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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倾城之恋》从小说到影视的改编 ①

毛盼盼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张爱玲的小说有着独特的风格，其中许多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而这种改编会引起许多变化。以《倾城之
恋》为例，它既被改编为电影，又被改编为电视剧，具有代表性。从故事情节的变化、作者导演风格的不同、所处时代背景

的不同这三个方面可以比较出《倾城之恋》从小说到电影再到电视剧的变迁，从这种变迁中又可以看出小说、电影、电视

剧三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呈现故事时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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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玲的小说有不少被改编成电影甚至电视剧，而
所谓改编，就是“把一部文学作品搬上银幕或是把一部电

影重新编纂成文学作品。这意味着这两者之间存在着

‘延迟修复’关系和‘不同的合作’关系”［１］。正是这种

“延迟修复”和“不同的合作”关系，造成了小说与影视在

表现同一内容上的区别，使我们能更好地对其进行研究。

本文仅就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浅谈其从小说到影

视的改编，并通过论述情节、作家导演的风格、时代背景

等的不同来比较《倾城之恋》在小说、电影、电视剧中的

变化。

１　小说：俗世男女的爱情故事
有关《倾城之恋》讲了什么，大概有三种观点：第一种

观点认为是爱情故事。正如张爱玲在小说中所说的：“他

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但他

们连自私也没有迹象可寻。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

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

夫妻。”［２］张爱玲写的这个故事，是以爱情为其主题的，她

想述说的仅仅是两个世俗的男女在动荡年代里的爱情故

事，而“兵荒马乱”，也即战争，只是作为纯粹的故事背景

而存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意图。第二种观点认为

是关于“逃离”的故事。孟悦、戴锦华指出，《倾城之恋》是

一个关于女性“逃遁并且成功的故事”［３］，“白流苏的故事

是一个浸着泪迹的复活———那不是白鸟的飞脱，也不是

女性的复活。而是人／人类将女人之躯逃脱亦复活”［３］。
第三种观点认为小说主要是揭示女性的悲哀。如果从女

性的立场来看，虽然文章主要写的是流苏与柳原之间的

调情，但在其背后，却是流苏对于生存的焦灼和无奈，这

正是女性的悲哀之所在。以上的三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

来概括《倾城之恋》的情节与主题，都有一定的道理。就

笔者对小说的理解来说，比较赞同第一种。

傅雷是较早发现并欣赏张爱玲才华的，他对《倾城之

恋》的评价也十分中肯：“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

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倾城大祸

（给予他们的痛苦实在太少，作者不曾尽量利用对比），不

过替他们收拾了残局；共患难的果实，‘仅仅是一刹那的

彻底的谅解’，仅仅是‘活个十年八年’的念头。笼统的感

慨，不彻底的反省。”［４］他认为这是一个关于调情的故事，

讲的是流苏和范柳原之间欲擒故纵、欲拒还迎的相互试

探、相互调情。所谓倾城，只是一个促使流苏与柳原真正

结合的催化剂而已，作者并没有花多少笔墨写倾城大祸

带给这个动荡时代的人们以人生、心灵上的变化与升华，

其重点放在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上。

苏青对于小说的理解也是以爱情为主的：“流苏是个

好女儿，但她在恋爱市场上却给人家估低了价。……这

是一个懦怯的女儿，给家人逼急了才干出来的一件冒险

的爱情故事。”［５］她将小说概括为“一件冒险的爱情故

事”，这是从流苏在进退两难的情形下，冒险选择跟随范

柳原到香港的角度来说的。

要说最有话语权的，非张爱玲莫属。她在《自己的文

章》中写道：“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

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

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

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６］张爱玲只是想写关于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２５
作者简介：毛盼盼（１９９０－），女，湖南邵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第９期 毛盼盼：论《倾城之恋》从小说到影视的改编

