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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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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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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 ． ２ ９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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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其他创作者的
“

改编
”

作品也可以将如此不表现 、杰克罗 素梗犬种选

择等作为底本的备选 ， 当 然还有更多的备选 。

基于此 ，

“

改编
”

蕴含 了 聚合的过程 ， 底本为
“

改编
”

述本提供各种

元素 。

“

聚合 、选择是一个潜隐的过程 。 从符号叙述学的观点看 ，述本

可以被理解为叙述 的 组合关 系 ， 底本可 以 被理解 为叙述 的 聚合关

系 。

”？“

改编
”

的述本符合一个组合的形式 ， 它对应于一个选择的过程

即
“

聚合
”

， 这个潜隐的过程并不会在聚合轴的操作过程 中 留下痕迹 ，

但的确是底本转化至述本的必然 。 每个版本不 同 的
“

改编
”

， 都意味着

重组 。 创作者面对大量的备选元素做 出选择 ， 无论是 内 容还是形式等

各种构造元素 ，选入一部分置入聚合之 中组合成
“

改编
”

述本 ； 当 然 ， 先

文本如原著必然是述本选择的一部分 ， 其他述本之 中 的元素必然也可

以选择 、 可以被再现 ，最终被组合进新的
“

改编
”

述本之 中 。

底本为述本提供备选元素 ， 而述本的读者从述本中读出非文本的

底本 。 卡勒 （ Ｊｏｎａ ｔｈａｎＣｕ ｌ ｌ ｅ ｒ ） 曾在 《符号的追求 ： 符号学 、文学 、解构 》

Ｃ ＴｈｅＰ ｕｒｓｕ ｉ ｔｏｆ
Ｓ ｉｇｎ ｓ ：Ｓｅｍ ｉｏ ｔ ｉ ｃ ｓ

，Ｌ ｉ ｔｅｒａ ｔ ｕ ｒｅ
，Ｄｅｃｏｎ ｓ ｔ ｒｕｃ ｔ ｉｏｎ ） 中 指

出 ，

“

ｆａｂ ｕ ｌａ 先于 ｓｙｕｚｈｅ ｔ ， 它提供 了 许多方式来呈现故事 中 发生 的事

情
”

，他认为 ：

“

人们也可 以将 ｆａｂ ｕ ｌａ 理解为 ｓｙｕｚｈ ｅ ｔ 的产物 ， 其 中 某些

事件被创造出来并在故事层面上进行排序 ， 以产生有意义的叙述 。

”
？

王长才肯定
“

底本在逻辑上先于述本 ， 也可能在时 间上先于述本
”？

。

而不同于卡勒的分析 ，赵毅衡认为
“

底本与述本互相 以对方存在为前

提 ，不存在底本为
‘

先存
’

或
‘

主导
’

的 问题
”

？
。 之所以有底本出现 ， 并

非人们集齐 了所有的 素材呈现为文本的 形式 （若是如此 ， 文本形式的

叙述就已经成为述本 ）
； 也并非作家创作时脑海里 已经存在 了 不计其

数的元素 （若是如此 ， 保持过去时态的虚构形式的述本并未完成 ， 读者

无法体悟到和述本相对应的底本 ） 。 无论在时 间还是逻辑上 ， 两者互

为前提 ，

“

改 编
”

的 述本 也就 与 自 己 相对 的
“

改编
”

述本之底本互 为

前提 。

①Ｒｏｍａｎ
Ｊ ａｋｏｂ ｓｏｎ

，ＴｈｅＭｅ ｔ ａｐ ｈｏｒｉｃａｎｄＭｅ ｔｏｎｙｍ ｉ ｃＰｏ ｌ ｅ ｓ
， ｉ ｎＲｏｍ ａ ｎＪ ａ ｋｏｂ ｓｏｎａｎｄ

Ｍｏｒｒ ｉ ｓＨ ａ ｌ ｌ 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 ｔａ ｌ ｓ ｏｆ 

Ｌａ ｎｇｕａｇ ｅ
，Ｔｈ ｅＨ ａｇ ｕ ｅ ：Ｍｏｕ ｔｏｎ ，１ ９ ５ ６

，ｐｐ ． ７ ６
－

８ ２ ．

②Ｊ ｏｎａｔｈａｎＣｕ ｌ ｌ ｅ ｒ
，Ｔｈ ｅＰｕ ｒｓｕ ｉ ｔｏｆＳ ｉｇｎ ｓ ：Ｓｅｍ ｉｏ ｔ ｉ ｃ ｓ

，Ｌ ｉ ｔ ｅ ｒａ ｔ ｕ ｒｅ
，Ｄｅｃｏｎ ｓ ｔ ｒｕ ｃ ｔ ｉ ｏｎ

，

Ｉ ｔｈ ａ ｃａ
，ＮＹ ：Ｃｏ ｒｎｅ ｌ ｌ Ｕｎｉｖ ｅ ｒ ｓ ｉ ｔｙＰ ｒｅ ｓ ｓ

，１ ９ ８ １ ，ｐ ． １ ７ ８ ．

③ 王长才 ： 《新
“

底本
”

的 启示与 困惑 《 文艺研究 》 ２ ０ １ ３ 年第 １ １ 期 。

④ 赵毅衡 ： 《 广义叙述学 》 ， 四 川大学 出版社 ２ 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１ ３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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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每个述本有 自 己的底本 ，底本和述本互为存在的前提 ， 在各

类媒介的符号文本 中 都如此 。 《 悲惨世 界 》分别 被 贝 尔纳 （ Ｒ ａ ｙｍｏｎｄ

Ｂｅ ｒｎａｒｄ ） 、 波列拉夫斯基 （ Ｒ ｉ ｃｈａ ｒｄＢｏ ｌ ｅ ｓ ｌ ａｗ ｓ ｋ ｉ ） 、李塞诺 （ Ｊ ｅａｎ
－Ｐａｕ ｌＬｅ

Ｃｈａｎｏ ｓ ） 、乔 丹 （ Ｇ ｌ ｅｎｎＪ ｏ ｒｄａｎ ） 、 何 森 （ Ｒｏ ｂ ｅ ｒ ｔＨ ｏｓ ｓ ｅ ｉｎ ） 、 奥 古 斯 特

（Ｂ ｉ ｌ ｌ ｅＡ ｕｇｕ ｓ ｔ ） 、霍伯 （ ＴｏｍＨ ｏｏ ｐｅ ｒ ） 在不 同 年代 以不 同 形式进行
“

改

编
”

。 每一部作品 ，无论是 电影 、 舞 台 剧还是音乐 剧 ， 述本所呈现的不

尽然与小说述本完全相同 ， 冉阿让的穿着 、 芳汀 的容貌变化 、沙威的复

杂心态 ， 每一个述本所表现的都是对底本选择后 的结果 ， 可能存在不

同 ， 也可能存在相同 的选择 。

当 然 ，在分析
“

改编
”

叙述时 ，读者 、观众们 （受众 ） 却不免产生这样

的想法 ：哪一版本更尊重原著 ？ 文本应遵循原作品 的叙述 ， 因 而底本

不变 ，述本进行变化 ？ 正如有些评论家也指 出 的那样 ，

“

忠实于
”

的 话

语体系构建了一个
“

非生产性的二元结构
＂

（ ｕｎｐ ｒｏｄｕ ｃ ｔ ｉｖｅｂ ｉｎａ ｒｙ ） ，

？杰

列尼克 （Ｇ ｌ ｅ ｉｍ ｊ ｅ ｌ ｌｅｎ ｉｋ ）便认为 其 中 改编 的 功能基本上是复 制 的 ， 这

种保 真 度 批 评 的 模 式 还 可 以 用 莱 奇 在 讨 论
“

１ ２ 个 谬 论
”

（

■Ｆａ Ｚ ／ａ ｃ ｉｅｓｉｎＣｏｎ ｉｅ ＴＷｐｏｒａｒｊｙ ＴＴｉｅｏｒ
ｊｙ 

） 中 的 复 制 概 念 来 解

释 ， 他虽然并不 纠 结于什 么 是原创 ／原著 的 棘手 问 题 ， 却
“

把改编视

为对原 创 艺 术 作 品 的 不 可 避 免 的 模 糊 的 机 械 性 复 制 （ ｂ ｌ ｕ ｒｒｅｄ

ｍ ｅ ｃｈａｎ ｉ ｃａ ｌｒｅｐ ｒｏｄｕ ｃ ｔ ｉｏｎ ｓ ）

” ？
。 利奇所说的

“ ‘

机械复 制
’

