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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因的传承和期待视野的变化：经典名著诠

释与改编的双重驱动*

[摘    要]    经典作品的改编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既有关艺术原则，也涉及市场需求，如何看待经典作品的改编分歧较大。采用文

本分析方法，以家喻户晓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4部改编影视作品为例，探讨各版本所代表的社会语境下读者群体主观意愿的演变

过程可以发现，文化基因的传承和期待视野的变化是经典名著不断被改编的双重驱动力量。经典的诠释与改编不能违背作品的文化基因，

但同时也需要满足不同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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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aptation of classic masterpieces is always a controversial issue, which is not only related to artistic principle, but also

to market demand. Taking four adaptations of Journey to the West, one of the four major masterpieces as an example, using the

method of text analysis, it is shown that cultural genes inheritance and expectation horizon changes are dual drives of classic

masterpieces' literature adaptation by studying on the evolution of subjective intention of readers group in the social context represented

by masterpieces' various versions readers group. Interpretations and adaptations can not abandon the cultural genes of classic

masterpieces, meanwhile need to meet expectation horizon of readers in different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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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Genes Inheritance and Expectation Horizon Changes: Dual Drives of Classic Masterpieces' Literature and Adaptation

1    引    言

　　经典作品的改编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既有关艺

术原则，也涉及市场需求。围绕经典名著的诠释与改编，无

论从艺术创作、读者接受角度，还是文化宣传、学术研究

角度，均存在很多争论。其中，那些不背离原著，重现原

著的改编通常被认为是对原著的极大尊重；而那些颠覆性

的“大删大改”，或者“戏仿”“恶搞”则可能遭受专家学

者乃至主流社会的谴责，甚至被贴上了某些“道德”诉求

的标签。但吊诡的是，这类不为专家学者认可的改编往往

会收获大众的欢迎和热捧。好莱坞电影大师理查德·布鲁

克斯说：“除非把书放在摄影机前，把文字一页一页地拍下

来，否则，任何一部小说在改编时都必须改头换面。”[1]那

么，名著究竟应该怎样改编？什么样的阅读诠释才是合适

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并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2    经典作品改编的两个重要概念

　　上述疑问并不是容易解答的问题，涉及到对名著的文

化基因和读者的期待视野的双重解析。“文化基因”一词来

源于 1 9 7 6 年英国牛津大学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Selfish Gene）中

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Meme（国内有不同翻译，“模因”“幂

姆”均指Meme） [2]，道金斯用这个概念来说明文化传承中

的基本单元，正如遗传基因对于生命的意义。Meme 通过

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方式，将某种文化，包括思想、

观点、习俗、行为方式、文化风尚、语言表达等从一代传

到另一代，从一个地区传递到另一个地区。道金斯认为，

Meme 具有两种特性：一是相对稳定性，在传播当中Meme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阅读机制与导读策略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3TBQ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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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被不断复制、模仿和再创造，但其最重要的特征和性

质是相对稳定的，具有强大的繁衍能力以及向“他者”渗

透的能力；二是具有变异性，Meme 不是固化不变的，而

是不断进化和发展的，总是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寻找更适

合的存在形态[2]。正如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思想，“能够生

存下来的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

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物种。”[3]文化基因也是如此，

它总是在变化中保持自我，同时又发展自我。

　　与此相对应的是“期待视野”这一接受理论的重要概

念。接受理论认为，对于任何一个读者来说，在他准备阅

读一部作品之前，其实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和预期，这

种先在的理解就是期待视野。期待视野的产生受到读者既

往生活经验、阅读审美体验以及社会风尚的制约 [4]。因此，

读者的期待视野是动态的，会随着读者的阅历、审美的趣

味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只有当读者的期待视

野与文学作品相融合的时候，对于读者来讲，才能被真正

地接受和理解。同一个作品，不同的读者其期待视野是不

一样的，即使同一个读者，其期待视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每个时代的读者都会因社会语境的不同，形成不同的审美