俗世男女的恋爱故事，而非与战争、革命有关，就算涉及

一些战争的场面，那也只是为了交代故事背景而已，也是

为了切合《倾城之恋》的题目。另外，她在《关于＜倾城之
恋＞的老实话》中说道：“当时的心理我还记得很清楚。
除了我所要表现的那苍凉的人生的情义，此外我要人家

要什么有什么；华美的罗曼斯，对白，颜色，诗意，连‘意

识’都给预备下了：（就像要堵住人的嘴）艰苦的环境中应

有的自觉……”［６］只字未提战争，并点明她写作的意图是

“表现那苍凉的人生的情义”，也就是流苏与柳原之间苍

凉的爱情。由此可以看出，张爱玲是想通过《倾城之恋》

来表达爱情的主题。

２　电影：大体相同，小有变化
电影《倾城之恋》较之小说在故事框架、人物关系、情

节发展等方面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讲述的也是“一个‘破

落户’家的离婚女儿，被穷酸兄嫂的冷潮热讽撵出母家，

跟一个饱经世故，狡猾精刮的老留学生谈恋爱。正要陷

在泥淖里时，一件突然震动世界的变故把她救了出来，得

到一个平凡的归宿”［４］的故事。

但总体情节上的相同，不代表没有细节上的小变动。

电影中变化较大的是战争场面的增加、战争气氛的加强：

柳原与流苏在逃难路上遇到打仗、妇孺在防空洞里惶恐

地躲避战争和饭店的男同志们义助警官堆沙包抗敌等。

战争场面的直接呈现，战争氛围的过分渲染，是许鞍华不

够接近原著的地方，也是观众感觉最不能表现张爱玲风

格、没有张爱玲韵味的最大原因。陈耀成就在《＜倾城之
恋＞：许鞍华硬绎记》里批评说“从战乱开始，整部片子就
失掉榫头，加上那些不必要的士兵殉难煽情场面，更令人

尴尬。”［７］估计许鞍华也认为这种加强战争场面的处理并

不成功，她曾在访问中表示自己不应该拍那些枪战场面，

所以后来剪了很多。由此可以看出许鞍华在电影中做出

的变动并没得到大众的认可，而且她自己也认识到了这

种不足。

导演许鞍华被认为是香港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

她最大的风格就是“写实”，其电影改编努力追求最大限

度地接近原著、拍出原著的神韵。但电影改编中不可避

免地注入许鞍华风格，这是由于作家与导演叙事角度的

不同：张爱玲以上海人的眼光来审视和观察香港，她所写

的香港传奇也就有了一种随之而来的疏离感，就像是台

下的观众观赏着台上的戏，再美再好，再惊心动魄，演的

也是别人的生活。可以说这是一个上海人为上海人写的

香港传奇。而许鞍华以一个香港导演的身份拍上海人写

的香港故事，这就经过了两层折射，又多了一层屏障，其

内涵或多或少会发生变化。

“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

代”［８］，虽然所讲的故事内容相差无几，但由于创作者所

处年代不同，作品就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张爱玲写《倾

城之恋》时是隔着两年的时间依自己的感受来回顾香港

的，用她的话来说是对１９４１年的“远东的里维拉”———香
港的“回顾”。所以，张爱玲的重点在于小说里的乱世真

情，而不在香港当时特殊的时代环境。而电影的拍摄是

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年代，许鞍华在《明报》“《倾城之恋》

特辑”里的《谈〈倾城之恋〉》说过：“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之所以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原因之一，是因为它的背景

是四十年代的香港。拍一部以过去的时代做背景的电

影，对任何一个导演来说，都是一种很‘过瘾’的事情，也

可说是一项挑战。”［７］她拍电影的１９８４年是一个特殊时
间———中英政府开始会谈至“联合声明”签署中间的一年

零两个月，当时正值香港历史的转折时刻，其上映时间如

此之巧合，令此片被视为“为中英草签压卷”［７］之作，这很

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种政治隐喻。虽然许鞍华对此一直否

认，但确实让电影《倾城之恋》得到了更大的阐释空间，而

其主题里也就或多或少地加入了政治的因素。

３　电视剧：重新演绎，焕然一新
２．８万字的小说改编成３４集的电视剧，这是一个巨

大的工程，相对于电影来说，其改动的地方要大的多，不

仅情节出新，甚至连其主题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张爱玲笔下那些年代的爱情传奇不是三言两语就能