（ ｍ ｅｃｈａｎ ｉ ｃａ ｌ

ｒｅｐ 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ｏｎｓ ） ， 还被称为 电影翻译 （ ｆ ｉ ｌｍ ｉ ｃｔ ｒａｎｓ ｌａ ｔ ｉｏｎ ｓ ）

”？
。 似乎学界

把
“

改编
”

作为翻拍的一种形式 ， 或是将
“

改编
”

理解为和翻拍关联甚大

的复制原著 、翻译原作的形式 ， 对同一文本用
“

衍
”

的方式展开创作和

传播 。

詹姆 逊 在 《 作 为
一 个 哲 学 问 题 的 改 编 》 （ ａ ｓａ

ＪＶｏＷｅｍ ） 中便明确指 出 ：

“

聚焦于改编所造成的二元性
‘

问题
’

。 小说的 电影改编产生 了两个重复的文本 ， 只有一个参考对象

①Ｇ ｌｅｎ ｎ Ｊ ｅ ｌ ｌ ｅｎ ｉ ｋ
，

“

ＴｈｅＴａ ｓｋｏ ｆ ｔ ｈｅＡｄ ａ ｐ ｔ ａ ｔ ｉｏｎＣ ｒ ｉ ｔ ｉ ｃ

”

，
ｉｎＳｏｍ认 ？Ｒｅｖ ｉＶｉｕ

，

２ ０ １ ５
，Ｖｏ ｌ ． ８０

，Ｎｏ ． ３
－

４ ，Ａｄ ａｐ ｔ ａ ｔ ｉｏｎＳ ｔ ｕｄ ｉ ｅ ｓ
，ｐｐ ． ２ ５ ４ 

－

２ ６ ８ ．

②Ｔｈｏｍａ ｓＬｅ ｉ ｔ ｃｈ
，

Ｍ

１ ２Ｆａ ｌ ｌ ａ ｃ ｉ ｅ ｓ ｉｎＣｏｎ ｔ ｅｍｐｏ ｒａ ｒｙ
Ａｄ ａｐ ｔ ａ ｔ ｉｏｎ Ｔｈ ｅｏ ｒ ｙ

”

，
ｉｎＣｒ ￡“ ｃ ｉ ｓｍ ，

２ ０ ０ ３ ，Ｖｏ ｌ ． ４ ５
，Ｎｏ ． ２

，ｐｐ ． １ ４ ９
－

７ １ ．

③Ｇ ｌ ｅｎｎ Ｊ ｅ ｌ ｌ ｅｎ ｉｋ
，

“

ＴｈｅＴ ａ ｓｋｏｆ ｔ ｈｅＡｄａｐ ｔａ ｔ ｉｏｎＣ ｒ ｉ ｔ ｉ ｃ

”

，
ｉ ｎＡ ｔ／ａ ｎ“ｃ

２ ０ １ ５
，Ｖｏ ｌ ． ８０ ，Ｎｏ ． ３

－

４
，Ａｄａｐ ｔ ａ ｔ ｉｏｎＳ ｔ ｕ ｄ ｉ ｅ ｓ

，ｐｐ ． ２ ５ ４
－

２ ６ ８ ．



论
“

改编
”

：

一

种 拓扑 式叙述 艺 术 ／ ２ ５ ３

（ ａｓ ｉｎｇ ｌ ｅｒｅ ｆｅｒｅｎｔ ） ， 即来源 。

”？对詹姆逊来说 ，

一个参考对象 ， 两个重

复的文本才造成 了
“

忠诚问题
”

。

？ 观众也 自然地被邀请将这两种文本

联系在一起 ， 述本肯定不可能是相 同 的 ， 那 么是否底本真 的 完全相

同呢 ？

其实不然 ， 任何文本的
“

改编
”

， 不仅改编 了述本 ， 也改编 了 底本 ，

由 此改编并非在共用一个底本 。 每个虚构述本各有其底本 ，虚构的底

本与述本 ，是叙述过程同时创造的 。

？ 这也是本文进行分析的基础所

在 。

一般受众关注 的
“

改编
” “

忠 实
”

问题 ， 根本上是从
“

变化
”

中 寻找
“

不变
”

，从被聚合而成的述本中 看到 了 多少的
“

相似
”

（ ｌ ｉｋｅｎｅ ｓ ｓ ） ， 读者

和观众 由此展开各
“

改编
”

文本之间 的 比较 。 如 《 洛丽塔 》于 １ ９ ６ ２ 年被

库布里克 （ Ｓｔ ａｎ ｌｅｙＫ ｕｂｒ ｉ ｃｋ ） 改编 上映 ， 又于 １ ９ ９ ７ 年被导演 阿德里

安 ？ 莱恩改编上映 （ 《
一树梨花压海棠 》 ） 。 观众痴迷于 １ ９ ９ ７ 年版本洛

丽塔躺在草坪上任草坪洒水器的水打湿全身的那一抹
“

犹抱琵琶半遮

面
”

似的吸 引 ， 当然也着实认真讨论书 中 亨 伯特的 自 白 与 两个版本对

此表现有何不同 。 如此 ， 观众也是不 自 觉地将纳博科夫的小说 、
１ ９ ６ ２

年版电影 、
１ ９ ９ ７ 年版电影作为不 同 的述本进行比较和欣赏 。 《时时刻

刻 》改编 自 迈克尔 ？ 康宁 汶 同 名 小说 ， 但它 也 同 时
“

引 用
”

伍尔夫的小

说《达洛维夫人 》 ， 它们既非相 同 的述本 ， 也不共享 同一个底本 。

本雅明分析
“

翻译
”

， 与
“

改编
”

有异 曲 同工之妙 ， 在 《译者的职责 》

（ ＴＶｉ ｅＴａｄｏ／ ｆＡ ｅ７＞ａ ／ｗ ／ａ ？ｏｒ ）这篇 论文 中 他就 曾提到原作和翻译作

品之间有
“

亲缘
”

的关联 ， 这个关联暗含相似 ， 尽管他特别 强调 ，

“

但凡

亲缘关系并不总是通过相似性 （ ｌ ｉｋｅｎｅ ｓ ｓ ）而体现 出来
”

？
，还需要

“

唯有

通过不同语言之间 互补 的表意所形成 的总体方能达到
”？

。 这一
“

亲

①Ｇ ｌ ｅｎｎ Ｊ ｅ ｌ ｌ ｅｎ ｉ ｋ
，

“

Ｔｈ ｅＴａ ｓ ｋｏ ｆ ｔ ｈ ｅＡｄ ａ ｐ ｔ ａ ｔ ｉ ｏｎＣ ｒ ｉ ｔ ｉ ｃ

”

，
ｉ ｎ

２ ０ １ ５
，Ｖｏ ｌ ． ８ ０

，Ｎｏ ． ３
－

４
，Ａｄ ａｐ ｔ ａ ｔ ｉｏｎＳ ｔ ｕｄ ｉ ｅ ｓ

，ｐｐ ． ２ ５ ４
－

２ ６ ８ ．

② Ｉ ｂ ｉｄ ． ．

③ 参见赵毅衡 ： 《 广义叙述学 》 ， 四 川大学出版社 ２ 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１ ３ ６
—

