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刺杀小说家》从传统文学作品改编而来，原小说
作者双雪涛是辽宁沈阳人，近年来声名鹊起，作者本人很有
影视化意识。我一直好奇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会是什么样
子，从观影结果来看，它有丰富的解读面向和充分的话语空
间，改编时的呈现令人惊喜，套句流行语，叫“长在了我的审
美点上”。

这些年，由玄幻叙事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有很多，
观众大多是网文IP的粉丝，像我这种传统阅读者早就赶不
上这样的时髦，所以并不是特别关注。不过《刺杀小说家》
是个例外，因为它做到了这一点：故事是架空的，感受却没
被架空。我觉得这就是玄幻故事一种很高级的状态——假
作真时真亦假。

《刺杀小说家》是很不错的改编
是做加法的关系

小说原著《刺杀小说家》在《飞行家》这部小说集中并
不抢眼，故事的结构、套路、题目似借鉴了村上春树的长
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电影征用的一些元素也接近村
上春树：譬如离婚后一个人晃晃荡荡没有方向感的中年
男；比如与高科技背景建筑结对出现的冷酷美女等。作
为小说单看并不出色，也不是说很差，只不过是简单而随
意，像习作，但是作为影视作品底本却合格，因为提供了可
供发挥表现的空间和有趣的架构。改编可以视为是原作者
遇到导演，但只是一个人厉害还不够。好的改编就像好的
恋爱，是原作者和二度创作者两方面彼此成全，差的改编
就像坏的恋爱，原作者和二度创作者互相越界、较劲、涂
改，最后把好的东西消耗掉，勉勉强强地撑下来。电影

《刺杀小说家》是一次很不错的改编，是做加法的关系，这
让我作为读者和观众都很舒心。

故事采用内外两层的结构，外层是一个落魄男子关宁
寻找女儿小橘子的故事，因为各种离奇的遭遇，有人承诺他
只要杀死小说家路空文，就把孩子给找回来，这就是外层故
事“刺杀小说家”的来历。它的内层故事就是路空文一直在
网上直播的玄幻小说《弑神》，是少年空文复仇的故事。现
在很多电影不断在叙事结构上出新，一部电影中讲述平行
时空的两个、三个或者N个故事都不足为奇。讲述几个故
事不重要，每一个故事的内核是否复杂也不重要，关键是这
些平行故事的嵌套、扭结、连接的方式是否新奇以及有效。
比如回忆，不停闪回的回忆，这就是人生经历互相嵌套的方
式，当然这是最简单的。稍微复杂一点的，比如梦境，再复
杂一点的，比如故事的讲述、游戏的设定。所有这些都不稀
奇。村上春树的《刺杀骑士团长》，就是讲述一个男子在画
家朋友家小住遇到了奇幻怪事与他对一幅名画《刺杀骑士
团长》画面潜藏的故事不停追索这两个层面的故事。大导
演诺兰就是这方面的高手，《星际穿越》《盗梦空间》《信条》
征用时间伸缩、梦的植入、空间虫洞理论来结构平行的故
事。《刺杀小说家》采用的是在故事里讲故事，也就是嵌套的
方式。

我们熟知罗伯特·麦基的著名观点“故事是生活的隐
喻”。但是，到了《刺杀小说家》中，故事不再满足于隐喻，而
是成了生活的引擎：故事中出现的女孩儿小橘子牵动了故
事外的关宁，迫使他改写结尾——这个基本设定中也有原
作者双雪涛作为小说家的一种自我调侃。调侃的正是文学
改变现实的野心：小说家被赋予了无上的权力，创造规则，
创造世界，创造神，然后又弑神，最后再用无厘头的规则打
烂这个凭空造出来的世界。故事中的人物跳出来跟创作者
讨价还价，而不再把命运交给创作者。这样的杰出文本还
有皮兰德娄的《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双雪涛是经典文
学的阅读者和创作者，经典文学的编码与流行文本的编码
遵循不同的规律，《刺杀小说家》的写作，带着借鉴或者叫

“超链接”的性质，其思路的由头，是属于经典文学的。

好的故事母本与全方位的呈现
二者缺一不可

电影叙事中的象征和喻体是如此扎眼，某种程度上，是
以我们身边熟悉的元素重组、拼贴、移植，这属于“以实写
虚”，是电影作为一种幻术常用的手段：你明知道是在编故
事，却让你处处看懂，事实上，看懂了，也就有几分相信，也
就难免有几处被“戳中”。视听层面的元素设计也相当考
究、有层次，更有深层次的意蕴。例如少年空文、云中城和
赤发鬼的设计：

