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散文《我的阿勒泰》改編迷你劇引熱話

「誰是李娟？」出現在今年香港DSE考題的李
娟和她的散文《繁盛》，已經令不少學生

和家長對她有所耳聞，只是對於文章裏描寫的農
村、游牧生活，撲面而來的陌生感還是十分之強
烈。
如今，李娟的散文被改編成電視劇，大眾討論度
大幅上升。「她終究是被大眾看見了。」對李娟的
書迷來說，這種認識多年的寶藏作者終被人識的愉
悅情愫，是掩不住的。

一份「嚮往」造就的情感
散文《我的阿勒泰》由廣東花城出版社出版，14
年間四次再版。跟隨李娟的文字，很多閱讀者通過
她體會到了遙遠的阿勒泰角落裏的一些寂靜、固執
的美好。這些文字裏的情感，似在大珠小珠落玉盤
的叮叮咚咚裏，呈現出邊疆民族和生命的多重顏色

和切切聲響。
也如李娟所說：「我寫下的

故事曾讓無數讀
者嚮往。其

實，最最嚮往的是我自己。」如今，改編影視劇的
播出，又會有一大波對阿勒泰心嚮往之的人陸續前
往、抵達、探尋。
散文如何拍成電視劇？改編難度有幾何？《我的

阿勒泰》導演滕叢叢倒不覺得自己在迎難而上。

散文改編影視劇早有典範
「當時正處新冠疫情期間，一部偏文藝的小眾作

品，在很多投資人和製片人看來，它是不太有利潤
回報的。」滕叢叢透露，後來得到了愛奇藝的投
資，簡單來說《我的阿勒泰》籌拍的故事，恰如它
的英文名「to the wonder」所傳遞的美好信息一
樣。
而該劇製片人齊康表示，它是對於理想主義的嚮

往和對於未知世界的憧憬，不同生命階段的感受，
碰到志同道合的夥伴，便有了表達的可能性。
好的散文，其實本身就是很好的故事。好的土

壤，要有好的感受敘述者，才會有好的故事被人
知。散文改編成影視劇，其實一路都有典範。例
如，張藝謀的《邊城》便是改編自沈從文的散文，
經由張曼玉、梁朝偉的演繹，影片自帶的散文意
境，也為這部經典搭建了氛圍。

讓觀眾看點不一樣的故事
滕叢叢想拍阿勒泰的故

事源於自己對創作的追
求，「廣袤的中國大地有各
式各樣的故事發生，有非常

多精彩的題材可以去開發。」身為一個創作者，如
果總是在講一些老生常談的東西，做一些套路化的
故事生產，這不僅是乏味的，也是應該感到臉紅
的。「時代一直在往前走，有的時候觀眾的思想甚
至會走在創作者前面，這樣我覺得會有一點丟
人。」騰叢叢期待自己的創作，即看世界的角度和
方式，走得比觀眾稍微遠一點。她自認創作的初心
很簡單——如何令觀眾在這個300分鐘的8集劇集
裏，看一點不一樣的故事，這個是電影或者電視劇
創作的意義之所在。
滕叢叢也在李娟的文字裏感受到了阿勒泰生活的

肌理和質感，在她看來，李娟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創
作者，她的獨特在於環視當代文壇可能找不到替代
者，「她看世界的獨特視角、她對生活的感知力，
都非常具有天才質感。」
《我的阿勒泰》上映前，不少書迷、影迷感嘆

「應該是2024年最幸運的劇」、「主創挑選演員的
眼光太好了」。演員馬伊琍、于適、周依然、蔣奇
明近兩年都陸續有好作品出街。如此一來，迷你劇
的全員名咖也自然能引來大面積的關注度。

邊疆女性情懷獲馬伊琍青睞
「我們最開始就沒有做爆款的心態，只希望在

觀眾心裏留下一點不一樣的烙印。」滕叢叢認為，
一部劇集的創作，找到志同道合的人非常重要。比
如邀請馬伊琍來演出，即是考慮到片子的文藝屬性
偏強，期望找一個有國民級影響力的演員來坐鎮。
於是滕叢叢和製片人齊康齊飛去上海見馬伊琍，

獲得了馬伊琍的當場答允，滕叢叢願意把這種運氣
稱為「這是理想主義和理想主義的相遇」。
對馬伊琍來說，作為演員體驗不同的人生是這份
職業帶來的幸福感，但為什麼要選擇「張鳳俠」這
個角色？馬伊琍表示，正因為她遠離塵囂，遠離都
市，自己也帶着對生活或者現下年紀的一些不解去
往阿勒泰。兩個月的拍攝就像和「張鳳俠」在阿勒
泰一起在生活，於是阿勒泰對於馬伊琍，從此不再
止是一本書、一個地名，亦是有一個女性在邊疆角
落裏野蠻扎根的生活選擇。
《我的阿勒泰》此前作為北京國際電影節首部售
票的劇集，吸引了不少影迷。有先睹為快的影迷評
論說，該劇雖為迷你劇，卻有電影的質感。李娟筆
下的小賣部、小鳥牌香煙、賒賬的哈薩克顧客等都
一一還原，清新、明快，質地純粹，原生態地再現
了疆北風物，同時又帶着非常活潑的生機……