１ ３ ７ 页 。

④Ｗａ ｌ ｔｅｒ Ｂｅｎ
ｊ
ａｍ ｉｎ ，

＂

Ｔｈ ｅ ｔ ａ ｓ ｋｏｆ ｔ ｒａ ｎ ｓ ｌ ａ ｔ ｏ ｒ

Ｍ

， ｉ ｎＭ ａ ｒｃｕ ｓＢｕ ｌ ｌｏｃｋａｎｄＭ ｉ ｃｈａ ｅ ｌＷ ．

Ｊ ｅｎｎ ｉ ｎｇ ｓ （ ｅｄｓ ．

） ，Ｓｅ ｌｅｃ ｔ ｅｄＷｒ ｉ ｔ ｉｎｇ ｓ
，Ｖｏ ｌ ．１

，１ ９ １ ３
－

１ ９ ２ ６
，Ｔｈ ｅＢｅ ｔ ｋｎ ａｐＰ ｒｅ ｓｓｏ ｆＨ ａ ｖａ ｒｄ

Ｕｎｉｖ ｅ ｒｓ ｉ ｔｙＰ ｒｅ ｓ ｓ
，ｐ ． ２ ５ ６ 。 同时参考李茂增 、 苏仲 乐 在 《 写作 与救赎 ： 本雅 明文选 》 （ 增订本 ）

中 的 翻译 。

⑤Ｗａ ｌ ｔ ｅ ｒ Ｂｅｎ
ｊ
ａｍ ｉ ｎ

，
“

Ｔｈｅ ｔａ ｓｋｏ ｆ ｔ ｒａｎ ｓ ｌ ａ ｔｏ ｒ

”

，
ｉ ｎＭ ａ ｒｃｕ ｓＢｕ ｌ ｌｏ ｃｋａｎｄＭ ｉ ｃｈ ａ ｅ ｌＷ ．

Ｊ ｅｎｎ ｉｎｇｓ （
ｅｄ ｓ ．

） ，

■

叹 ｓ
，Ｖｏ ｌ ． １

，
１ ９ １ ３

－

 １ ９ ２ ６
，ｐ ． ２ ５ ７ 。 同 时参考李茂增 、 苏仲乐

在 《 写作与救赎 ： 本雅明文选 》 （增订本 ） 中 的翻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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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

关系就是受众看重的
“

忠实
”

的元素 ， 但并不只是相似的
“

亲缘
”

， 还

融入更多的意义
“

互补
”

。 不同语言形成的 各 自 不同 的翻译底本 ， 正如
“

改编
”

底本 ， 它们具有拓扑共项 ，但又各 自 不同 。

或许换个角度来解释 ， 会更清楚底本述本都被
“

改编
”

这个 问题 。

例如 ，面对原著小说 Ａ ，不 同 的改编者展开不 同 侧重面的
“

改编
”

作品

（ ＢＣＤ ） ，我们可 以将其理解为是对 Ａ 的 元 阐释 ；
ＢＣＤ 相较于原著 而

言 ， 它们俨然 已经具有 了新的叙述元素 ， 因此 ＡＢＣＤ 是不同 的述本 ， 它

们分别有不 同 的底本 Ａ
’

Ｂ
’

Ｃ
’

Ｄ
’

。 巨著 《战争与和平 》便被多次改编 ，

如 ２ ０ 世纪 ６ ０ 年代苏联版电影 ，
１ ９ ５ ６ 年美国版电影 ，

１ ９ ７ ２ 年版英国 拍

摄的 电视连续剧 ，
１ ９ ９ １ 年 ＢＢＣ 拍摄的歌剧 ， ２ ００ ７ 年俄罗 斯 、 意大利 、

法国 、英 国等六 国 联合制作 的连续剧 以及 ２ ０ １ ５ 年 ＢＢＣ 的 第二次改

编 ，这些
“

改编
”

作品被标记上
“

改编 自 《 战争与 和平 》

”

， 并对原著进行

元解释和元叙述 ， 最终形成 各 个不 同 的
“

改编
”

述本和
“

改编
”

底本

（Ａ—Ａ
，

、
Ｂ—Ｂ

，

、 Ｃ—Ｃ
，

、 Ｄ＾Ｄ
，

） 。

二 、 底本的拓扑式像似

“

改编
”

是一种
“

近似的创造
”

的现象或过程 ，

“

改编
”

型作品呈现了

拓扑式像似 的 艺术结构 。 受众确认 了相似 的底本元素 ， 才进而 讨论
“

改编
”

作品 的
“

变化
”

与
“

忠实
”

。 所谓拓 扑 ， 莱布尼茨在 １ ７ 世纪设想

了 几何位置和分析位置 （ ｇｅｏｍ ｅ ｔ ｒ ｉａｓ ｉ ｔ ｕ ｓａｎｄ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ｓ ｉ ｔ ｕ ｓ ） ， 到１ ９世

纪才被 Ｊ ． Ｂ． 利 斯廷 （ Ｊ ｏｈ ａｎｎＢｅｎｅｄ ｉｃ ｔＬ ｉ ｓ ｔ ｉｎｇ ） 正式命 名 为
“

拓扑学
”

（Ｔｏｐｏ ｌｏｇｙ ） ，

？意在讨论几何变化下的不变性 ， 以剖析几何图形连续改

变外形时背后的规律 。
２ ０ 世纪 以后 ， 人们开始研究拓扑变换问题 ， 即

用拓扑学分析图形变化 ，

“

拓扑是指在连续变化 中 保持不变的那些几

何性质 ， 即变换下的共性
”

？
。 如果把几何空 间视为点 的集合 ， 那么拓

扑是賦予非空集合以边界 、 距离 、 极限 、连续等属性的结构 ， 即 拓扑 空

①马列光 ： 《 思想的空 间与原理 》 ， 中 国经济 出版社 ２ 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６ ４ 页 。

② 鲍利斯 ？ 贝尔 曼 ： 《钢琴 大师教学笔 记 》 ， 汤蓓华译 ， 上海音 乐 学 院 出 版 社 ２ ０ １ ２ 年

版 ， 第 １ ６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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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是特定结构的集合 。

？“

拓扑结构相似性约束
” ？

， 是指不 同 图形之

间呈现几何形状相似的特征 。 例如 ， 在不破坏空 间结构 的前提下 ， 从

连续变化的角度来看 ，多面体的表面可以成为 曲边的球面 （ 四边形 、六

边形等 ）或轮胎面 。 简单而言 ，可以设想这个连续变化的过程 ：甜甜圈

与挖空的水杯 ， 甚至与建筑 （成都 ＳＫＰ
“

生机之塔
”

景观水柱 ） 的拓扑形

似 ，这源于两者几何形状即特定结构的相似 。

实际上 ，拓扑很早就与哲学展开结合 ， 哲学拓扑学本就更侧重于

分析哲学家
“

思维中 的构成过程
”

，

“

特别是通过揭示哲学思想在形成

和加工过程中 的 内在逻辑 ， 以解释哲学思想在特定哲学家思维中 的 内

在延续
”

。

？ 如同剖析几何图形的 内 在特征 、哲学发展 的 内在规律 ， 探

究
“

改编
”

系列之间 的 内在规律 ， 拓扑展示 了其科学的光芒 。 赵毅衡在

分析艺术的拓扑像似时 ， 将拓扑像似分为 四种情况 ，

“

变形拓扑像似 ，

即艺术形象是事物形象的变形 ； 艺术家 与观者心 中 的形象整理造成心

理拓扑补缺 ， 为艺术提供 了 创造空 间 ； 拓扑连接 ， 即艺术文本内部各种

因 素之 间 的呼应 ， 构成意义整体 ； 发生在文本之 间 的拓扑延续形成文

本集群
” ？

。 而他更明确指出 ，

“

文本之间 （而不是文本 内 部 ） 的拓扑像

似 ，也发生 在 派 生 文 本 中 ， 拓 扑 连 续 性从 一 层 文 本转 入 另
一 层 文

本… …从小说改编戏剧 、从戏剧改编 电影的过程 中 ，某些元素消失 ， 但

保持 了 拓扑共相
” ？

。 其 中 ，典型的文本集群之间就是
“

改编
”

述本与底

本之间 了 。 不论像似的程度 为何 ， 不论有多少不 同或相 同 的项 ， 各个

述本的底本之间一定有拓扑像似的共项存在 。

在人类学 、 民俗学 、 社会学等研究领域 中 ，研究者们不断揭示灰姑

娘型故事传承动 力 的 内 在文化 因 素 ， 并将其作 为基本的故事叙述结

构 ， 既总结不 同 文化 背景下 的 灰姑娘叙述类型 ， 也整理其程式化特

征 。

？ 面对这种模式化的结构 ， 我们并不 陌生 ， 普 罗 普早在 《 民 间故事

形态学 》中整理 出 科学的故事类型结构 。 但正如前文所说 ， 每个述本

①任也韵 ： 《 艺术学视野下
“

影视音乐
”