少年空文从死人身上扒下黑黢黢的盔甲穿在身上，揣
着烧饼，潜入云中城，去寻找杀父的王者——这故事非常有

《铸剑》的味道。
我们跟随空文潜入云中城，城中人已经陷入迷狂的仇

杀，他们的头人一头红发，恨他的人叫他赤发鬼，追随者称
其为“上人”，赤发已经脱凡入圣，受众人膜拜，平素坐卧如
佛，已经自行封神——所以这故事叫《弑神》。赤发的身型
肢体类似于巨灵神，形象类似于力士、金刚，他的眉间插入
一把刀，刀身没入，刀柄上依稀有昔日故人也是仇人的名
字。沿着这刀身，赤发的脸分为两半，一半低眉垂目，像深
思又像在打瞌睡，懒得见世间事；另一半不怒自威，是愤怒
和威严结合的战神，能分分钟把生灵捏成齑粉。这双重面
孔，又隐喻着过去、现在、未来的合一。

电影对原著的改编中还有一处精彩超越，就是活盔甲
的设计与呈现。且不说那复杂的交互动作与空间想象力完
美应用了李安在《双子星座》中所做的实验性突破，仅仅就
性格来说，活盔甲也与《千与千寻》中的无脸男一样，尽管没
有脸，但却有表情。即便是一副无脸的铠甲，也有成长与发
展，不仅仅是“工具人”。以至于不管你接受或不接受故事
逻辑本身，都能从电影的表现层面相信并确认它。表层意
识说，我在看一个架空时空的故事，可是潜意识中却被唤醒
和击中，这恰是成功的二度创作的一个表征。

导演路阳给我的印象是，作业工整，完成度很高。他是
那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类型，他拍出来的《绣春刀》等作
品就是这样的。一个创作者心中有十，手中出来为五，为他
人所看到和接受的仅为二三而已，这是人生常态。路阳厉
害在把所知所想更多地表达和实践出来，这需要很强的坚
持和执行力。

其实，自从《流浪地球》有了出色的影视呈现之后，人们
一直期待着这个类型能有更好更新的表现，而这部《刺杀小
说家》体现了这种可能性。总而言之，好的故事母本与全方
位的呈现，二者缺一不可。

（作者系《艺术广角》副主编）

对原著小说
丰富的影视呈现

——我看电影《刺杀小说家》
苏妮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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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的建设方兴未艾，放眼全
国，除了古镇和民族民俗小镇，还有遍地
开花的数字文化小镇、众创小镇、互联网
小镇……

然而，并非所有美好的蓝图最终都
能实现，一些特色小镇同质化竞争、无法
集聚人气导致后续发展能力不足的问
题也日益凸显。在 2020 年底举办的辽
宁乡村振兴高峰论坛上，来自全国的专
家学者就特色小镇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
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金
元浦认为，特色小镇建设意义重大，能够
弥合城乡差别；能够实现生态平衡，实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目标；能够为
人们提供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好去处，在人
文关怀和传统承继的环境中丰富生命状
态。但是，如果项目定位不清、运营不当，
面临的风险也是巨大的。我国特色小镇
现在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与区域经济发
展不适应，与人口流动规律和休闲趋势不
适应，与产业发展不适应，与国际化趋势
不适应；缺乏特色，缺少文化、缺少建筑特

色、缺少可持续发展动力；照搬照抄、“东
施效颦”、一哄而上、千镇一面。

金元浦举了一个著名的投资巨大的
失败案例：位于成都市成华区龙潭总部
经济城核心区域的龙潭水乡，投资 20 亿
元，规模相当于周庄古镇，宣传语上冠以

“成都清明上河图”“成都周庄”等称号，
开业头 3 天，涌入了至少 13 万游客。但
是仅仅 4年之后，它就走向衰败，偌大的
景区门可罗雀，成为一座“空城”。金元
浦说，在这个案例中，最核心的问题出现
在“做文化却没有文化”，除了建筑之外，
文化的整理和呈现上是混乱的。在园内
看不到任何与文化相关的内容。龙潭
水乡真正的文化灵魂是什么，他们自己
也说不清，“如果这是一种外来文化，它
是否有落地生根的必要和可能？定位不
清、不准或者说根本没有定位，而只把目
光放在建筑规划上，这是最无知的操盘
人，没有灵魂的建筑永远只是一堆钢筋
混凝土。”

