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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扫码关注，快捷投稿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十讲》
马盛德 著
商务印书馆

在三年时间里，《吾
家吾国》团队与时间赛
跑，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
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
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
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
领域，从立志到成才，再
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
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
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
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
上的选择，在科研过程中
的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
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

《吾家吾国》
王宁 著
中信出版社

本书是作者 20 余
年来从事中国非遗保护
实践的理论研究成果。
全书从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基本概念、具体实践、
存在问题及相关对策等
方面进行了学术梳理和
学理分析，全面介绍中
国丰富而独特的非遗资
源，深入阐述非遗保护
的中国实践，系统总结
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
是了解中国非遗保护发
展历程的重要著作。

《有为有守》
许纪霖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 书 聚 焦 于 1895
年~1949年间中国知识
分子的人际交往、私人
脉络、团体组织以及与
城市公共媒体的关系，
是一部近代中国知识
分 子 的 社 会 文 化 史 。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生
动的笔墨介绍了梁启
超、陈独秀等众多著名
知识分子的社会交往、
亲疏聚分。

本书是作者的第三
本人类学散文集。全书
分为“日常中的非常”

“生物中的文化”“文化
中的文法”“历史中的故
事”四个部分，虽都是点
点滴滴小事的记述，却
道出其中蕴藏的伟大
道理，包括人类和自然
共生共存的道理、文明
和文化绵延共进的道
理等等。

新剧《玫瑰的故事》相关词条持续刷屏。这
部根据亦舒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已创下腾讯
视频都市剧热度最高纪录，引发全网热议。

近年，亦舒小说备受影视改编青睐，剧集《我
的前半生》《流金岁月》《承欢记》，电影《喜宝》以
及正在热播的《玫瑰的故事》等，每部的改编都能
引发很大的关注和话题。

女性群像优雅绽放
剧版不仅让女主有了生活的质感，还成功刻

画了一个互相欣赏、互相支持的职场女性群体。
不同于《我的前半生》里唐晶作为亦舒女郎的独自
绽放，这部剧展现了苏更生（万茜 饰）、姜雪琼（朱
珠 饰）、关芝芝（蓝盈莹 饰）、白晓荷（陈瑶 饰）等女
性的多元魅力。每一个单拎出来，都是一部亦舒
小说的女主。她们在这部剧里彼此映衬，作为一
个群像绽放，不管戏份多还是少，她们让观众看到
了在广阔的社会空间里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女性不仅可以尽情绽放美丽和才情，而且还互相
欣赏和扶持。相对某些还只着眼于情感婚恋的
剧，这部剧的格局大了不止一个层次。

《玫瑰的故事》里不仅只有玫瑰，还有五彩缤
纷的百花，千姿百态勃勃生机……这才是这部剧
改编最为高明的地方。

从小说到“亦舒剧”有多难
改编难点一：原著冷静克制、情节不强，改编

难度大。目前来看，亦舒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口
碑不一，为何会如此呢？哪里出了问题？

究其原因，改编难度大以至于会被“魔改”。
亦舒作品改编虽然热度高、话题多，但与琼瑶、金
庸、古龙等同时代作家相比，她的作品影视化改
编率其实相对低。因为她的小说冷静克制，但情
节并不强，戏剧张力不大，而且故事很短，一本原
著大概十二三万字，主人公讲究姿态好看，能一
个字说清的绝不说两个字。于是改编成影视剧，
就需要编剧补充很多故事来填满。改编难度大
就干脆“魔改”，“亦舒女郎”的内核常被改得面目
全非，甚至背道而驰。比如剧版《流金岁月》的女
主角情感线复杂；剧版《承欢记》麦承欢保留了一
些“好看”的姿态，但在剧中的“恋爱脑”实在与原
著人设相差甚远，遭到书粉的不满。随意添加的
剧情，脱离内核的“亦舒女郎”，会让剧作虽然火
热，但口碑却不怎么样。

改编难点二：把过去的故事当代化、生活
化。亦舒小说写的都是 20世纪 70年代~90年代
的城市生活和女性，改编需要把过去的故事当代
化、生活化，很重要的一条是增加接地气的当下
社会话题。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将故事发生地改到了
现代上海，主人公变成了有烟火气的上海市民；
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中黄亦玫的父母变成清华
的教授，对原著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删去

