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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好莱坞电影的话题，王超给
出了自己的建议，也就是不建议电影
编导专业的学生直接去看好莱坞的叙
事法教材。他认为，真正好的教材只
有一种，就是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诗
学》在内的中外诗学经典。相较于时
下一些追求速成和程式化的教材，这
些经典更加回归艺术创作的本源，强
调永恒的价值观和审美追求，可以提升
创作者的内在修养，而不仅仅局限于肤
浅的技巧层面。

王超认为，电影不仅是商业的产
物，更是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应
该承载更多的文化责任与社会使命。
青年电影工作者一定要深入探求对人
的认知，通过广泛的阅读积累与感同身

受的体会去理解真正的“人”。这就要
求年轻一代始终不忘初心，不丧失自己
作为一个人的立场，时刻与作品中的人
物一起进入戏剧，感受情感张力，并在
这种情绪的驱动下运用最适合的电影
技巧。只要对人性有着清晰的认知，叙
事将剥去它“闪耀的光环”，变成一件非
常单纯的事。

在与王超的深入交流中，记者不
由得想起诗人陆游的那句名言“汝果
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电影艺术创作
离不开文学，离不开对社会人性的深刻
把握。

王超告诫电影编导专业爱好者，在
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中要学会放空自己，
让自己的心沉静下来，不要让别人赋予

的知识与技巧遮蔽了本真的自我，阻碍
了自身原有创造力的流淌。他建议，在
全面了解电影本质的基础上，获取电影
以外的知识，广泛学习文学、历史、哲
学，在敏锐的观察中反映社会现实热
点，在剧本的创作、电影的拍摄中形成
自己的独特风格。

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王超今年恰
好步入花甲之年。对于年轻的电影艺
术爱好者乃至文学爱好者，王超认为，
独立思考，勇于创新，敢于表达自己的
观点与情感仍然是最重要的。

对当代青年人的创造力和大胆解
构的表现欲，王超极为赞赏。他说只要
保持这种求新求变的冲动，中国电影的
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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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王超导演的电影《孔秀》在
烟台首映，作品改编自作家张秀珍的半
自传体小说《梦》，讲述上世纪60年代
初至80年代中期印染厂女工孔秀（沈
诗雨饰）摆脱婚姻桎梏，拉扯孩子成人，
在繁重的工作中自强不息，最终获得社
会认可的生命历程，呈现了一部个人的
史诗以及女性在特定时代下的困境、苦

难和奋斗。
王超不仅是中国第六代著名导演，

也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孔秀》是他的第
九部作品，也是他第一次改编别人的小
说。王超的电影作品往往将文学的细腻
和哲思融入影像语言之中，呈现出独特的
艺术个性。电影《孔秀》巧妙地熔炼了文
学的内在魅力，在影像中营造出文学式的

细腻，具有一种打动人心的人文气质。
王超与烟台有着不解之缘，他的夫

人在鲁东大学任教，他本人是鲁东大学
张炜文学研究院影视编剧研究所的特
聘教授。身兼多重身份的王超，对于文
学和电影艺术有着独到的理解。藉电
影《孔秀》烟台首映之机，记者对王超进
行了专访。

谈及电影与文学的关系，王超导
演认为，电影作为一种叙事艺术，它的
本质永远是文学的，这一点是毋庸置
疑的。

回望电影史，电影的源头就是大
卫·格里菲斯推动发展起来的一种叙
事艺术。如今我们看到的所有电影，
不管是否有意讲述一个故事，都不可
避免地在进行一种叙事。电影的叙
事结构与方式，甚至它的精神与内
涵，几乎全部来源于文学，来源于这
种更加古老、底蕴更加厚重的审美艺
术形态。

在此基础上，王超认为，应该更加
开阔地去理解电影中的文学精神。所
有的文学精神背后，都有一个经得起时
间反复锤炼的坚实的价值观。电影能

够以自己独特的形式阐释人性，能够剖
析许多具有哲学意味、生物学意味甚至
精神分析意味的内容，这就是电影的文
学精神。人们很难以朴素的善恶观念
评判优秀电影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因为
真正优秀的电影往往展露出复杂人性
的方方面面。

