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1.19星期日
责编/王欣 美编/谭希光 文检/孙小华 A07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读书

改编，是指经过一番劳作，把一种作品改写、
制作成另外一种体裁的作品。例如：把一部小说
改编成戏剧、电影，或者是电视连续剧。改编不
是“炒剩饭”，是再创作。改编得好，可以使新作
与原著相映生辉，相映成趣。如根据巴金的短篇
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根据小说
《红岩》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
姐》……都是改编成功的典型范例。而改编得不
好，则会让原著受屈，使明珠蒙尘。这方面的案
例也很多。

根据小说《水浒传》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
总体上说是成功的，但也有个别地方马失前蹄，
过招乏力，使白璧凸现瑕疵，给观众留下遗憾。
例如，在电视剧《水浒传》中，不见有李逵“双献
头”一场戏，这让人很有遗珠之憾。

李逵“双献头”的故事，在小说《水浒传》之
前，先见于元代康进之的杂剧《梁山泊李逵负
荆》，这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颇高的一个
戏。剧本写两个贼汉冒充宋江和鲁智深，抢走
了杏花庄开酒店的老王林 18 岁的女儿满堂
娇。李逵听老王林一说，真以为是宋江所为，
便提着两把板斧来到聚义堂上，先是砍倒了

“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又要去砍宋江，多亏众
人拉开。待到弄清事情真相，李逵负荆向宋江
请罪，并亲自下山抓住强抢民女的歹徒，将其
押回山寨。

李逵大闹聚义堂，显示了他的莽撞、天真和
嫉恶如仇；负荆请罪，则表现了他的直率、勇于
承认错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李逵的英雄性格
和他独特的个性。这种容不得侵害人民利益的
英雄本色，不只是李逵一人所具备，它是梁山好
汉所共有的。闹山和负荆的描写，最根本的意
义正在于表现这种梁山英雄的本色，表现他们
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到了小说《水浒传》中，《李逵负荆》的故事
略有不同，占的篇幅也不多，只有半回“梁山泊
双献头”，但其意义是一致的。在主要篇幅是描
写梁山好汉打家劫舍的《水浒传》中，这半回书闪
耀着它独特的思想光辉。

电视剧《水浒传》比之小说有许多独到之
处，有些地方还增加了一些情节，特别是武打
场面，这都是好的；但却把李逵“双献头”这一
情节给删去了，这不能不说是对《水浒传》的思
想意义的削弱。

在改编时，必然要对原著的情节进行
一些删削和增加，使其适合在新的体裁中
表现出来，并在原著的基础上使作品的思
想性、艺术性来一次螺旋式的上升。但是
删削也好，增加也罢，改编者都要先吃透原
著的精神，一切为塑造人物、表现主题服
务，而不能削弱人物形象或是游离原著的
主题。

继《雪地里的红棉袄》20多
年来一直登上全国大、中、小学
读本后，作家高吉波（笔名雨
墨）先生的散文《蓁山笔记》
2024年8月又被山东教育出版
社选入“伴我阅读丛书”六年级
上册《后园、祖父和我》中。

一篇历经时光考验、至今
仍脍炙人口的佳作，犹如陈年
的老酒，年份愈久愈醇香浓厚，
耐咂耐品，耐人寻味。

《蓁山笔记》全文4000来
字，与780字的《雪地里的红棉
袄》的凝练相比，显得丰富多
彩，宛若一道丰盛的晚餐：有人
有物有情有景，于寻常琐碎中
发现妙趣；中规中矩中肯中意，
在世间万象中感悟人生。

话题由百年老屋引出，具
有厚重的历史感。老屋无人居
住，被众人视为凶宅。因为僻
静，因为有朋友帮忙，作家居此
写作，并写出了37.6万字的长
篇小说《城门》。后因老屋的院
墙坍塌，屋角开裂，才无奈弃
之。但老屋所在的环境和氛
围，则成了日后作家择居的必
要条件：清静、有水井、与山为
邻。清静有益于写作，井水可
以泡茶，有山可以探幽寻奇。
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埋下了伏
笔。于是，有朋友为“我”荐蓁
山，才有了客居蓁山和蓁山屯
的经历，才有了这篇记述蓁山
和蓁山屯变迁的散文佳作《蓁
山笔记》。如果说桃花源有小
巧山口，那么《蓁山笔记》就有
进入山口后那片豁然开朗的平
旷地。最可宝贵者是山井的清
冽陶养了如水的人情，就那样
自自然然地发生着，让未曾经
验者遐想。我不禁要问：“烟台
还有那么一个地方吗？”

