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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金庸小说不仅是当今多元文化生活中一种受人喜爱的文化消费品，而且已经成了当今影视创作改编
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
从香港粤语片电影导演胡鹏于1958年率先将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搬上银幕以来，金庸小说被一次
又一次改编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至今不绝如缕。
在电影银幕和电视屏幕上，我们见识了金庸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
在1998年台湾举行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台湾电视屏幕上甚至出现过四部《神雕侠侣》同时
播放，四对杨过、小龙女打擂台的盛况。
大陆方面，新世纪之初，金庸先生以一元钱象征性版税将《笑傲江湖》的版权出让给中央电视台，成
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并从此掀开了大陆电视人改编金庸小说的崭新一页。
短短几年之间，金庸的绝大部分小说都有了大陆电视改编版本。
最新的消息是，已经有大陆制片商购买了某些金庸作品的下一轮改编权。
如此，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作品，已经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子项目。
而从电影和电视剧改编的角度来看金庸小说，也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角度，不仅能够深入其中，往
往还能别开生面。
二香港、台湾、大陆、新加坡以及其他地区华语影视制作机构争相改编金庸小说，各领风骚三五年的
状况，固然有让人激动的一面，却也有让人忧虑的一面。
如今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问题：如此之多的改编作品，究竟有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作品称
得上是金庸小说改编的精品或经典之作？
各领风骚三五年，或一二年，或几个月，很快就有新的同题作品出现，有好的、值得赞赏或可以理解
的一面，即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林黛玉和贾宝玉，一千个人就有对金
庸小说的一千种不同的理解。
改编金庸作品，正是对金庸小说进行不同形式的诠释和翻译，你说你的金庸，我说我的金庸，大家都
来说，各有所短，自然也会各有所长。
但这里也有不大让人放心的一面，那就是一些号称改编金庸小说的作品，不过是貌似金庸小说，其实
并没有表现出金庸小说的真精神和真肌理，常常是对金庸小说进行随意的改动和编造，有些甚至不过
借用金庸小说的人物姓名及其个别线索进行让熟悉金庸小说者瞠目结舌的创新。
后一类作品，无论成功或失败，恐怕都与金庸小说没有多大的关系。
更令人忧虑的是，由于数千年小农经济传统的影响，在进入现代化商业竞争市场之初，影视制片商常
会重蹈先人无序竞争、小本经营、以次充好乃至假冒伪劣的覆辙。
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之际的上海武侠电影史上，和50年代到60年代之交的香港武侠电影史上，都
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恶性竞争导致武侠片数量激增至“臭遍街”的可怕现象。
这种追求多快好省，实际上不过是以次充好的短期行为，结果不仅会砸掉制片商的品牌，还会使整个
电影类型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
金庸小说的声誉虽然不至于因为部分改编者的假冒伪劣而受到根本性的损害，但若冒改编金庸之名却
少金庸小说之质的作品太多，难免让人对金庸小说的改编作品印象恶劣，甚至对金庸小说敬而远之。
虽然改编自金庸小说的电影电视作品很多，金庸小说也被改编了一轮又一轮，但如何对待金庸小说及
如何改编金庸小说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
三近几年来，我受制片人张纪中先生的邀请，参与了他担任制片人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
、《神雕侠侣》（已经播放，毁誉不一）、《碧血剑》（制作完成，即将播放）、《鹿鼎记》（正在
拍摄过程中，即将进入制作阶段）和电影《神雕侠侣》（因为多种原因，至今仍未投拍）等作品的改
编创作。
我的身份是文学顾问，实际上却参与改编策划、剧本统筹和剧本编审等多项工作。
参与这些作品的改编工作，我曾与不同的导演、投资人及数十位编剧合作过，见识过多种不同的改编
理念和改编方法，与一些编剧和导演之间有过激烈的争议和大大小小无数次的讨论切磋，总体上是大
家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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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讨论和争议之后，多半都能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