创作的拓扑理论 ： 艺苑 》 ２ ０ １ ３ 年 第 １ 期 。

② 汪荣 、贵丁凯 、杨娟 、薛 丽霞 、 张清杨 ： 《 三 角 形 约 束 下 的 词 袋模型 图 像 分 类方 法 ＞ ，

（软件学报 ＞ ２ ０ １ ７ 年第 ７ 期 。

③Ｙ ｉ
Ｊ ｉａｎｇ ，

“

Ｐｈ ｉ ｌｏ ｓｏｐｈ ｉ ｃａ ｌ Ｔｏ ｐｏ ｌｏｇｙ

”

，
ｉｎＰｒｏ ｃ

■

州ｉ ｉ ｎ ｇ ｓ〇／ 
Ｍ ｅＸＸＨＷ ｏ ｒＷ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Ｐｈ ｉ ｌｏ ｓｏｐｈｙ ，２００ ８

，Ｎｏ ． １ ５
，ｐ ｐ ． ５ ９

－

７ ４ ．

④ 赵毅衡 ： 《艺术的拓扑像似性 》 ， 《文艺研究 》 ２ ０２ １ 年 第 ２ 期 。

⑤ 同上 。

⑥ 参见高艳芳 ： 《灰姑娘型故事 的叙述结构探讨 》 ＊ （ 湖北社会科学 ＞ ２０ １ ９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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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不同 的底本 ，我们在
“

改编
”

的述本 阅读之 中 ， 关注到 了相似的情

节概括或是不 同 述本 间存在的
一些相似点 ， 更应明确的是 ， 带给述本

相似情节提要感觉的是底本提供了相似和不相似的备选项 ，底本同样

经历 了
“

改编
”

， 它们各 自 是完整的文本 。

再如 ，读者 、观众常将 《情书 》和 《挪威的森林 》两者加 以 比较 。 也

有不少影迷 、影评者提到 ， 《情书 》的小说作者 、 电影创作者岩井俊二在

早期私人访谈纪录片 中 曾 坦言 ， 《 情书 》 中 人物 、 场景等很多设置都参

考 了 《挪威的森林 》 中 的人物特征 、 场景描 写 等 。 甚至提到他受 《挪威

的森林 》的启发 ，通过
“

往来信件
”

把博子和阿树联系起来 ，联想人物博

子的状态 ， 并 由 此将 自 己的影片命名 为 《 情书 》 Ｌｅ？ｅｒ ） 。 在上海

电影节 ，作为亚洲新人奖评委会主席的岩井俊二也在专访中表示 ：

“

我

在做 《情书 》之前看 了 《挪威的森林 》 ， 然后就被他的作品所吸 引 ， 对我

做青春题材的 电影非常有 帮助 。

” ？然而 ， 即使 《情书 》与 《 挪威 的森林 》

共享 了 人物命运 、文化记忆 、部分的故事情节 ， 观众仍不禁认为 ， 它不

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 。 两者并不共享一个底本 ， 但两底本确实共享一

部分相似 内容 。 正如赵毅衡所说 ：

各 种 灰 姑 娘 故 事 不 享 有 共 同 底 本 ， 它 们 只 共 享 底 本 中 某 些 部

分 ： 它 们 的 底本之 间 ， 有 一 定 的 可 选 元 素 是 相 同 的 ， 那 就 是让 民 俗

学 家把 它 们 都 称 为
“

灰 姑 娘 故 事
”

的 成 分 。 不 管 这 种 成 分 如 何 稀

薄 ， 依然存 在 ， 而 且使 得 一 千 个灰 姑 娘 民 间 故 事 不 同 于 其 他 无 数

万个 故 事 ， 因 为 它 们 的 底 本 材 料 库 之 间 （ 而 不 是 述 本 之 间 ） 部 分

重 叠 。

？

继而 ，人们注意到 了 不变的规律 （类似几何图形变化下不变的连

续属性 ） ， 即底本之间 的拓扑共项 。 既然底本是受众构建出来的 ， 那么

通过
“

改编
”

而来的述本 ， 其底本天然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 而这种相

似性并非完全相似或完全相 同 ， 而是具有拓扑共项 。 底本具有拓扑共

项的特征 （任何改编本 ， 只能说与原作共享底本 中许多 因 素 ， 它们的底

①張瑶 ：

「 時代 ｔ 記憶ｗ 間一村上 春樹 丨 ｙ 爪 々 工 ＜ｗ 森 ｉ 、 岩 井俊 二 丨 亏 夕
一

ｊ

安妮宝 貝 丨 蓮花 Ｊ 奁 中 心 １Ｃ 」 ，

「東京 大学 中 国語 中 国 文学研究室紀要 Ｊ第 １ ９ 号 。

② 赵毅衡 ： 《 广义叙述学 》 ， 四 川大学 出版社 ２ 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１ ３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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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材料库有重合的部分 ） 。

笔者建议可将底本 中 拓 扑 共项 较 多 时 的
“

改编
”

称 为 同 项 改 编

（ ｈｏｍｏ
－

ａｄａ ｐ ｔａｔ ｉｏｎ ） ， 此类
“

改编
”

更重视
“

忠实
”

； 底本 中 拓扑共项少时

的
“

改编
”

称为异项改编 （ ｄ ｉ ｆ ｆｅ ｒ
－

ａｄａｐ ｔａ ｔ ｉｏｎ ） ， 此类
“

改编
”

则更注重
“

变

化
”

。 拓扑共项的多 ／少影响受众评判
“

忠实
”

的程度和接收效果 ， 但两

者之间亦不是绝对的正比例 。 同项改编如李少红执导 的 《红楼梦 》将

曹雪芹书中 的描写语句 当 作 电视剧旁 白 ， 用 以描述情节发展 ， 而人物

语言更是不 曾 改动 ， 由 此 宣称
“

完全 忠 实 于原著
”

， 但实 际却是质疑

声不绝于耳 。 异项改编 的 ８ ７ 版 《 红楼梦 》在 语言上做 了 更多 的辅助

性说明 ， 如剧 中 宝玉竟然还需要给 黛玉解释
“

银样锻枪头
”

， 这实 际

是对观众的解说 ； 而在
“

晴雯之死
”

后 几集里 的 内 容 ， 也并未完全按

照后四十 回 的 内 容进行 拍 摄 ， 反 倒 聚 集 红 学 家 进行 了 大 刀 阔 斧 的
“

改编
”

， 其 中探春远嫁之前 叫赵姨娘的那一声
“

娘
”
一直被评为最佳改

编部分 。

同样 ， ＨＢＯ 根据游戏改编的 电视剧 《最后生还者 Ｋ异项改编 ） ， 打

破游戏改编影视的 口 碑危机 ， 不 同于顽皮狗的 另一游戏系列 《 神秘海

域 》的改编 （ 同项改编 ） ，还原游戏中
“

主角搭档破解谜团 、打倒敌人 、寻

找宝藏
”

的故事框架 ， 《 最后生还者 》则更突 出 主角 的 成长和 角色 间关

系的变化 ，

？在
“

改编
”

的外衣下重诉人生经历 。 根据华裔作家姜特德

（Ｔ ｅｄＣｈ ｉａｎｇ ） 的科幻小说 《 你一 生 的故事 》改编 的 电影 《 降临 》 （丹尼

斯 ？ 维伦纽瓦执导 ） ， 外星人在 ，

“

视镜
”

亦在 。 即 使是大 刀 阔 斧 的变

动 ， 与小说对
“

七肢桶
”

描写 的不 同 、增加 的国际冲突 副线等 ，并没有因

为其较大的变形而使其黯然失色 ， 相反在惊悚 、科幻方面获得 了 受众
“

超出预期
”

的震撼 。

？ 至少在对底本的聚合之 中 ， 底本的共项被选入

了述本 ，被叙述 、被表现 、被阐释 。 原著 （原创 ） 和
“

改编
”

文本之间 当 然

有关联 ，他们之间重叠部分的多少 ， 恰恰使观众注意到像似之关联 ，进

入观众接受和不接受的考量范围 ， 但不是评判
“

改编
”

作品优劣的绝对

条件 。

“

改编
”