观和价值观，当然也就产生不同的期待视野。

3    经典作品之文化基因解读：以《西游记》为例

　　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深受影视制

作者的青睐，历经了数十次的影视改编，凝聚了不同时代、

不同类型的读者群体。因此，本研究以家喻户晓的《西游

记》作为分析案例，梳理出不同历史时期4个重要改编文

本，寻找文化基因的延续和变迁，并由此发现不同时代读

者期待视野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揭示发生这4次不同改

编的合理性诠释因素。

3.1    《西游记》的4个重要改编版本

　　《西游记》最具典型性的4个改编版本即中央电视台制

作的25集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以下简称央视版《西游

记》），香港彩星电影公司和内地西安电影制片厂1994年联

合投资拍摄的《大话西游》，2011年比高集团及中影集团

投资拍摄的《西游·降魔篇》以及2015年由高路动画、横

店影视、十月动画、微影科技等联合出品的动画电影《西

游记之大圣归来》。

　　按照王同坤关于《西游记》影视改编的分类，主要有

移植式改编、取材式改编、演义式改编3种方式[5]，上述4

部作品正好分别反映了这3种改编形式的特点。其中，央

视版《西游记》与《大话西游》分别属于移植式和演义式

的改编，而《西游·降魔篇》和《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则

是取材式改编与演义式改编结合的产物（见表1）。

　　1986年上映的央视版《西游记》被认为是最“忠实于

原著”的改编，它所诞生的时代，国门刚刚打开，西方文

化影响尚弱，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占据绝对优势。比较具有

颠覆意义的改编作品莫过于《大话西游》，这部作品1995

年刚刚投放内地市场时受到观众冷遇，反应寥寥，几年后

伴随网络上的传播，《大话西游》在年轻人群体中受到热

捧。周星驰用无厘头式的表现风格，充分解构了《西游记》

的经典叙述，将后现代解构主义表现手法尽数融入其中，

因而特别贴合伴随网络成长起来的80后群体。《西游·降

魔篇》出品于2011年，周星驰在重口味喜剧的掩护之下，

其实认真谈论了有关信仰的问题，试图在解构的废墟上重

建社会道德、理想、信念和信仰，原本在《大话西游》中

被拆解的价值，在此片中又被重新凝聚。2015年上映的动

画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从某种意义上是对经典动画片

《大闹天宫》的致敬与颠覆，片中的“大圣”形象迥异于大

闹天宫中的孙悟空，突出了一个英雄的回归与成长，而唐

僧的前世“江流儿”这一人物的特征设计，完全突破了大

众对于唐僧形象的既定认识，立足将童真与善良表现得淋

漓尽致，因而影片收获了始料未及的好评。

3.2    人物分析

　　上述4个改编作品中的人物塑造迥异。下页表2为唐

僧和孙悟空的角色设计，从中可以看出不同作品中人物形

版本类型

央视版《西游记》

《大话西游》

《西游·降魔篇》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创作年代

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90年代

2011年

2015年

改编形式

移植式改编

演义式改编

取材式和演义式改编

取材式和演义式改编

所述故事

取经之路、九九八十一难

孙悟空前世的爱情故事

唐僧前世的驱魔与爱情故事

唐僧前世江流儿与大圣等人的冒险故事

表1  《西游记》的4个重要改编版本对比

文化时尚

忠实于原著的传统文化

后现代主义的颠覆

神魔和娱乐主义的推崇

萌文化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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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基本特征及其关联性。