一部出色的电影不应只是套路化
地呈现故事，其精髓在于刻画人物如何
在“存在”中自我探寻，要在人与处境的
矛盾对峙间，去勾勒出人物的精神世界
和价值抉择，只有这样，影片才能具有
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不凡的人文高度。
否则，纵使场面再宏大，技术再出众，也
只是一种无病呻吟的自娱自乐。

尽管电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密切，
但电影作为一种视听艺术，与文学也有

很大的不同。文学使用文字传递情感、
叙述故事，而电影以音响与画面作为独
特的材料。

对于这个话题，王超说，电影诞
生之时，最早的一批编剧就是文学爱
好者，他们大量地运用小说里的结构
来叙述故事。然而，好的电影导演能
够巧妙地运用叙事性和蒙太奇手法，
纯熟地利用镜头之间的连接性及跳
跃性，发展出自己的电影语言，形成
自己的电影风格。这就像一位优秀
的作家能够通过文字的创造性组合，
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一
样。那些所谓的电影天才，也能够在
充分认知“电影是什么”的基础上，创
造性地发挥电影语言的独特性，创作
出优秀的作品。

电影创作者应该熟读文学经典，并
从中获取灵感。这是作为电影导演的
王超对文学的认知。他认为，如果说文
学精神是一种抽象概念，那么千百年来
古今中外的先贤所沉淀下来的诗学经
典就是电影的母题。

王超表示，电影创作不仅仅是一种
追求创新的实践，也是不断地向经典诗
学寻求灵感的过程。电影艺术应该具
备深厚的古典诗学素养，能够从中外经
典文学作品中汲取灵感，将文学的精髓
转化为电影的视觉语言。古希腊神话、
荷马史诗、希腊戏剧这些古代文本，都
是通过天与人的关系来演绎人类命
运。而到了近代，狄更斯的文学作品则
是通过大街上能见到的世俗的人与事
来反映人性的本质。王超甚至认为，所

有古典电影的文学底本是狄更斯，而所
有当代电影的文学底本是契诃夫。

作为一位身兼作家、编剧身份的导
演，王超也非常喜爱中国诗歌经典《诗
经》，并以此为源头创作了多部影片。
那么，在王超眼里，中国的电影艺术应
该如何传承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呢？

对此，王超认为，中国古典诗学的
艺术风格和审美观念影响着当代中国
电影的创作，相对于西方的古希腊神话
与荷马史诗，《诗经》更符合中国人的时
间感与空间感，它通过反复咏叹式的手
法营造出一个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意
象世界。

在王超的电影作品中，时常出现循
环往复的宇宙世界及其时空本体，在影
片《孔秀》中，他通过一张餐桌的重复出

现，完整地展示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
年代一个家庭结构的变化，而这些细节
正是中国诗学概念在当代中国电影中
的呈现。

此外，《孔秀》吸收了编年体史书
《左传》微言大义的叙事风格，在表达方
式上追求简洁含蓄，留给观众充足的想
象空间，并学习了中国史传作品的跨越
性，选取时间节点，跳跃性地剖面叙事，
产生出意味深长的张力。

王超表示，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电
影技术的结合，可以创造出更多具有中
国特色与文化内涵的优秀电影作品，为
观众带来新的审美体验。而呈现在电
影中的东方诗学将是中国文化推向世
界的一个窗口，从而让世界认识诗意的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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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1964 年出
生，毕业于北京电影
学院。作家、编剧、中
国第六代著名导演。

1997 年，发表短
篇小说《南方》；2000
年，发表中篇小说《安
阳婴儿》，入选《人民文
学》年度小说精选；
2001 年，执导个人第
一部电影《安阳婴儿》，
该片入围第54届戛纳
国际电影节“导演双
周”单元，并获得第37
届美国芝加哥影展国
际影评人奖。后陆续
执导电影《日日夜夜》

《江城夏日》《重来》《天
国》《幻想曲》《寻找罗
麦》《父子情》等，作品
入围多伦多、纽约、芝
加哥、鹿特丹等 70多
个国际电影节，并荣获
第59届戛纳国际电影
节“一种关注”单元最
佳影片奖，南特三大洲
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
奖、最佳导演奖。

新作《孔秀》获得
西班牙塞巴斯蒂安电
影节最佳剧本奖。

电影的本质永远是文学的

中外诗学经典是电影的母题

电影承载着文化责任与社会使命

电影《孔秀》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