當下的電視劇，講好一個故事到底需要多少集？散文改編的
電視劇，是不是可以不用開倍速？「劇集風格紓緩，有一種厚
重精緻的電影感。」是不少提前觀影觀眾的的觀感。
8集迷你劇《我的阿勒泰》被觀眾理解為是當下微短劇的一
次大膽的風格嘗試，也是愛奇藝等平台把脈市場劇集體量製
作的路徑探索。
「加速」發生在當下社會生活中的各個層面。影視的觀
看習慣與生產方式也是如此。
不管是近年「火」出海外的微短劇還是平台端精良製
作的迷你劇，都是網絡劇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的一種延
申，同時是專業生產在大眾影響時代的一種探索。
《我的阿勒泰》製片人齊康認為，文字就像火藥，

蘊含着巨大的能量，彌散在書本裏。如何將其引
燃，如何將能量釋放，或許影視化是一條很好的方
法。
散文創新改編劇集的難度，在齊康看來，每一
個創作者都不是影視的孤勇者，一部劇集的生
產製作其實需要很多的勇氣。包括來自平台端
的創新機制和空間，才能讓很多劇有了開始
的可能。
或許，外界也可以期待《我的阿勒泰》
能為微短劇創作帶來新方向：真正好的

文學作品其實可以成為微短
劇的內容源泉。

劇中有一幕牛舔「劉德華」的場景，是可以給劇集定氣
質的。「這是一部輕喜劇。」對於這個劇情的設計，滕叢
叢忍不住先要讚美製片團隊的努力和用心。關於這個兩秒
鐘的鏡頭，背後的心思和時間也值得好好看見。
「那堆積成山的礦渣。可可托海到了。高大整齊的白楊

樹夾道而生……其中一家看起來最闊氣的店面是賣摩托車
的，店外貼了一張蓋住了整面牆的摩托車廣告的噴繪招
貼，劉德華扳着臉站在那裏，旁邊的一頭牛正在津津有味
地舔着他的臉。」李娟在書裏的這段描寫，滕叢叢很喜
歡。
為了拍這個畫面，團隊花了很長的時間和劉德華團隊協

商肖像授權。「這個片段只在劇裏出現了2秒鐘，但它對
劇的氣質是有作用的。」滕叢叢透露說，協調完劉德華肖
像權，還要協調天馬摩托的廣告權。作為一個非大製作的
劇，花這麼多時間和經歷協調，只為了還原這個真實的廣
告畫面。

編劇、演員、音樂共同配合
2020年，滕叢叢去阿勒泰創作采風。距離2000年左右
李娟寫《我的阿勒泰 》時，20年間的時代發展和信息衝
擊，智能手機和通訊網絡網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這
當然也包括新生一代的游牧民族。兩次采風的素材，加上
李娟書裏的鮮活人物，滕叢叢開始了她的劇本整合工作。
在編劇主線故事，設置情節衝突時，「輕喜劇」的概念越

來越強化。
「這是從李娟的書裏提取出來，她的書就很幽默，雖然
講的是兩個不同的民族，並且語言不相通，但是在文化不
同的前提下，會產生很多認知誤解上的小幽默，還有人和
人之間相處的小幽默。」滕叢叢說，馬伊琍飾演的張鳳俠
和周依然飾演的李文秀兩個角色，都有些天然幽默色彩在
身上。尤其是張鳳俠，她就是一個極度豁達和灑脫的女
人，可以自娛自樂。
「原著的氣質加上演員和角色的化學作用，整體呈現出
來一個輕喜劇的風格。」滕叢叢忍不住分享說，在喜劇元
素的選取上，前三集裏的雞叫、床塌、摔倒，這些聲音都
會比現實或者大家平時看到的影片略誇張一點。包括去割
木耳的濕潤感覺，只是聽聲音，就能感覺到木耳Q彈的質
感。
該劇的作曲高小陽說，電視劇第二集一開始的一段音
樂，在他看來是對於民族元素融於影像或者融於視聽語言
的一種嘗試。「前半部分是典型的電影音樂的旋律，溫暖
的堅定的感覺；主題的後半部分是哈薩克特點的迴旋式的
旋律。」高小陽自認，這部劇完全符合一個新疆人想對別
人說的關於新疆的一切；也完全能夠表達出個人所理解的
新疆人。在他看來，《我的阿勒泰》裏的新疆生活，它不
是來自於豐富的物質生活，而是一種在當下生活中很稀缺
的一種真實。這種微妙的力量，高小陽期待大家能有所體
會。

還原幽默場景打造「輕喜劇」概念

李娟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被拍成電視劇，從最早的路透消

息到電視劇過審，再到入圍第7屆康城電視劇節劇集競賽單元，

以及本月在愛奇藝播出，全網有效播放量突破1000萬。不少書迷

和影迷都在心裏種出一顆好奇的種子：散文拍成電視劇會有哪樣

的氣質？導演滕叢叢改編這部作品的初心其實很簡單：我很喜歡《我

的阿勒泰》。對於作者李娟，滕叢叢則表示，她看世界

的獨特視角和她對生活的感知力，都非常具有

天才質感。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圖：愛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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