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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流失与真实的回归

——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改编的得与失

安 静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目前电影的改编存在许多普遍的“病症”，为了娱乐和市场往往会消解某种精神性的东

西。与此同时，电影也会淡化小说中一些不合理的虚构情节，使之更好地回归真实。《姨妈的

后现代生活》改编的得与失主要表现为“精神的流失”和“真实的回归”这两个方面。但一个真

正的编剧应该以某种方式成功地逃脱剧本和时间的侵袭，努力获得某种永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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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电影的改编存在许多普遍的“病症”，即

小说中原有的某种精神往往会流失。当然，一扇

大门的关闭，同时也意味着另一扇窗户的开启，电

影也会淡化小说中一些不合理的虚构情节，使之

更有现实的基础，能够更好地回归真实。改编时

顾此失彼的问题是在所难免的，因为电影和小说

的特质不同，电影是让观众“观看”和“欣赏”，而

小说则是让读者去“想象”和“品味”。为了电影

整个肌体的生态和延伸，我觉得编剧和导演在改

编电影时应该有所作为，也有所不为，尽力凸现小

说和电影共存的优势。《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改

编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其他电影改编时所遇

到的问题，因此，本文以《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的

改编为例，借助细节从电影和小说不同艺术形式

分析一下“精神的流失”和“真实的回归”。它之

所以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是因为小说和电

影不是在某一阶段擦肩而过，而是需要彼此长久

的凝视。

。《夜宴》对《哈姆雷特》的模拟，《满城尽带黄

金甲》对《雷雨》的仿效，这些“实况”都显示了剧

本创作的枯竭。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更为隐秘

而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作家和导演及编剧之间的

微妙关系。由于电影的受众面和影响远远超过小

说，因此，很多作家在期待着小说的改编。但是导

演潜在的意识里面肯定浸润着大众文化消费的流

行符码，票房作为一种隐含的力量规训着导演的

思路。池莉曾经打过一个这样的比喻，“小说与

影视剧就好比猪和红烧肉的关系，猪是我养的，但

红烧肉不是我烧的。我对自己的小说改编为影视

剧，从来不作任何要求。”⋯也就是说，最终作家、

导演及编剧都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市场。这或许

是目前中国影视改编的尴尬所在，对艺术和灵魂

的坚守面临着严峻而残酷的考验。记得伯格曼曾

说过：“与其说电影像一个故事，不如说它像一种

灵魂的状态，但是它充满了丰富的思想和画面。”

心】这种对灵魂状态的敏锐体察，不仅仅是基于导

演的天赋，还在于一种执着的追寻和不屈的信念。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很缺少这种不为市场，只为灵

魂和艺术而存在的信念。

一、精神的流失

还是从“后现代”说起，最初，它只是一个文

学批评概念，但后来逐渐延伸到其他领域。今天，

几乎没有一个领域未被这一“病毒”感染。尽管

它一直没有统一和固定的定义，但还是有些典型

的特征：“后现代”是一个人们用以看待世界的观

念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是一个告别了整体性、同

一性的时代，也是一个彻底的多元化已成为普遍

的基本观念的历史时期，它的基本经验是完全不

同的知识形态、生活设计、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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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的权利口】。导演许鞍华是这样理解后现代