了一些过时的感情线，在剧中加入了一些时代印
记，尽可能实现与现代生活语境贴合。《我的前半
生》几乎囊括了一个中年女性可能遇到的各种人
生命题，剧中，对于爱情、婚姻、职场、家庭等不同
侧面的涉猎，让很多在事业与家庭中左右难顾的
都市女性开始审视自己现有的生活。《流金岁月》
对小说里“重男轻女”的观念进行了呈现，此外还
有“凤凰男”等话题，也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亦
舒剧热播期间，很多相关话题轮番登上各平台热
榜，引发了观众激烈的讨论。《玫瑰的故事》的女
主角刘亦菲的情感话题也屡次冲上热搜。

这倒有点像亦舒自己了。才华赋予了亦舒自
主和自信，早年间，做过记者、写过专栏，还从事过
酒店主管、电影杂志编辑等职业，几段恋爱也曾是
报道的热点。如今，出版几十年的书依然是影视
改编的香饽饽。“亦舒女郎”追求的一切，她都得到
了。真正的“亦舒女郎”，正是亦舒自己。

回望“亦舒女郎”

亦舒小说最核心的“资产”
亦舒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剧一直都很受瞩

目。1987年，亦舒创作了代表作之一的《流金岁
月》，次年就被导演杨凡搬上银幕。请来张曼玉
和钟楚红两位十分契合小说形象的美女来担
纲。几十年后，两位女主的动图还在网络上流
传。2017年改编自亦舒同名作品的电视剧《我的
前半生》火爆一时，达到了 179.1 亿的播放量。
2020年《流金岁月》被改编成电视剧，请来了新一
代流量小花倪妮和刘诗诗担纲，相关话题也挂在
热搜榜上。今年4月，改编自亦舒1996年同名作
品的电视剧《承欢记》由杨紫主演，一经播出也迅
速成为爆款。

亦舒作品改编成影视剧，不管口碑如何，流
量都足够大。流量密码就是“亦舒女郎”。“亦舒
女郎”是亦舒小说最核心的“资产”，任何一部亦
舒小说的改编最大的看点和话题都围绕在“亦舒
女郎”上。

“亦舒女郎”都是什么样子的呢？
姿态要好看。亦舒擅长用三言两句就勾勒

出笔下女子如何美得浓烈明艳。
但美貌仅仅是“亦舒女郎”的门槛。在亦舒

小说中，姿态好看重要，头脑清醒、独立理智才是
精髓。“亦舒女郎”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不俗的品
位，气质优雅，思维敏锐，经济独立，感情也独立
理智，懂得适时抽离，不会为失恋或婚姻失败所
困，有尊严有体面。虽然亦舒写的是 20世纪 70
年代~90年代的女性，但其独立的精神和当代女
性的精神追求完全共振。可以说，“亦舒女郎”演
绎成功，整部剧就成功了一大半。

借爱情写女性的人生起伏
情感是骨架。表面上亦舒在写感情，实际上

是借着爱情的故事，写女性该如何在人生中生
存。例如《玫瑰的故事》里黄亦玫出生于书香世
家，拥有极高的艺术天赋，初入职场就备受重用，
与合作伙伴庄国栋相识相爱，然而最终错过彼
此。后来，黄亦玫与学长方协文步入婚姻殿堂，
面对丈夫的“洗脑”，她选择了分手。离婚后开始
创业，遇到了灵魂伴侣傅家明，然而傅家明生命
只剩下几个月……她的每段感情都跌宕起伏，不
管你认不认同，讨论度都有了。

亦舒小说还有一个看点：台词简洁有力，人
间清醒，掷地有声，特别适合当下的短视频化传
播，譬如：“自爱者人恒爱之，如果一味狂恋，燃烧
之后剩下一堆炭。”“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来未曾
真正地属于你，也不必惋惜。”

亦舒小说先天就具备了各种爆点，从《我的
前半生》《流金岁月》《承欢记》到《玫瑰的故事》，
这些影视剧从多方面对原作都进行了颠覆式的
改编，但只要把握住了“亦舒女郎”的外形和内
核，基本就把握住了原著 IP的精髓。

（孙珺）

又一部亦舒小说改编剧大热
《玫瑰的故事》持续“刷屏”

《小事大理》
彭兆荣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亦舒的部分作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