在与富有经验且具艺术才华同伴合作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的新知识和新经验。
切实了解到电影或电视形式与小说之间的不同，因而必须经过艰苦的改编和再创作，才能够找到恰当
的形式将金庸小说的形象和灵魂充分地表现出来。
当然也会有难以合作的时候，有些编剧虽然富有编剧经验且有创作才华，但他们的剧本不只改编，更
多的其实是改写；不仅改写了金庸小说的故事情节，甚而改写人物性格。
不能说剧本不好，但却不是、至少不完全是金庸小说的改编剧本。
我只能说，这些编剧没有认真阅读金庸小说原著，没有深入理解金庸小说的肌理和精髓，甚至对小说
原著还缺乏应有的了解和尊重，因而导致有些情节和场次的改编，看起来虽然有戏，实际上损害了金
庸小说的肌理。
为了大家有一个共同工作的基础，从《神雕侠侣》的改编开始，我都会先写出改编备忘录。
也就是将我能够想到的一些问题写出来，诸如对原著的理解，对其中主题和人物的分析，对小说情节
肌理的梳理，对改编风格和改编难点的思考等等，供大家讨论，然后再根据大家的共同认识确定具体
的改编思路和改编方案。
备忘录的形式和性质并不一样，有些只是一个讨论提纲，有些则兼具策划书的性质。
因而有些比较简略，而有些则相当完备周到。
四本书收录了我的几个备忘录，需要作一些具体的说明。
首先，其中没有40集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的改编备忘录，因为我参与这部戏的改编工作时间比
较晚，第一次参加摄制组的集会，已经是讨论剧本的初稿阶段。
因为中途加入而后程不得不快马加鞭，我没有来得及从容地写出一份详细的《射雕英雄传》改编备忘
录。
我的观点和意见都在讨论会上口头发表，当场讨论，从而没有任何文字记录。
对剧本的审读报告及其具体的意见和建议也大都写在剧本打印稿的空白处，因为没想到要保存这些，
所以搬家之后，这些剧本文稿和我的意见与建议文字也就全都丢失了。
其次，40集电视连续剧《神雕侠侣》的改编，我写出了备忘录，但后半程我一直在国外做访问研究，
只能通过电子邮件与编剧和导演讨论。
我的电脑曾染上病毒而导致一些文件丢失，所以，这里收录的关于电视连续剧《神雕侠侣》的备忘录
也就只是一个提纲，而不是备忘录的全文。
好在我还参与了电影《神雕侠侣》的策划，并写出了完整的策划讨论方案，且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从中也可以看到我对这部小说的基本看法及其改编思考。
再次，这里收录的30集电视连续剧《碧血剑》和50集电视连续剧《鹿鼎记》的改编备忘录，是我根据
改编工作备忘录删节而成。
也就是说，这里发表的，只是实际工作备忘录的一部分。
因为具体的工作备忘录中将这两部作品的所有人物都作了备案索引和分析提示。
对于并不实际参与改编工作的读者来说，有些内容未免多余。
不过，除了删节之外，在其他方面并无修改，全都保持原状。
又次，最后收录了两个特殊的备忘录，即场景设计备忘录。
场景设计和主题影视城的设计，既非我特长，也不是我的正常工作。
只是，我曾应邀参加过包括浙江象山《神雕侠侣》影视城等多家主题影视城的策划讨论，有意思的是
，最终建成的影视城，我没有留下文字；而我留下备忘录文字的影视城却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最后
并未建成。
我把它们也收录在此，也算是熟悉金庸小说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另外也有一份特殊的纪念价值。
五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过去的几年间我本人也曾参与过几部金庸小说的改编工作，我对金庸小说改
编作品批评的公正性可能会受到质疑，也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丧失了充当公正的批评家的资格。
在这里，我不再是以一个批评家的身份说话，而是以一个金庸小说改编的参与者的身份说话。
我的这份《备忘录》，并不是对其他金庸小说改编作品的批评，而是自己参与的几次金庸小说改编的
真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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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写作备忘录的目的，如前所述，不过是作为一个改编顾问和策划人，为编剧、导演、制片人和
其他策划人的讨论提供一份讨论的草案，以便大家有一个开始工作的共同平台。
其中有我对作为改编对象的金庸小说的主题、情节、人物性格等方面的理解，有对金庸小说改编基本
原则和思路的探索，有对一些改编难点的梳理和分析。
前车之鉴，无论是作为成功的经验或作为失败的教训，都应该也值得与大家分享。
对于影视创作界以外的读者，只要喜爱金庸小说或喜爱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剧作品，这本书也有
一些可以分享的东西。
例如，其一，从影视改编的角度看金庸小说与纯粹地看金庸小说文本角度大不相同，因而看法和所见
都会有所不同。
其二，通过这本书，多少可以了解一些金庸小说改编及其影视制作的思路、流程及其相关的内部消息
。
其三，备忘录说到底仍只不过是一种设想，一种讨论的草案，与最终形成的影视作品还有相当的距离
，了解其中的差异，或将此作为一种观看或评价影视作品的参照系，或许不无补益。
当然，这不过是我自己的个人想法，真实效果如何，尚待读者朋友阅读和鉴定。
毕竟，这些“备忘录”不过是些改编工作的备忘录而已。