的，“后现代就是几个不同的年代、风格、文华、思

想潮流在同一环境下并不协调的并立。”也就是

说，很多新的范畴如开放型、多义性、无把握性、可

能性、不可预见性等等，已进入后现代的语言。电

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是根据作家燕燕的同名

小说由李樯改编而来的，因为这个题目所具有的

内在张力让读者对它情有独钟，但问题恰恰就是

从这里开始。“姨妈”这个称谓应该是针对中年

妇女的，而“后现代生活”仿佛属于新新人类的。

显然，燕燕的这种组合令人耳目一新，仿佛看到了

一个时尚而现代的姨妈在众多的人群中脱颖而

出，尽管这种时尚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某些外

在形式。比如，在小说中的叶如棠(姨妈)有着丰

富多彩的生活，减肥、美容、学电脑、跑股市，最典

型的应该是每隔十天或半月就染发，而且所染颜

色往往会令人瞳目结舌。但影片中的染发角色却

换成了水太太，姨妈只是保留了知识分子的自尊

和清高，这种换位也直接导致了某种改编的错位，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没有很好地

演绎出姨妈生活的后现代气息。因为姨妈是一个

说着标准英式英语的退休知识分子，自恃甚高，怕

赶不上时代，总想做些时髦现代的事情。因此，这

些时髦的点缀是不可或缺的，它展示了姨妈内心

的惶恐和渴望。

尽管姨妈的表面生活是很后现代的，但她骨

子里流动的血液是不会改变的。她的纯真和善良

一如既往，在小说中，她对杜小慧全力以赴的帮

助，结果等待她的却是嘲讽和背叛；她对金永花呵

护有加，最后却发现“只为他人做嫁衣”。然而，

关于对姨妈善良的定位，影片中的几个细节很不

理想。比如，姨妈的女儿刘大凡，在小说中，她

(雪娃)的确去过美国，姨妈并不是无中生有，更

不是只为贪图虚荣。再比如，姨妈当年离开东北，

也不是只为自己享受幸福生活，不是因为生活艰

辛而离开他们父女，而是因为当年的吴汉(小说

中姨妈丈夫的名字)曾经很卑鄙地扣下叶如棠和

恋人之间的信件，直接导致了他们的分手。所以，

当叶如棠在得知真相以后，注定无法原谅自己的

丈夫，她离开东北是有自己的苦衷。如果没有这

样的细节作为支撑，就见不出姨妈的性情，观众会

认为她是一个自私的人，仅此而已。一个人精神

上的来龙去脉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茫茫人海中，姨

妈一下子被老潘的唱调所吸引?因为这是她骨子
·50．

里认可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优雅和浪漫的向

往。这一切与一个人的精神气质是休戚相关的，

如果没有背景的铺衬和阐释，姨妈的很多故事只

能飘浮在空中⋯⋯

电影的前半部确实让人开怀大笑，精彩的对

话和超人的演技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

搞笑是有底线的，如果为了搞笑而搞笑，就会让人

觉得矫情。比如，像姨妈这样骨子里优雅清高的

女人，绝对不会在楼梯上用手吃西瓜，为了博取众

人的一笑而不惜损坏了姨妈内在的精神气质。最

让我觉得遗憾的是在游泳池的对话，救生员竟然

说了这样一句话：“阿姨，来例假了，还下水啊!”，

这种没有边界的搞笑就是一种变相的疯狂。当

然，娱乐并没有错，但那种没有节制的笑声是需要

警惕的。其实，小说中的姨妈之所以用毛线给自

己织一件游泳衣，是有一个令人心酸的理由：我要

心疼我自己。“她觉得自己太寂寞了，然而，这样

孤寂的心，怎么是一件游泳衣暖和得过来的?”读

到这里，让人唏嘘不已，而电影的搞笑使之完全变

味，只是让人觉得姨妈好笑。小说让人产生无限

的怜悯和遐想，而电影直接告诉了答案，这就是小

说和电影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表现所在。在《姨

妈的后现代生活》中，小说更注重一种精神性的

力量，氤氲着一种想象的气场；而电影在很大程度

上更关注“此刻”的感受，为了瞬间的笑声曾经忽

略了内心的缘由。所以，该影片的“失”主要是因

为没有把小说的精神魅力很好地呈现出来，让其

精神意义在不经意问消解或流失。

二、真实的回归

导演许鞍华说过：“我是很理解姨妈这个人

的，她是在上海挣扎，就跟从前的香港一样，我们

也是挣扎的。”的确如此。身为”香港新浪潮”的

代表人物，许鞍华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已晋

身香港顶级导演的行列，但三年前的《玉观音》让

她备受煎熬和挣扎。正因如此，我们才看到了她

挣扎之后的闪亮，看到了她反思之后的沉静。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这种贴心贴肺的体谅

与影片《女人四十》有着一脉相承的味道，她对女

人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给与了一如既往的关注。

“璀璨”是姨妈生活的表象，而生活的内核却

是“凄凉”。我觉得电影之所以成功，关键就在于

把握住了姨妈凄凉的一面。作家燕燕想要表达的

就是人老之后的无助，感情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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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贫穷，还有一种害怕被时代淘汰的心态，导演许