够道尽的，她留下了足够的空间给读者展开联想。邹静

之抓住了这一点，将短短的故事生发开来，依据小说中的

每一个情节、每一条线索甚至每一句对话，将故事背景、

旁白等幕后的内容都演绎成为台前的具体的东西，使故

事得到无限的延伸和扩充：电视剧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比

小说中的时间倒退了近十年，那时白府家道中落，与暴发

户唐家结了亲，于是，六小姐白流苏开始了与纨绔少爷唐

一元的婚姻生活，不幸的流苏受到家里哥哥嫂嫂的排挤、

唐一元出轨的压迫，不得不在娘家和夫家之间挣扎、抗

争，这俨然是一部精彩的宅门剧。同时，男主人公范柳原

的故事也被重新挖掘、演绎，电视剧根据原著中仅有的一

点线索，丰富了范柳原的生活———出生富贵却因私生子

的身份被迫流落街头，险入黑帮，遭遇刻骨铭心的初恋，

最终拿回属于自己的财产，过上了贵公子的生活。

电视剧中情节变化最显眼的依然是战争。剧中战争

的“影响力”被无限扩大，编导用大量的轰炸爆破以及哀

鸿遍野的场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香港的沦陷，而白流苏

与范柳原在战争中各自惊险的经历使其仿佛成了一部中

国版的《乱世佳人》。而且，剧中还加入了流苏与宝络在

战争期间做志愿者为革命者治病和宝络最终成为革命者

的情节，使得剧中的战争和革命的气氛堪比专门的革命

抗战剧。这显然与张爱玲“战争成就了爱情”的想法

不符。

经过改编之后的电视剧，可以说前半部是宅门剧，后

半部是革命剧，流苏与柳原的爱情被淡化为剧中的一个

元素。因而，主题变得多元化、复杂化，除了爱情，还增加

了家庭斗争与爱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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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静之被称为“金牌编剧”，作为一名极具京味的编

剧，要改编一个上海人为上海人写的“香港传奇”，其效果

可想而知。这首先表现在剧中人物关系的安排上，白家

七小姐宝络在原著中与白流苏并无很深的姐妹感情，甚

至在与范柳原相亲这件事上还存在着嫌隙，而在电视剧

中，两人却成了推心置腹、相互关心的密友。而且，在原

著中宝络只是作为流苏的一个陪衬而存在，而在电视剧

中，宝络的故事贯穿始终，成为剧中一个举足轻重的角

色。这种改变与邹静之的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在邹静之

以往创作的电视剧中，女主角的身边总有一个情似姐妹

的丫鬟，如《铁齿铜牙纪晓岚》里杜小月的贴身丫鬟杏儿，

《康熙微服私访记》里宜妃身边的小桃红等，这几乎已经

成为了邹静之剧本里的一个套路了。尽管与小说中的人

物形象不一致，但邹静之还是在白流苏的身边设计了宝

络这一人物。此外，邹静之在剧中还增加了战争、革命的

情节，使得一部动荡时代中世俗男女的爱情故事就这样

多了一种３０年代左联文艺青年的腔调。
２１世纪是一个商业化的时代，一切商业活动（当然包

括影视剧）都以盈利为目的，而“文学生产规定着文学消

费，文学消费也制约着文学生产”［９］，影视剧要想赚钱，就

必须符合大众的审美。所以，编剧根据情节的变动重新

设定了人物性格并辅以历史大背景，使全剧充满了人情

味和时代感。再加上家庭斗争和爱国革命的因素，还有

大量雄浑壮阔的战争场面，使全剧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和

煽情效果，也更容易吸引观众的眼球。同时，剧中的人物

也具有很强的现代感，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让观众感觉

更亲切。

总而言之，就电视剧《倾城之恋》而言，在很大程度上

是小说的皮儿包着电视剧的馅儿。小说只是电视剧本的

基本框架，电视剧并非原小说的翻版，而是重新演绎。也

就是说，电视剧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完整地传达出

小说的韵味与精髓，而是增加更多的看点以吸引观众的

眼球，以此获得丰厚的利润。

在当今时代，影视改编的现象已非常普遍，但得到大

众认可的却不多，成功的影视改编，不仅要传达出原著的

精髓，表现出原著的韵味，还要符合现代大众的审美品

位，所以，影视改编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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