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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拍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手法，有存
在的合理性。因为随着时代变化，有些
经典作品传递的思想观念、呈现的审美
趣味，已经“不合时宜”。通过翻拍对其
进行重新诠释，融进更符合当下的思想
和审美，可以充分释放经典的魅力，又能
吸引年轻观众。

但网友普遍反对翻拍《家有儿女》，
不是“双标”，而是这部剧没有翻拍的必
要——它首播距今 15 周年，时间不算
长，视频网站上还可以轻松观看。它反
映的现实、传递的思想，也没有过时，00
后、10 后也可以无障碍地接受，二次创
作意义不大。

何况，国产翻拍剧的质量多数不敢
让人恭维，堪称“翻车”重灾区。演技尴
尬、篡改经典剧情、刻意追求标新立异、
不接地气等槽点，普遍存在。人们基于

以往经验，对《家有儿女》翻拍缺乏信心，
进而产生本能的拒绝，是很正常的。

在观众眼里，翻拍剧很难撕掉“贩卖
情怀”标签。站在创作者的视角，可能还
是利益驱动。

经典都有 IP 效应，自带强光环、高
话题量等优势，轻易就能引发关注。此
外，翻拍剧还是“明星制造机”。一些新
人，通过出演翻拍剧先混个脸熟，在娱乐
圈算是一条出名的捷径。

观众难免拿原剧对比，翻拍剧及其
演员很可能是被比下去的那一个，但“反
向营销”也不愁收视率和点击量，“黑”玩
溜了就是“红”。

不把心用在打磨作品质量的正途
上，只想着蹭 IP 圈钱和捧新人，是多数
翻拍剧惨变“翻车剧”的根源。

更该看到的是，翻拍偶尔有之可以，

但如果成为常态，是危险
的。翻拍过滥，意味着原
创力的衰竭。就像网友在
翻拍《家有儿女》的新闻下
留言：“是不是没钱请编
剧？”在影视创作领域，如
果翻拍普遍更容易名利双
收，就会形成效仿。大家
都只想着吃老本，只消耗
不生产，这对于影视创作天然要
求的创意创新，和消费者的观感
来说，都不是好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和经典。00
后、10后的童年，有不同于80后、90后的
地方，《家有儿女》也该有新的讲法。既
如此，何不去创造新的IP、新的主人公，认
真讲好这一代人的童年故事呢？讲得好
了，时间终会赋予它“经典”的荣光。 澎湃

《家有儿女》要翻拍 网友急了……
翻拍剧为何不受观众待见？

影视剧翻拍一直是
影视行业中的一大热
点。经典影视剧往往代

表了一代人的一段人生经历，重温经
典能够唤起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从这
个角度来看，经典的翻拍既有时代意
义，同时也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不过，

“对于热门IP的不断重拍，观众并不是
一味反感、拒绝，更多的是担心，大家
担心自己的情怀被毁。”《广电时评》执
行主编何天平对记者说。很多失败的
剧作往往只是借经典之外壳，将原作
随意篡改迎合受众。如于正版的《笑
傲江湖》，剧中将“东方不败”由男变为
了女，此后便延续的是偶像剧风格。
经典翻拍并不是不能改编，但是应尊
重原创，否则就是以经典为噱头了。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化产业系
老师杨慧认为：“经典翻拍要把握住原
文本最具文化价值的部分，它可能是
侠义精神或英雄气质，也可能是家国
情怀或浪漫情感，但它作为经典作品
的核心，应是万变不离其宗，不能一味
因为商业考量而忽略文化传承。”

在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青年学
者朱传欣看来，“翻拍剧之所以被观众
诟病，是因为在艺术性、观赏性上远不
如原来的版本，对观众很难有吸引力。
一些创作者并不是为了艺术追求而去
致敬经典，有的甚至就是在资本驱动
下，盲目跟风，最后生产出一些粗制滥
造的作品。如果不在原有的经典基础

上创新，给观众带来惊喜，或对经典没
有充分的补充，观众是不可能买账的。”

当下浮躁的影视制作环境，让一
些制作人把翻拍这件事情，当成“挣快
钱”的捷径，并没有从源头上去领悟经
典并传承文化。当年87版的《红楼梦》
拍摄时，演员们仅学习琴棋书画就用
了半年多的时间，当年的那种创作态
度，是他们成功的保证。所以，经典作
品 的 翻 拍 ，制 作
人应在领悟经典
的 基 础 上 ，秉 持
工 匠 精 神 ，重 视
细节。

据《光明日
报》

最近两年，翻拍剧
迎来井喷，但大多数都
光景惨淡：《寻秦记》被

拍成了《快乐星球》，豆瓣评分2.3；《新笑
傲江湖》选了个“路人”令狐冲，豆瓣评
分2.5；新版《流星花园》豆瓣评分3.3；新
版《新白娘子传奇》豆瓣评分4.4……

当下的翻拍剧，古装剧以武侠作
品居多，而金庸、古龙的小说IP改编剧
占了大头。这些电视剧通常由新人担
纲主演，比如蒋家骏执导的新版《倚天
屠龙记》，维持了“新人主演+资深配
角”的配置，曾舜晞饰演张无忌，陈钰
琪饰演赵敏，祝绪丹饰演周芷若，配角
阵容则由李东学、黑子、樊少皇、曾黎、
周海媚等资深演员组成。

新人担纲主演，如果调教得好，就
像新版《射雕英雄传》的“郭靖”杨旭文
一样戏红人也红，如果调教不好，或者
选角不合适，就会像新版《笑傲江湖》
的“令狐冲”丁冠森一样被吐槽。

武侠剧早有经典在前压阵，要想超
越前作难度很大。改编得多了，观众会
认为翻拍剧不尊重原著；改编得少了，
观众又会问：翻拍的意义是什么？此
外，近年国内影视制作质量整体下滑也
影响到翻拍剧，剧集灌水现象严重，随
意增删情节的情况更加普遍。

为什么资本热衷投资翻拍剧？据
业内人士透露，主要考虑因素有以下
几个方面：首先，翻拍剧的素材来源，
通常是经典原著，或是曾被市场检验

过的爆款剧集，剧本在广电局获得备
案，通过审核的几率高，更保险；其次，
影视剧制作周期普遍被压缩，选择翻
拍剧进行改编的效率较高，制作方购
买原著版权后，请编剧修改剧本即可，
这样比请编剧独立创作的周期短，更
加省时省力；最后，不少投资
方认为翻拍剧不愁收视群体，
原著粉和原剧粉都会入坑。

虽然热钱涌入翻拍剧，投
资方期待更快的投资回报，但
往往也忽略了影视制作的规
律：翻拍剧本身没问题，但如
果压缩制作周期，粗制滥造，
质量不行，任何剧都只有死路
一条。据《羊城晚报》

“我叫夏雪。”“我叫夏雨。”“我叫下冰雹。”2005年，情景喜剧《家有儿女》播出。一对传统又开明
的中国父母，和他们三个性格各异的孩子，承包了无数80后、90后的童年笑点。时至今日，它依然是
很多人的“下饭剧”。

最近，有两个消息传来：电影版《家有儿女》已拿到龙标，档期待定；《家有儿女》系列网剧也将推
出，新版演员已在全国开启海选。影版、新剧版还没放出具体内容，官微先收获反对声一片。多数人
认为，不是原班人马，还是别拍了。另一些人更进一步地说，就算是原班人马，也拍不出原来那个味
了，因为小演员们都长大了。无论哪种，“毁童年”的担忧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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