的两种类型 ， 只是在一定程度上 明 确 了 拓 扑共项 多 少 与

①参见梦泽 ： 《 〈最后 生还者 ＞ 改 编 剧 的成 功 ， 是 因 为做对 了 哪 些 事 》 ， ｈ ｔ ｔ Ｐ ｓ
： ／ ／Ｗｗｗ．

ｉ ｔｈｏｍｅ ． ｃｏｍ／０ ／６ ７ ４ ／ ８ ９ ３ ． ｈ ｔｍ ，２ ０ ２ ３ 年 ２月２ １日 。

② 参见高小 山 ： 《 〈 降临不忠实原著也能拍 出好 电影 》 ， 《新京报 》 ２ ０ １ ７ 年 １ 月 ２ ３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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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实
”

的关联 ， 但绝对的 同项 改编并非标准 的 或常见 的
“

改编
”

形式 ，

创作主体或多或少会融入 自 身感受和体验 ， 加入更多带有个体特征的

东西 。 如 《漫长的季节 》与影视原著 《凛冬之刃 》仍存在较大差异 ， 乍看
“

改编
”

遵循 了较多的悬疑线索 ， 两底本之 间共享较多元素 ， 但 《漫长的

季节 》却更多书写导演辛爽对父亲及东北热土的记忆 。 异项改编较为

常见 ，且其中又有更细致的共项多少 的规模讨论 ， 这关系 到
“

忠实
”

程

度的 问题 。 本文更建议 以每部
“

改编
”

述本独存艺术价值的立场来看

待底本拓扑共项的变化 。

不妨借鉴斯塔姆 （ Ｒｏ ｂ ｅ ｒ ｔＳ ｔａｍ ） 的 观点 ， 他认为没有任何资料来

源是真正原创 的 ：

“

改编在某种意义上体现 了 所有艺术作品 的真实情

况——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
‘

衍生
’

。

” ？另
一位改编研究专 家也认

为 ：

“

每一个文本 ， 无论古代和圣徒多 么神圣 ， 都是 中 间有无数早期文

本的痕迹 ，没有它们 ， 它既不能被创作也不能被理解 。

”
？它们必然有其

拓扑像似的部分 ， 既保持着
“

衍生
”

的态势 ， 又推动着共项边界之外多

样的艺术形式变化 ， 由此不断推进着文化的创新 。 如与 《西游记 》的底

本仍 旧共享西天取经 、师徒四人同行 、偶遇大魔王等共项元素的 《大话

西游之大圣娶亲 》 ，大获成功的基础并不全依赖原著 ， 而恰恰是那部分
“

新元素
”

得到好评 《 当 然 ， 有时可能也会备受争议 。

最常见的是歌曲改编 ， 歌 曲 的语言 、歌词 、编 曲 ， 总是被大 刀 阔 斧

地改编 ， 尤其是在综艺 舞 台 上的歌曲表演 ， 每次随着对歌曲 的演泽都

会形成一个新的文本 。
２ 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 ， 日 本歌曲在港 台 地区 的

“

改编
”

不胜枚举 ， 《风继续吹 》 《千千 阙歌 》 《 后来 》等歌 曲和 《 ￥ 上 女 ６

（７） 向 二 ３ 側 》《 夕 焼 歌 》 《 未来？ 》的底本共享部分拓扑共项 。 魔幻

童话题材更是典型 ， 不仅被改编成动画 电影 、真人电影 ，甚至被导演大

动干戈地改编成暗黑童话 。 格林童话 《糖果屋 》的暗黑改编版本 ，将善

恶反转成就 《是谁杀 了 小豆阿姨 》 ； 导演桑德斯 （ Ｒｕｐｅｒ ｔＳａｎｄｅ ｒｓ ）在采

访中也表示 ， 《 白 雪公主 与猎人 》并不想重复童话故事 中 的情节 ， 在情

①Ｒｏｂ ｅ ｒ ｔＳ ｔ ａｍ
，

＂

Ｉ ｎ ｔ ｒ ｏｄｕ ｃ ｔ ｉ ｏｎ ：ＴｈｅＴｈｅｏ ｒｙａｎｄＰ ｒａ ｃ ｔ ｉ ｃｅｏ ｆＡｄａ ｐｔ ａ ｔ ｉｏｎ
＾

， ｉｎＲｏｂ ｅ ｒ ｔ

ＳｔａｍａｎｄＡｌｅ ｓｓａｎｄ ｒａＲａ ｅｎｇｏ（ ｅｄ ｓ ．

） ，Ｌ ｉ ｔｅ ｒａ ｔ ｕ ｒｅａ ｎｄＦ ｉ ｌｍ ：ＡＧｕ ｉｄｅ ｔｏ ｔｈ ｅＴｈ ｅｏｒｙａｎｄ

Ｐｒａ ｃ ｔ ｉｃｅｏｆ
Ｆ ｉ ｌｍＡｄａｐ ｔ ａ ｔ ｉｏｎ  ｔＭＡ ：Ｂｌａ ｃｋｗｅ ｌ ｌ ，２ ００ ５

，ｐ ． ４ ５ ．

②Ｔｈｏｍａ ｓＬ ｅ ｉ ｔ ｃｈ
，

＂

ＴｏＡｄａ ｐ ｔｏ ｒＴｏＡ ｄａ ｐ ｔＴｏ ？Ｃｏｎ ｓ ｅｑｕｅｎ ｃｅ ｓｏ ｆＡ ｐｐｒｏａ ｃｈ ｉｎｇＦ ｉ ｌｍ

Ａｄ ａｐ ｔａ ｔ ｉｏｎＩｎ ｔ ｒａｎ ｓ ｉ ｔ ｉ ｖ ｅ ｌｙ

Ｍ

， Ｉ ｎ Ｓ ｔ ｕｄ ｉａＦ ｉ ｌｍ ｏｚｎａ ｔｖｃｚｅ
，２ ０ ０ ９

，Ｎｏ ． ３ ０ ，ｐｐ ． ９ １
－

１ ０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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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主题 、人物等各方面 ，甚至与原故事文本大相径庭 。

？ 同样大胆的
“

改编
”

创作还有 《魔法黑森林 》 《 潘神的迷宫 》 《 胡桃夹子和 四个王国 》

《佩小姐的奇幻城堡 》等 。 暗黑式
“

改编
”

没有被拒绝或反对 ， 恰恰表明

受众的
“

新需要
”

，如反派也可能是亦正亦邪 ， 比如 《沉睡魔咒 》
； 善 良有

时隐埋着小恶 ，如 《狼之一族 》 《贪吃树 》 。

三 、 意向性综合下的述本
“

变形
”

所有
“

改编
”

述本的存在都离不开意 向性综合 ， 既包括创作主体的
“

变动
”

意向 ， 也包括受众期待的
“

忠实
”

意 向 ， 还包括不 同 文化群 的能

动性和意向性 。 正在这个极限拉扯的变动 与 忠实 、信任与打破信任的

悖论之 中 ，述本展开 了 各种各样的变形 。 本文所讨论的意 向性综合既

强调作为
“

符号文本表意 中 的 品格
”

的
“

文本意 向性
”

，

？ “

改编
”

也更注

重
“

说者与接收者之间 的一种意 向性交流
”

。

？ 而
“

改编
”

述本的
“

变形
”

则受到综合意 向 性的影响 ， 即
一是 创作意 向 和展 出 者二度意 向 的合

一

， 二是创作者意识和接受者解释判断意 向 的综合 ， 最终一起作用于
“

变形
”

的述本表意 。

（

一

） 拓扑结构下述本的有限 自 由

在有限的
“

变形
”

程度 内 ， 意 向性综合有效保持述本的 自 由 ， 以及

主体创作意识的 自 由 。 创作主体的意识是 自 由 的 ， 创作主体在一定兴

趣的推动下进行 自 由 的
“

改编
”