中国艺术管理学会会长、博士生导
师田川流从对乡村文化认识的角度来看

待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他认为，乡村
文化由观念文化、公共文化、产业文化、
审美文化等多个维度构成，观念文化是
基石，公共文化是核心，产业文化是中
坚，审美文化是拓展。目前在乡村文化
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中，或多或少存在
以下误区：忽视乡村文化建设的内核，
弱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忽视公
共文化建设的核心地位，在乡村管理体
制完善、新型生产关系建构、人际关系
调适、乡村礼仪及伦理重建等方面缺乏
力度，同时忽视人才的作用及培育；将文
化建设与乡村主体农业产业分离，缺乏
对本土经济 文 化 发 展 态 势 的 实 际 考
量，未能实现文化精神及其相关元素
与农业产业的有效对接；片面追求文
化项目的建设速度和声势，以及文化
设施的品类与档次，而忽视精神元素
的渗融与现代文化品格的营造。“整合
理念，提高认知，在建设与提升的多层
面上实现协同发展，已成为当下乡村文
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亟待解决的课
题。”田川流说。

没有灵魂的建筑永远只是一堆钢筋混凝土

定位清晰 非同质化 可持续性

特色小镇要有一个自己的文化内核
本报记者 高 爽

说到古镇，人们首先会想到浙江的乌镇，江苏的周庄、同里，广西的黄姚，它们所体现出的历史与现代、自然与
人文的完美融合让游客流连忘返。古镇旅游的热潮，也令特色小镇的开发受到资本的青睐，各种特色小镇项目遍
地开花。

然而，做出一个真正能够集聚人气、实现持续发展的特色小镇并非易事。如何探索出特色小镇的正确发展路
径，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沈阳市沈北新区正在建设中的“关
东故里·锡伯古镇”项目，位于黄家街道
腰长河村，就在国家级湿地公园——辽
河七星湿地公园的南岸，通过村口的木
栈道可以直达七星湿地的千亩荷花景
区。刚刚开春，树还没绿，透过村边树林
稀疏的枝条，隔着刚刚开化的村边小溪
向村子里望，有种远离尘嚣的古意。

腰长河村是黄家街道北部长河村
附属的自然村，全村 49 户、182 口人，大
多数是锡伯族。“选择在这里建设锡伯
古镇项目，既是看中它的锡伯族文化传
统，又因为村子紧邻七星湿地，村落布
局相对封闭独立，很适合进行整体开发
改造。”项目负责人苏振宇介绍说。项
目充分发挥辽河七星湿地公园与锡伯
族文化富集的独特优势，利用“农业+”
的模式，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产业的深
度融合，最终目的是要建成集文化体
验、餐饮住宿、乡村旅游、亲子教育、医
养健康、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于一体
的田园综合体。

在这个项目中，对锡伯族文化的
整理和开发无疑是重要一环。作为城
市规划设计师的苏振宇也是在项目的
推进过程中越来越感受到锡伯族文化
的魅力，“锡伯族万里戍边是与昭君出
塞、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瓦氏夫
人抗倭、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并称的
历史佳话。200 多年前，锡伯族士兵带
着妻儿共计 4000 多人，从盛京（今沈
阳）出发，历经艰难险阻，长途跋涉，完
成了这一流芳青史的壮举。如今，锡伯
族同胞每年春季都要采摘一种名叫‘乌
珠穆尔’的野菜食用，就是为了纪念在
西迁途中用野菜充饥的那段经历。”为
了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苏振宇去了
西迁锡伯族人的新疆聚居地——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考
察，“他们传承着祖先保家卫国、勇敢
尚武的传统，射箭人才辈出，察布查尔
也因此被誉为‘射箭之乡’。他们仍然
使用着与满族语言文字接近的锡伯族
语言文字，为解读清朝满文档案培养
了宝贵人才。”时至今日，每到农历四
月十八，新疆的很多锡伯族同胞都会
到沈阳锡伯族家庙举办纪念活动，逐
渐形成了“西迁节”。2006 年，“锡伯族
西迁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以此为出发点，锡伯古镇项目中
融入了众多锡伯族文化元素：锡伯家
宴、锡伯族全羊宴、富察氏火锅、西迁
纪念馆、抹黑节、西迁节、“喜利妈妈”、
锡伯族射箭技艺展示等。“入口是锡伯
族文化，出口是文化体验，在文化旅游
项目的每一个环节让游客有更好的体
验，在体验中感受锡伯族独特文化的
魅力。”苏振宇说。