是否值得一读，请您看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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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林黛玉和贾宝玉。
一千个人就有对金庸小说的一千种不同理解。
改编金庸作品，正是对金庸小说不同形式的诠释。
你说你的金庸，我说我的金庸，各有所短，自然也会各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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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墨，安徽省望江县人。
1960年生，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
现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1986-1990年间发表过大量文学评论文章。
著作有“评金庸系列”，以及《新武侠二十家》、《新武侠五大家导读》、《新武侠之趣》、《海外
新武侠小说论》、《细读神雕：问世间情为何物》、《拍摄秘笈》、《武侠文宗：金庸小传》、《中
国军事精粹》、《妙悟心禅》以及《刘心武论》、《张艺谋电影论》、《陈凯歌电影论》、《黄建新
电影论》、《费穆电影论稿》、《中国武侠电影论》、《中国武侠电影史》、《中国百年电影闪回》
、《影坛旧踪》、《半间斋影话》、《中国电影十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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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关于“改编备忘录”金庸小说与电影　一、金庸小说的高难度　二、金庸小说的电影改编　三
、金庸小说的影响与启示30集电视连续剧《碧血剑》改编备忘录　一、主题研究　二、风格设计　三
、情节与线索　四、改编原则　五、改编难点　六、改编要点　七、人物分析与提示40集连续剧《神
雕侠侣》改编备忘录（提纲）　一、主题层次与要点二、风格层次与要点　三、重要人物及其个性类
型　四、武功打斗的想象和设计　五、需要讨论和处理的难题　六、人物关系与重要故事情节　七、
逐回讨论电影《神雕侠侣》改编备忘录　一、引言：改编金庸的难处　二、对《神雕侠侣》小说的理
解和电影的设想　三、保留什么：原则与要点　四、删除什么：原则与要点　五、逐回题材初选与提
示　六、三种初步构想及其分段建议　七、重要人物的性格及其相互关系　八、结语：对编剧和导演
人选的建议50集电视连续剧《鹿鼎记》改编备忘录　一、主题认知二、风格：幽默与卡通　三、结构
分析　四、语言艺术　五、情节与疑问　六、人物与名册　附录一：《鹿鼎记》场景提要与说明附录
二：《倚天屠龙记》主要场景策划备忘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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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侠的三要素金庸小说的“武”与众不同，其“侠”更是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将侠的概念拓展为一定的价值模式、人性特征、个体性格的结合。
而上述三者，就是金庸小说的侠的三要素。
金庸小说的这种探索与创造，曾经受到过指责，轻一点的，说他是“正邪不分”；而重一点的，则指
责他“以邪代正”。
——金庸小说的发展趋势，确实是“侠气渐消、邪气渐长”。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金庸将侠义、人性、个体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且重心由前向后偏移。
具体地说，金庸小说的侠的观念及其人格模式在不断地由理想化向现实人格发展，由古典理想向现代
理想发展。
先看价值模式的转变。
武侠文学的“侠”是极容易概念化的。
无非是锄强助弱、济困扶危、替天行道；再提高一步，便是反抗官府统治、抗击外族入侵；升华到极
点，便是民族英雄兼社会精英，或是——如梁羽生先生所说——“时代本质的反映”。
不论是哪一种，都很容易概念化和公式化，不容易活，更不容易变。
至多不过是在“草莽英雄”与“儒雅之侠”间作些文章。
梁羽生先生的小说往往就由于概念化而导致公式化，以至于让入看多了就会觉得雷同、乏味。
金庸小说的创作，自然也是从侠的概念入手，而且顺应潮流，写民族斗争主题（这与旧武侠小说相区
别）及儒雅之侠，因而他所选择的侠的价值模式，也就顺其自然，从“儒侠”开始。
《书剑恩仇录》这部书，便是将陈家洛这一形象塑造成一种儒侠的典型，无论是他从事的活动的性质
，还是他本人的形象，都符合儒侠的标准。
《碧血剑》开始由儒向侠偏移，袁承志与陈家洛相比，有明显的两点差异，一是职业上不再是地下党
式的领袖，而是地道的江湖中人；二是身份上也由书生向草莽英雄进了一步。
但这不妨碍袁承志在客观上帮助李白成反明朝抗清兵，最后当然又反过来透视李自成。
《射雕英雄传》的主人公郭靖，是彻底的草莽英雄，即他的身份、学历都降到低点，连袁承志也比不
上。
但另一方面，郭靖的思想境界——当然也代表作者的思想探索——比前二者更高，他是“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而且天性朴厚而深受儒家传统的影响。