最近几年，高吉波一直远
离尘嚣，客居在福山区门楼水
库边上的西水夼村，蛰居依山
傍水的“半步草堂”，潜心创作，
先后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雪
地里的红棉袄》《大酒窖》《绿皮
火车》等的创作和改编。在创
作的百忙中，他还忙里偷闲，写
下了7000多条哲思短语，由凤
凰网开辟专栏《高吉波上书房·
微语录》。

文如其人。读高吉波的作
品，就像是与师友聊天，与智者
对话，他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对
生活的洞悉和思考，闪耀着智
慧和哲思的光芒。读高吉波，
令人感奋不已的是他为人处世
的低调、温润和长怀敬畏之
心。有哲人说过的敬畏之心的
三个境界在他的身上得到了体
现。第一个境界是敬畏自然规
律和社会规则：有敬畏心的人，
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约
束自己的行为，不做出格的事
情，这样才能行稳致远。第二
个境界是敬畏他人他事并保持
谦卑：敬畏不是害怕，而是谦虚
的表现，一个人只有在谦虚的
时候，才能海纳百川，汲取别人
的智慧，完善自己。第三个境
界是敬畏并懂得感恩。感恩是
待人的态度，也是处世的原则，
只有心存感恩，才能更好地拥
抱生活、拥抱温暖。比如今年7
月19日，在青岛电影学院为高
吉波的文学工作室半步草堂授
牌“影视创作基地”并聘他为
青岛电影学院客座教授时，他
就在发言中对多年以来提供便
利条件、支持自己创作的张格
庄镇和西水夼村干部和父老乡
亲们表示深情地感谢。他说：

“在今天这样一个于此刻有现
实意义、于将来又有开拓意义
的日子，我能够表达而且最愿
意表达的，只有我的感激、感
谢与感恩之情。”言辞恳切，令
人动容。

高吉波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广结善缘，不管走到哪里、身
在何处，身边总拥有一大帮促
膝交心的朋友。也正是在与朋
友的喝茶聊天中，他获得了海
量的奇闻轶事，涵养了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他把
老家的“栖霞苹果”分享给左邻
右舍，他用老家的地瓜、芋头、
花生、玉米饼子招待前来品茗
喝茶的朋友，换来的是门外常
常挂着的瓜果蔬菜和端午节一
束一束绑着红布条的真正的

“爱”（艾蒿）。
在创作手法上，“笔记”首

先对蓁山的地理环境进行了描
写——蓁山的形状，酷似太师

椅，村子犹如一个人，恰如其分
地端坐在那里。“人”的伸腿、置
足处，既平又阔，这些年，正大
兴土木，建设居民新区——这
样的描写形象生动，明眼人一
看便知，这是个风水宝地。

“笔记”中对人物的描写虽
着墨不多却出神入化、栩栩如
生。比如，一个约四岁的孩
子，告诉他的父亲：连椅上要
出人命；我们惊得不行，细问，
才知是一对情人相拥，小孩子
听男的对女的说：“我要爱死你
了。”读到这里，令人忍俊不
禁！一声“死”字，把这个小朋
友吓坏了。

又如，在“小宝井”旁，夏天
的早晨，许多女人在梳头、洗
衣、刷碗。她们做这些事的时
候，常常哼着小曲儿，倘叽叽喳
喳忽然由爆发的笑声取代了，
肯定是哪个女人给同伴讲了什
么荤笑话。给人以声画并茂、
如临其境的感觉。

“笔记”对蓁山屯当家人
安家德的描写仅用一个“忙”
字，就写活了他的精明能干、
无私奉献，把原来贫穷落后的
小山村改变成如今的“蓁山花
园小区”。作家曾多次诚邀安
先 生 到 家 里 喝 茶 ，都因为

“忙”，未能来。
《蓁山笔记》语言清新文

字隽永，平白如话娓娓道来，
体现出作家的文字功力和语
言风格及其对文学美感的不
懈追求。作家追求卓越，追求
细节的完美，这种对完美的不
懈追求，体现了敬畏文字、精
益求精的巨匠精神，它是成就
经典的重要精神支撑和实力
保证。

“长怀问鼎气，夙负拔山
雄”。用这句出自唐玄宗《巡省
途次上党旧宫赋》中的诗句来
比喻高吉波的创作初衷和追求
卓越的精神，笔者感到并无不
妥，亦不过分。它不仅体现了
高吉波个人的抱负和决心，也
寄托了他对美好未来和理想境
界的向往，同时也传达了一种
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即对成
功有着坚定的追求，并愿意为
之付出努力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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