鞍华也是感同身受，在这一点上她们达到了一种

契合和共鸣。小说的结尾有这样一句话：“人们

常说，时间在流逝。其实不对，时间是静止的，是

我们在流逝⋯⋯州“。对女人而言，时间更为重

要。岁月的逝水会将女人如花的光阴毫不留情地

席卷走，即使美丽的她再落英缤纷，也终会是“美

人迟暮”的归宿，只剩下“落花流水”的凄凉景象。

然而，女人还是会为爱情心动。尤其是对一个寂

寞的女人来说，很难抵挡潘知常那温暖的微笑和

孩子般的撒娇，当他对叶如棠说她做的排骨的味

道和他妈妈做的一样的时候，继而他失声痛哭，任

何一个女人都会有某种程度上的情不自禁。还有

老潘拿手的甜言蜜语，足以使女人分不清真真假

假，什么“呵护女人是男人的天性”，最有名的论

断应该是“才子佳人论”，俨然老潘把自己比喻为

才子，姨妈就是佳人。记得姨妈听完这段话之后，

就忍不住“起舞弄清影”。当姨妈和老潘换上戏

服之后，两人的一唱一和早已是自我陶醉，沉浸于

癫狂的梦幻世界，但如幻似梦的生活还没有开始

就迅速结束了。转眼问，一切皆空，火焰还未真正

燃起，就迅速变为灰烬。这不是女人的错，因为女

人总是为爱心生梦幻，也为爱所累。小说中的姨

妈在四面楚歌的压力下走向崩溃，甚至于裸体下

楼来埋葬水太太的猫咪。尽管后来，她也到了东

北，但主要是因为女儿的怂恿和利用，女儿把她在

上海的房子以1200元价格出租，只为换取自己的

嫁妆。而电影中的结尾更有说服力，也更有现实

的土壤。赵薇所饰的刘大凡，电影中的她更加生

动，在医院护士眼中，她简直就是一个不孝的女

儿。但她也有难言之隐，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在

成长中所经受的艰辛无须赘言。表面上的刘大凡

不懂体贴，其实，她也在寒冷中为养家糊口而辛苦

赚钱。姨妈的坚强支撑她走过人生中的风风雨

雨，能够面对随地吐刷牙水的丈夫，也能够忍受女

儿和男友的大打出手。当她面对大大的月亮时，

她缓慢而又安然地闭上了眼睛，所有的一切都可

以慢慢接受⋯⋯在浩瀚的人世间，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难以言说的辛酸，包括还未长大就瘸了的宽

宽，从他们伤痕累累的倦容中，我看到了人性的美

好和无奈。 ，’ ．

．电影中前半部的欢快搞笑和后半部的凄凉动

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欣赏电影的过程中，观众感

情的起伏变化和心理的巨大落差使得影片拥有了

一种无形的张力，仿佛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过

程。当年的美丽早已被人生苍茫的一面所遮蔽，

曾经的辉煌也只能成为遥远的记忆。现在的姨

妈，只有平静地在寒冷的街头慢慢咀嚼生活带给

她的所有苦涩和无味，一如那永恒不变的馒头和

咸菜。而身后传来的却是《锁麟囊》的曲调，她或

许听到了，她还被呛了一下，被馒头?还是戏曲?

总之，很快她又归于平静，这才是生活的常态。一

个小细节，却是大手笔，我们从这个苍凉的画面中

深切地体味到了什么是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什么

是始于荣华，终于憔悴。因为人生多的是残缺不

全的伤感，是支离破碎的痛心，少的是花好月圆的

美满，美丽和浮华终将尘埃落定。这种“真实的

回归”打动了观众，而这种打动也与电影的艺术

形式密切相关，因为它展现了一种充满力量的现

实场景，复活了小说对于现实的干预和情感的自

然延续，修正了所谓小说中不合情理的虚构。或

许，这就是《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改编的“得”之所

在，尽管留有遗憾。因为完美总是一个幻影，但在

改编时要注意保留作品内在的神韵，而不是浅尝

辄止，更不能为了娱乐而消解某种精神性的东西。

一个真正的编剧应该以某种方式成功地逃脱剧本

和时间的侵袭，努力获得某种永恒性，而这种永恒

性多是指向灵魂栖息的地方。编剧应该试图寻找

逾越民族和文化屏障的通路，完成一种具有普遍

性经验的言说和呈现，也就是说，看似一个虚构的

片段，却能够完美地融合并彰显出小说和电影两

种不同艺术形式的闪光瞬间，而不是短暂的停留

在某一刻，更不能利令智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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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ulnerable groups of peasants。intellectuals，wolllen，children，the survival of the state of great concern，in the”critical lift．-

tional character”and”reflect on hjsto,y，”the two enlightening literature on the subject，Call be embodied in the Lu Xun the

spirit of the inheritance．

Keywords：Yu Hua；Lu xun；factor；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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