， 创造 了不少异项改编 ， 如毁誉参半的

Ｎｅ ｔ ｆ ｌ ｉｘ 改编作品 《猴王传奇 》ｍ ｅＪＶｅｗＬ似油 〇／ 
Ｍｏ— ） 、 《美猴

王 》 （Ｍ〇？＾
：ｙ
Ｋｈｇ ） 。 萨特对作家与作品 的关系做 出 考察时 ， 便提到 ，

“

作者根据 自 己对客观世 界的 认识对其进行主观重塑 ， 同时将 自 己 的

知识 、意志 、情绪等一并浇铸到作品 中 ， 赋予作品 以生命的张力 ， 作品

①对导演的采访视频 ， 参 见Ｅｍｐ ｉ ｒｅＭａｇａ ｚ ｉ ｎ ｅ
，

“

Ｋａｐｅ ｒｆＳａ ｎｄｅｒｓ／ ｙ ｉｋｒｖ ｉ ｅ Ｔ／ ；
—

Ｓｎｏｗ

Ｗｈ ｉｔｅ ＡｎｄＴｈ ｅＨｕｎ ｔ ｓｍａ ｎ
＇ ＂

，ａ ｃ ｃ ｅ ｓ ｓｅｄＭａ ｙ 
３ ０

，
２ ０ １ ２ ，ｈ ｔ ｔｐ ｓ ：／ ／ｗｗｗ ．

ｙｏｕ ｔ ｕ ｂ ｅ ， ｃｏｍ ／ｗａ ｔｃｈ ？ ｖ

＝
ｉ ｐｖ ｉ ３ ａ８〇３ ｊＹ ．

② 赵毅衡 ： 《文本意向性 ：叙述文本的基本模式 》 ， 《 文艺争鸣 》 ２ ０ １ ４ 年第 ５ 期 。

③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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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获得
‘

人 的 实在
’ ”

，

？ 即 在作 品 中 还融入 了 自 己 的主体性 思考 。

“

改编
”

作品的创作者有意展 出又
一述本 ， 既包含原初创作的意 向性 ，

也包括
“

二度意 向性
”

，

＠使其在
“

改编
”

聚合系列之 中 占 有
一

席之地 ，对

作品
“

定位
”

。

在进行创作的时候 ， 创作主 体 的意识必然是在 构建新的 文本 ， 面

对新的事物 ， 它所要做的就是把 自 己面对的述本对象把握或构建为一

个整体 、

一个完整 的故事世 界 。 此时 的意识脱 离于原著述本 ， 有 点类

似萨特对意识 自 由 （ ｌ ｉ ｂ ｅ ｒ ｔ ６ ） 认识的意味 ，想象意识从 自 身抽离 ，并与外

在世界保持距离 。

“

意识总是 自 由 的
”

， 且是
“

超验性 自 由 的
”

。

？ 但这

里的脱离不是与 实在世界 、现实相对而 言的 ， 而是和其他先文本所呈

现的符号世界 、故事世 界相对而言的 ， 重新把握一个作为整体的故事

世界 。

“

艺术作品要把握的不只是那有限的 、 具体的对象 ， 它还有更为

深远的 目标 ， 即要把握作为整体的意义世界 。

”
？ “

改编
”

文本的创作同

各个述本创作一样 ， 创作主体和故事叙述都保持一定的 自 由 ， 在底本

提供的若干备选元素中进行筛选 。

然而 ，拓扑像似的底本结构 ， 表明 了底本之间 的相 似程度可能会

影响述本与述本的距 离 ， 进而影响
“

改编
”

的述本的可靠性 ，

“

Ｘ 改编

Ｙ
”

／

“

Ｘａｄａｐ ｔ ｓＹ
”

这一格式便确保改编 的边界 ／变形的程度在有限性

之内进行 ？
，

“

改编
”

是在拓扑像似的轴线上保持近似 。 因此 ， 即使作品

之间重复元素微乎其微 ，仍然是
“

改编
”

。

创作意 向面临着述本
“

改编
”

的有限的 自 由 。 其一 ，改编
“

述本
”

与

其他述本 （原著 、其他
“

改编
”

述本 ） 互 为观照对象 ， 底本与底本之间保

持共项结构 。 电影改编理论的经典讨论也总是围绕于
“

忠实
”

， 观众在

观看经典作品时要求更高的忠实度 ， 例如莎士比亚戏剧 的改编 。 在面

对经典名著时 ， 底本之 间 的拓扑共项尤其成为评判参照标准 ， 如狄更

（Ｄ 季水河 、江源 ： 《 文学主客体关 系 重审 ： 马克思艺术 生产论对萨 特文论 的影响 》 ， 《 湘

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２ ０ ２ ２ 年第 ４ 期 。

② 赵毅衡 ： 《 论文学艺术的
“

文本意 向 性
”

》 ， 《 四 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２ ０ ２ ０ 年

第 ４ 期 。

③ 让 －ｆｔ罗 ？ 萨特 ： 《想象心理学 》 ，褚朔维译 ， 光明 日 报 出版社 １ ９ ８ ８ 年版 ， 第 ２ ８ １ 页 ，

④ 王小林 ： 《 论萨特的存在主 义艺术理论——存在 主 义诗学之二 》 ， 《华 中理工大学学

报 （社会科学版 ） 》 １ ９ ９ ８ 年第 ２ 期 。

⑤Ｔｈｏｍ ａ ｓＬ ｅ ｉ ｔ ｃ ｈ
，

Ｈ

ＴｏＡｄａｐ ｔｏ ｒＴｏＡｄａ ｐ ｔＴｏ ？Ｃｏｎｓ ｅｑｕ ｅｎ ｃ ｅ ｓｏｆＡ ｐ ｐ ｒｏ ａ ｃｈ ｉｎｇＦ ｉ ｌｍ

Ａｄａｐ ｔ ａ ｔ ｉｏｎ Ｉｎ ｔ ｒ ａｎ ｓ ｉ ｔ ｉ ｖ ｅ ｌｙ

Ｍ

， ｉｎＳ ｔ ｕｄ ｉａＦ ｉ ｌｍ ｏｚ ｎａｗｃｚｅ
，２ ０ ０ ９

，Ｎｏ ． ３ ０ ，ｐｐ ． ９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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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改 编
”

：

一

种 拓 扑 式叙述 艺 术 ／ ２ ６

＇

：

斯的众多改编作品 。 在备受欢迎的奇幻小说改编 中 ， 创作者也总是无

所不用其极地去保证
“
一致度

”

， 利 用新的 电子技术 ， 依赖更新的动画

技术和特效 ， 其根源便在于满足受众在 阅读奇幻小说时 留 下的想象 ，

在此 ，底本的拓扑像似结构 同样在一定程度限制着
“

改编＇ 拓扑共项

作为底本之 间近似的 内 容 ， 深刻影响着述本的相通性和互文性关联 。

它们构成 了 实际的实在世界聚合系列 的 重要部分 ，且构成 了读者 、 观

众 （受众 ）认识原著的重要渠道 。 述本的有限 自 由 即是被限定在这看

似无限实则存在规范的情形之 中 。 在这系列 的 同一类
“

改编
”

述本之

中 ，每一个文本找到 自 身 ，倾向于使 自 身获得一定的文化地位 ， 以争取

阅读和受众认识中的认同感 ，这影响着述本的进步程度和可接受度 。

其二 ，

“

有限
”

并不只受拓扑共项影响 ， 还暗示
“

改编
”

述本需要读

者情感近似的体验 ，吸 引 着人们对
“

改编
”

可靠性的关注 ， 由 此也圈定

着创作时有限的 自 由 。 人们对
“

改编
”

述本 的关注 ，

一如对意象 的关

注 ， 总是依赖对象 （其他
“

改编
”

版本 、小说等 ） ， 而恰恰是读者寻找的所

谓小说原著 、具体对象 ，

“

却是通过 了一种情感近似物
”

。

？ 它要求各述

本之 间在存在差异 的基础上有像似 的线索 ， 无论线索是清晰还是模

糊 ， 而线索之下就暗藏着各底本之间应 当 有的拓扑共项 。

“

改编
”

文本的意图产生时 ， 会关注到 受众所注意的不只是
“

改编
”

的述本本身 ，还是
“

改编
”

述本之间 有多少相关联的 内 容 ， 受众在新的
“

改编
”