第一阶段是“儒家人格化”阶段，特点是要为国为民，愿牺牲自我。
紧接着的《神雕侠侣》则大变，其价值形式转为“道家人格化”形式，特点是至情至性、追求（实现
）自我。
杨过的形象与郭靖等人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让我们简单一点，《倚天屠龙记》的张无忌的人格模式，又由庄子式的热情（如杨过）转为老子式的
“无为”。
《侠客行》又标志着一个新的价值模式，即“佛家人格”形式。
主人公石破天虽然不是和尚，却生具佛性，赤子衷肠。
特点是无欲无求，无私无我，甚至无名无姓，这种“没有自我”又与牺牲自我或实现自我大不相同。
小说《天龙八部》之名取自佛经，小说的主题也是从另一面揭示人世间“有情皆孽，无人不冤”的悲
剧性，其中段誉、萧峰、虚竹都是人世苦海的“自我超度”者，慕容复、游坦之无法超度，就或者身
败名裂，或者不得善终。
以上是理想化／古典化的阶段。
其中还有《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试图写“真正的侠”，结果未能如意。
往下写，作者的“现代意识”就大大增强了。
例子是由大侠到小侠，由自觉行侠到非自觉行侠后，又进一步，从“有侠”到“无侠”。
——小说《连城诀》中的主人公狄云，就是一位非常特殊的人，这位乡下小伙子非但没有侠的意识，
连走江湖的念头都不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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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命运将他卷入一桩无法摆脱的师门矛盾及夺宝之争的漩涡，而且他是一位纯粹的受害者，是一位普
通平凡的受冤枉的人。
这与所有的侠都不一样。
小说《白马啸西风》中的李文秀也不是一位侠，而是一位伤情者。
这一点，《越女剑》中的阿青与之相同。
小说《鸳鸯刀》的主人公袁冠南、萧中慧、太岳四侠等人也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侠，而是喜剧式的人
物。
“太岳四侠”自视甚高，其实不过是江湖小混混，作者如此写，是明显地要“开侠的玩笑”。
“无侠”是一种，另一种则是“浪子”（如《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
根据林语堂先生对“浪子”的定义，这一类型的人物是反权威、反正统、求自由、图自在的人物，他
们聪明机智，自视不低，具有明显的现代性，而且是“人类希望之所在”。
令狐冲形象的不一般处，在于他能够在争权夺利的江湖上为自由的信念而奋战不休，并最终能“笑傲
江湖”，这使《笑傲江湖》这部描写三千年中国政治历史及权力斗争的小说中有了现代自由浪子之希
望的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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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一本从未出版过的新书。
人民出版社要集中重新出版我曾出版过的金庸小说研究著作，我当然非常高兴，也非常感激。
高兴和感激之余，也有一点惶愧，这一套新书如果全都是旧作，心里总是有点过意不去。
因而想：一套书中总要有一两本新作才好。
进而想到，自己近些年来参与多部金庸小说改编工作，其中的一些备忘录，或许不无出版的价值。
于是，就有了这本新书。
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第一次发表。
只有第一篇即《金庸小说与电影》曾收入上海三联版《孤独之侠》一书以及台湾远流版《视觉金庸》
一书。
现在让它“归队”，而在原《孤独之侠》即《金庸小说散论》一书中补充新的论文。
参与多部金庸小说的改编工作，我总共写下了超过一百万字。
其中包括策划书，备忘录，讨论提纲，回应编剧和导演的提问，分集提纲和分场提纲的阅读意见、建
议和总体报告，以及剧本每一稿的阅读报告、具体意见和建议等等。
这里的二十来万字，就是从这些文字中精选出来的。
此前，山东画报出版社曾出版过我的《细读神雕：问世间情为何物》（2006年5月第一版），书的主要
内容是对小说的细读和细评，其中收入了一些有关这部小说的电影和电视剧改编的文字——这本书的
责任编辑曾设想要专门编辑一本我本人谈论该书的电影和电视剧改编的书，但因为我当时忙于别事，
有许多文件没有及时找到，遂作罢论。
另外，江西美术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我的《（碧血剑〉拍摄秘笈》（2007年1月第一版），将我有关《碧
血剑》改编的文字收录了不少，包括我对剧本一稿到三稿的意见和建议的精选文字。
只不过，这是一本图文书，其中包含了数百幅最新版电视连续剧《碧血剑》的剧照，我的文字几乎成
了照片的附属品。
我关于《碧血剑》改编的文字共有35万多字，那本书也不过收录了其中的一部分。
我自己更看重这一本书。
不仅因为这本书全部由我自己编写成，而且包含了多部作品的备忘录，集中起来，可以看到更多的内
容，且能更清晰地看到我的一些改编创作思路，反过来，从这样的角度看金庸小说又会有新的心得。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向人民出版社及其相关领导表示衷心感谢！
感谢责任编辑孙兴民先生、许运娜小姐及其他工作人员为此书所付出的辛劳！
陈墨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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