锡伯古镇项目也让腰长河村的村
民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了更多的自
信。村党支部书记费岐镇从部队退役
后本来准备在城里发展，因为这个项
目，他被吸引回村里。作为 90 后的年
轻人，他在项目建设的过程中更好地了
解了自己民族的文化，站在复原的锡伯
族传统民居里，他自如地给记者展示着
锡伯族“喜利妈妈”的传说和风俗，专业
而且投入。

几年前项目启动时，村民们都盛
装出席，在外务工的村民也纷纷赶回
来，大家在村中心广场拍“全家福”，在
自家的老房子前合影留念。现在，他们
早已回迁到村里集中建起的联排别墅
区，享受水、电、煤气进户的幸福生活。
他们不仅是腰长河经济合作社成员，而
且还是民宿的老板、小镇上餐饮摊位的
经营者。只待春暖花开，游客到来。

入口是民族文化
出口是文化体验

自 2016 年起，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到 2020 年，共培
育出 1000 个左右各具特色的小镇。在
2016 年公布的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名
单中，就有包括辽宁的瓦房店市谢屯
镇、东港市孤山镇、辽阳市弓长岭区汤河
镇、盘锦市大洼区赵圈河镇在内的127个
小镇入选。

2020年9月，沈阳市沈北新区举行文
化旅游产业招商推介会，宣布将打造东
部农业观光、西部历史文化、南部主题公
园、北部生态湿地、中部温泉康养的沈北
新区文化旅游产业“五大板块”，来构建
全域旅游示范区。推介会上，相关负责

人这样阐述沈北新区建设特色小镇的优
势：一是作为沈阳“城市后花园”的位置
优势；二是两大文化优势，即锡伯族文化
和辽河文化；三是生态优势——“辽河、
蒲河等8条水系穿境而过，辉山、帽山、七
星山巍然耸立，绿化率达 52%，拥有国家
级湿地公园——辽河七星湿地公园，国
家级水利风景区——蒲河生态廊道以及
两个4A级景区、10个3A级景区、20个文
物保护单位”。

比起正在建设的锡伯古镇，沈北新
区的另一个特色小镇项目——“稻梦空
间”早已先行一步。位于兴隆台镇的稻
梦空间主题公园，以锡伯族文化为传承，

展现璀璨悠久的农耕历史；以稻米文
化为创新，绘制震撼人心的世界最大稻
田画……通过几年的发展，已经解决就
业 1100 余人，带给农民直接经济效益
2000 余万元。成为 2020 年国庆档电影

《我和我的家乡》的取景拍摄地和首映礼
举办地后，这里更是迅速升温，成了网红
打卡地，2020 年的游客数近 30 万人次。
与此同时，在沈北新区，还有单家村、中
寺村、孟家台村等特色村寨和精品民宿
正在建设之中。

同样提出建设特色民宿、实现全域
旅游的还有盘锦市。也同样是以文化为
入口，深挖旅游文化内涵。盘锦市大洼
区副区长宋锦介绍，盘锦市大洼区的区
域文化包括辽河口文化、湿地文化、稻
作文化、石油文化、古渔雁文化、古镇文
化等几大部分。通过挖掘这些民俗文
化特点，大洼区提出了建设一村一品、
一村一景、一村一韵魅力村庄的目标。
赵圈河镇充分发挥毗邻“红海滩”的地
理资源优势，成功创建国家级“旅游特
色小镇”；新立镇以“认养小镇”为主题，
建设“谷仓民宿”，并配有小型电影院、
咖啡厅等服务设施；田家街道依托大堡
子传统文化资源，主推国学、禅宗体验
特色；荣兴街道则以“稻作文化”和“朝
鲜族文化”为主题，建设稻作人家民俗
村，通过推广“稻作文化”和“辽河口文
化”，把田园野趣转化为发展资本，实现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

核心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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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锦市盘山县新村村稻田里的雕塑。 高 爽 摄 盘锦市大洼区荣兴博物馆内景。 林 松 摄

沈阳市沈北新区腰长河村锡伯族民俗展示馆内景。 高 爽 摄

盘锦市大洼区荣兴街道的稻作人家民俗村。 林 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