述本中是否读到 了之前述本所提供的那种感觉 。

“

改编并不一

定是寄生的 。 相反 ，它是讲故事的想象力 的基本运作 。 对于我们这些

观众来说 ，观看改编 电影的真正乐趣之
一在于认识和记忆 。

”？读者通

过阅读 ，观者通过观看 ， 想要再度体验与之前 阅读 （玩游戏 ／观看 ）等相

似的体验 。

当然 ，

“

改编
”

述本在有限的变形里 ， 可 以从底本中选择新的 内 容

来呈现 ， 如小说《奥兰多 》的 电影改编 ， 更加突 出 了奥兰多不 同 身心阶

段下的时空转换 。

“

有些东西保 留下来 ， 有些东西 则 消失 了 ， 这时 ， 保

留下来的东西得到 了新的价值 、新的方面 ， 不过也保持 了 其 同一性 。

”
？

附加 的东西 、新的 内 容即那些超 出 共项边界的变形项 ， 大抵就是和时

①让 －保罗 ？ 萨特 ： 《 想象心理学 》 ，褚朔维译 ， 光明 日 报 出版社 １ ９ ８ ８ 年版 ， 第 １ ８ ３ 页 。

②Ｌ ｉｎｄ ａＨ ｕ ｔ ｃｈ ｅｏｎ
，

“

Ｏｎ ｔ ｈｅＡ ｒ ｔｏｆＡｄ ａｐ ｔ ａ ｔ ｉｏｎ
”

，
ｉｎ ２ ００ ４

，Ｖｏ ｌ ． １ ３ ３
，

Ｎｏ ． ２
，ｐｐ ． １ ０ ８

－

１ １ １ ．

③ 让－保罗 ？ 萨特 ： 《 想象心理学 》 ，褚朔维译 ，光明 日 报出版社 １ ９ ８ ８ 年版 ， 第 ２ ０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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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以及现实世界息息相关的 内 容 。

（二 ） 消弭底本与时代的距离
“

改编
”

述本的最终形成 ， 源于一种想象性认识的叠加 ， 是意 向 的

综合 。 意向性综合 ，受 当 下文化驱使和 自 身理解的推动 ， 包含如上所

分析的创作主体
“

改动
”

的 期待 、展示者对
“

改编
”

作品 的 自 信定位 ； 另

一部分则源于读者对原著影响 力 的 认可和对
“

变形
”

后作 品 的 期待 。

“

改编
”

是否被认可主要依靠的 即是受众的
“

识别
”

和
“

认可
”

。 它们交

融在一起 ，融入进作品之中 ，推动着
“

改编
”

述本的不断发生 ， 聚合系列

的不断壮大 。

一方面 ，

“

改编
”

述本还与受众的意 向性期待息息相关 。 受众的心

理在整个叙述作品之 中 穿梭 ， 并作为导航的精神
“

力量
”

， 在参与虚构

故事时触发这些力量的叙述话语元素 。 对布鲁纳来说 ， 焦点是受众的

活动 ， 而不是文本本身 。

？ 在
“

改编
”

叙述文本这里 ，受众的意 向性期待

尤其重要 ， 他们不仅对入侵文本的构建线索 （如情节 、人物 、对话等 各

种元素 ）进行品评 ，还以
“

忠实
”

与 否 为 由 将聚合系列 的 各述本进行比

较 ， 比较即解读的结果便可能作为评论文本影响核文本的传播和接收

效果 。

在斯塔姆看来 ， 受众的 阅读推动 了 文本的无限生成 （ ｇｅｎｅｒａｔ ｉｏｎ ）和

重组 （ ｒｅｃｏｍｂ ｉｎａ ｔ ｉｏｎ ） 。

“

改编是如 阅读 、重写 、批评 、翻译 、嬗变 、变形 、再

创造 、转音 、复苏 、转形 、实体化 、转模化 、意指 、表演 、对话 、再现 、化 身或

重新强 调 （ Ａｄａｐ ｔ ａ ｔ ｉｏｎａｓｒｅａｄ ｉ ｎｇ ，ｒｅｗ ｒ ｉ ｔ ｉｎｇ ，ｃ ｒ ｉ ｔ ｉｑｕｅ ，ｔ ｒａｎｓ ｌａ ｔ ｉｏｎ
，

ｔｒａｎｓｍｕｔａｔ ｉｏｎ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 ｉｓ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ｖｏｃ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 ｉｏｎ

’

ｔｒａｎｓｆｉｇｕｒａｔ ｉｏｎ
，ａｃｔｕａ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ｍｏｄ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 ｉｇｎｉｆｙｉｎｇ ，ｐｅｒ ｆｏ ｒｍ ａｎｃｅ

，

ｄｉａｌｏｇ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ｎｉｂａｌ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ｒｅｉｎ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 ， 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
，ｏｒｒｅａｃｃｅｎｔｕａｔｉｏｎ ）

Ｍ

，

他指出 ，

“

以
‘

ｔ ｒａ ｉｌ ｓ
’

为前缀的单词强调
‘

改编
’

中带来的变化 ， 而 以
‘

ｒｅ
’

为前缀的单词强调适应的重组功能
”

， 因 而断言
“

就像任何文本都可以

产生无限的 阅读一样 ，任何小说都可 以产生任意数量的改编 阅读 ， 这

些阅读不可避免地是部分的 、个人的 、推测的 、感兴趣的
”

。

？

①叙述构建 中 读 者 的重要性 ， 详 见 Ｊ ｅ ｒｏｍｅＢ ｒｕｎ ｅ ｒ
，

“

Ｔｈ ｅＮａ ｒ ｒａ ｔ ｉ ｖｅＣｏｎ ｓ ｔ ｒｕ ｃ ｔ ｉｏｎｏ ｆ

Ｒｅａ ｌ ｉ ｔ ｙ

＊ ＊

，

＇

ｍＣｒ ｉ ｔ ｉｃａ ｌＩｎｑｕ ｉ ｒｙ ，１ ９ ９ １
，Ｖｏ ｌ ． １ ８

，Ｎｏ ． ｌ
，ｐｐ ． １

－

２ １ ．

②Ｒｏｂ ｅ ｒ ｔＳ ｔ ａｍ
，

“

Ｉｎ ｔ ｒｏｄ ｕ ｃ ｔ ｉｏｎ ：Ｔｈ ｅＴｈ ｅｏ ｒｙａｎｄＰ ｒａ ｃ ｔ ｉ ｃ ｅｏ ｆＡｄａ ｐ ｔａ ｔ ｉｏｎ
”

，
ｉｎＲｏｂ ｅ ｒ ｔ

ＳｔａｍａｎｄＡ ｌ ｅ ｓ ｓａｎｄ ｒａＲａ ｅｎｇｏ  （
ｅｄ ｓ ．

） ，Ｌ ｉ ｔ ｅ ｒａ ｔｕｒｅａｎｄＦ ｉ ｌｍ ：ＡＧｕ ｉｄｅ ｔ ｏ ｔｈ ｅＴｈ ｅｏｒｙａ ｎｄ

Ｐｒａ ｃ ｔ ｉ ｃ ｅ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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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奇 （ Ｔｈｏｍ ａ ｓＬｅ ｉ ｔ ｃｈ ） 却进一步强调 ，斯塔姆
“

没有充分考虑到所

有文本的 不断 变化 。 因 为 即 使是那些 看 起 来最稳定 、 最 规范 的 文

本—— 《伊利亚特 》 《哈姆雷特 Ｍ 包法利夫人 》
——不仅在每一次新 的

改编 中都在变化 ， 而且在每一次新的 阅读中都在变化
”

。

？ 斯塔姆指出

了受众对述本阅读时发起的新一轮的生成 ， 而利奇又看到 受众阅读时

改编不可避免地每次发生变化 。 实际上 ， 体验或述本 已 经发生改变 ，

当前
“

改编
”

述本即使提供 了
“

忠实
”

的错觉 ， 其实是
“

重新发现
”

阅读之

前述本的感觉 ， 读者面对的是共享底本拓扑元素的新的情况 、新的感

觉和新的底本 。

因而 ， 另一方面 ， 文化的意 向性 凸显着人们对 当 时所处的变化着

的时代的记忆 。 不妨关注戴蒙德 （ Ｓｕ ｚａｎｎｅＤ ｉ ａｍｏｎｄ ）在面对对历史真

实事件进行改编的作品时的 见解 ， 他并没有哀叹影片失去 了 忠实度 ，

而是借鉴 了 社会学家 利 维 （ Ｐａ ｔ ｒ ｉ ｃ ｉ ａＬｅａｖｙ ） 在 《 像 似性事件 》 （ Ｉｃｏｎ ｉ ｃ

２ ００ ７ ）
—书中 的观点 （通过 电影而非小说 ）

：

“

电影并不是在讲

述过去的
‘

真相 、 而是呈现出一种与影片产生的时间和地点相关联的

真相 … … （它们 ）作为重新描述集体记忆的一种手段 。

”
？的确 ，

“

改编
”

正是如此不断重述故事 ， 重新构建人类记忆 。 甚至改编也如 同历 史 ，

发生在主体间 的解释之 中 ， 它作用 于生活在 当 下时代的每一个人 ，又

回应着书 中人物 、创作者所存在的每一时代 。 《悲惨世界 》被多次改编

印证 了改编作品 的跨时代 、跨文化 、跨区域 、 跨语言 的成功 ， 小说被改

编的意义已经不止于是否
“

忠实
”

、 存在多少改变 ， 而是对 当 下社会给

予了 怎样的 警钟 ， 对此时 的 人给予 了 怎样 的 力 量 ， 渗入时 代精 神 的

记忆 。

基于此 ，本文认为作者与读者对
“

改编
”

述本的 期待和
“

变形
”

，最

终 旨在消弭底本与时代的距离 ， 以作用于 当 下 。 如 同本雅明对翻译的

思考 ， 翻译作为一块试金石 ，检验着隐含的奥义 ， 似乎能在一定的程度

①ＴｈｏｍａｓＬｅ ｉ ｔｃｈ
，

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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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ｉｎ Ｓｔ ｕｄｉａＦ ｉ ｌｍ ｏｚｎａ ｘｔｆｃｚｅ
，２ ００ ９

，Ｎｏ ． ３ ０
，ｐｐ ． ９ １

－

１ ０ ３ ．

②Ｇｌ ｅｎｎ
Ｊ ｅ ｌ ｌ ｅｎ ｉｋ

，
“

ＴｈｅＴａ ｓｋｏｆ ｔｈｅＡｄ ａｐｔａ ｔ ｉｏｎＣｒｉ ｔ ｉ ｃ

”

，
ｉ ｎＳ ＜ｍＭＡ ｆ ／ａｍ ｉ ｃ

２ ０ １ ５
，Ｖｏ ｌ ． ８０

，Ｎｏ ． ３
－

４
，Ａｄ ａｐｔ ａ ｔ ｉｏｎＳｔ ｕｄ ｉ ｅ ｓ

，ｐｐ ． ２ ５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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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消弭奥义距离显现的距离 。

？ 不 同 的艺术样式也总是相互之间保持

联动 ， 如电影电视就不停在小说 、绘画 、音乐 、 诗歌等形式之间转换 ， 同

样 ，

“

改编
”

也在饱含互文性的同时 ，总是依赖时代相关性增添新的意义 。

所以巴赞在绘画和美术之间的形式借用之间 ，提出一幅画对电影的影响

给银幕带来了
一种

“

新的美学宇宙论
”

（ ｎｅｗａｅｓ ｔ ｈ ｅ ｔ ｉ ｃｃｏｓｍｏ ｌｏｇｙ ）

②
，

“

改

编
”

在 各个艺术样式之 间穿梭 ， 以促进文本间 的联合 、 了 解世 界之变

化 。 舍瓦利耶 （ Ｔ ｒａｃｙ
Ｃｈｅｖａ ｌ ｉ ｅ ｒ ）根据维米尔 （ Ｊ ｏｈａｎｎｅ ｓＶ ｅ ｒｍ ｅｅ ｒ ）创作

《戴珍 珠 耳 环 的 少 女 》 时 的 经 历 而 写 的 传 记 小 说 、 由 韦 伯 （ Ｐｅ ｔｅ ｒ

Ｗ ｅｂｂｅ ｒ ）执导的 电影 《戴珍珠耳环的 少女 》以及维米尔 的画作 《戴珍珠

耳环的少女 》三者之间 的联动 ， 使得每一部述本对观众而 言都是一部

完整的艺术作品 ， 三者在一个聚合系 列之中 ， 用色彩 、声音 、 语言不 同

的形式承载和选择了不同却相似的
“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

。

它们正是通过意 向 性综合体现 的 各
“

改编
”

作品之 间 的 互文性

（ ｉｎ ｔ ｅｒ ｔ ｅｘｔ ｕａ ｌ ｉ ｔ ｙ ） ， 并 作 为 特 定 的 艺 术 作 品 ， 根 据
“

时 代 的 感 性
”

（ ｓｅｎｓ ｉｂ ｉ ｌ ｉ ｔｙｏ ｆｔｈｅｔ ｉｍ ｅ ）改编传统的主题或形式 ， 从而 回应
“

那个时代

的深刻需要
”

。

？ 正如哈钦所强调 的 ， 对于观众而 言 ， 观看改编 电影的

部分真正乐趣在于认可和纪念 。 但同样真实的是 ， 被改编所 引 发的受

虐恐惧的一部分来 自 认知和记忆 。 这是一个让人着迷的
“

悖论
”？

， 纪

念 、个人记忆和 当 下体验的 交融使
“

改编
”

不息 。 最终 ，在意 向性综合

作用 的有限 自 由 下 ，

“

改编
”

保持 了底本拓扑项 同一性 ， 述本增加 了
“

变

形
”

。

述本有限的
“

不同
”

既得益于又受制于底本的
“

同
一

”

， 同时两者相

辅相成 、相互作用 。 新 内 容 、新意义等 同 时也作用于底本或说正是对

底本中选项新的聚合 、 组合构成 了新的表意和新的 阅读 ， 通过述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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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形
”

， 底本更接近述本所呈现的时代 ， 和述本一道满足解释者新的

需求 。

总之 ，

“

改编
”

作为一种拓 扑式叙述艺术 ， 是 当 代艺术发展 中 的 一

个重要现象 。

“

改编
”

在 当 代艺术文化发展 中俨然 已经 占 据不可撼动

的地位 。

“

改编
”

的拓扑并非只是对原著 （原创 ） 的 忠实 、重述和改变 ，

还是对共享底本的拓扑式相似 ，重复的是主要的故事情节 ， 改变的 、增

加的或减少的则是拓扑之外的可弹性变化的 内 容 。 厘清
“

改编
”

叙述

文本的结构 ，是理解
“

改编
”

艺术的重要之举 。

“

改编
”

塑造的不只是不

同 的述本 ，还包括不同 的底本 ，但无论
“

改编
”

述本怎么变化 ， 各底本之

间保持着拓扑像似的文本间关联 。 这一拓扑结构既限制 了 创作意识

的 自 由 ，又分裂为异项改编和同项改编两种不同
“

忠实度
”

的
“

改编
”

现

状 。 作为拓扑叙述艺术 ，

“

改编
”

综合 了创作者 、解释者的意 向 ，激发 了

述本以新的方式不断
“

衍生
”

， 还在一定程度上 消弭着底本与 时代 的

距离 。

从小说 《哈利波特 》 《魔戒 Ｍ教父 》 《权 力 的游戏 》 《三体 》等众多 系

列
“

改编
”

的叙述作品来看 ，

“

改编
”

形成 了一个巨大的聚合轴系列 。 在

这个文化场域之中 ，

“

改编
”

不断发生 ， 于文化发展的象限 内 ， 逐渐扩张

至各种媒介领域 中 。 不仅是小说与小说 、小说与影视 、新闻 与 电影 、 画

作与影视 、报告文学与 电视 ， 还有游戏与影视 、歌剧或戏剧与 电影等之

间的跨媒介改编 ， 甚至 各种 各样的跨媒介新领域 。 动漫和玩偶 、 动画

和游乐 园 、游戏与影视 、 动漫与联名服饰以及各类衍生的 网站 、论坛等

等 ， 各种各样的
“

改编
”

方式正踊 ｊ新着文本的形式 ， 丰富着人们的生活

世界 。 在这一背景之下 ， 对
“

改编
”

型叙述文本的艺术结构分析 ， 显得

更为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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