3.2.1    唐僧形象

　　小说原著中，唐僧的原型是唐代的高僧玄奘。吴承恩

将其西去取经的故事与民间的传说巧妙结合，建构了小说

文本《西游记》。央视版《西游记》剧中的唐僧人物塑造与

小说几乎完全一致，虽然慈悲为怀，但经常是非不分，甚

至盲目善良。而在《大话西游》中，罗家英饰演的唐僧角

色被演绎成为一个    哩    嗦，试图摆事实、讲道理却又不

为听者所接受的可笑可悲的形象。尽管如此，这种说教仍

然体现出唐僧作为师父的崇高地位，即唐僧是真理的持有

者和道德上的典范。《西游·降魔篇》中的唐僧作为正面形

象，以玄奘的身份出现，并取代孙悟空成为影片的主角。

“儿歌驱魔”的情节尽管显得荒诞，但这一版的唐僧有着较

为浓重的理想主义，唐僧善良朴实、勇敢仗义的品格与作

风，甚至超越了原著中唐僧的高大形象。在《西游记之大

圣归来》中，唐僧则界定在唐僧的儿童时代，尚未成为玄

奘之前，只是一个名叫“江流儿”的孤儿，调皮捣蛋却富

有正义感，其“萌”化而可爱的形象深入观众内心。4部

改编作品中的唐僧形象可谓迥异。

3.2.2    孙悟空形象

　　在改编本央视版《西游记》《大话西游》《西游·降魔

篇》及《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孙悟空分别扮演了英雄、

情圣、“妖魔”及落寞英雄的角色。

　　在观众看来，央视版《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是中国土

生土长最富传奇色彩的英雄，其反叛性格和英雄气质最为

观众熟知，是荧幕上正义的化身。央视版《西游记》对师

徒之情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但很少涉及关于孙悟空的

爱情表现。而《大话西游》则反其道行之，对孙悟空这一

人物形象做了颠覆性的艺术重构，实现了孙悟空从英雄转

化为情圣的形象转变。在《西游·降魔篇》中，孙悟空的

形象再次被重写，出现了一个完全“妖魔化”的孙悟空形

象，其本性的狡猾、残暴、嗜杀，几乎突破了观众对之认

同的底线。相较于《大话西游》中人性化的孙悟空，《西游·

降魔篇》中的悟空则更多展现了一种内心或猴性/兽性的

邪恶力量[6]。与之相对应，《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描绘了一

个失去法力的昔日战神，冷漠、狂躁、英雄落寞，但其内

心深处仍然怀有难以割舍的侠义情怀。

　　从对上述改编作品的分析中可以发现，无论哪一个版

本，《西游记》的文化内核，或者说文化基因没有发生本质

的改变。从人物关系上讲，依然是师徒四人；从情节设置

上看，仍然是西去取经，历经磨难的架构；从文化背景上，

依旧融合了释、道、儒的文化内容；从文学风格上，依然

保留了亦庄亦谐、生动有趣、富于想象力的奇幻色彩。

　　但与此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迁，经典作

品会自动吸纳时代的新元素，从更新奇、更独特的视角重

构故事，丰富故事的内涵，使其更具生命力。央视版《西

游记》以“忠于原著，慎于翻新”的改编原则，将九九八

十一难的完整故事形态呈现在大众眼前，刻画了唐僧师徒

四人不顾艰难险阻的进取精神和大无畏的抗争精神；而其

他3部作品，均是从原著中选取局部的故事材料，或者仅

仅把原著的故事视为有待加工的“素材”（取材式改编），对

其进行“演义”。一个有价值的文本似乎永远都不会有终

点，每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构故事。《西游记》

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不同时期的改编使得经典名著《西

游记》成为了不同时代独有的传说。

4    经典作品之读者期待视野分析：以《西游记》的

观众群为例

　　央视版《西游记》《大话西游》《西游·降魔篇》及《西

游记之大圣归来》可以视为不同时代下的社会产物。之所

以会有不同的改编作品，最本质的原因在于不同时代受众

的期待视野发生了变化。这4部作品分别产生于20世纪80

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对原作的诠释和改编直观反

映出了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下读者的心理诉求和文化风尚。

4.1    时代与观众心理

　　20 世纪 80 年代，国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刚刚打开

国门，主流文化和权威的严肃性在很大程度上仍限制着文

学创作者的创新和拓展。与此同时，解决了温饱，思想逐

英雄

情圣

“妖魔”

落寞英雄

表2     《西游记》的4个改编版本人物形象对比

版本类型

央视版《西

游记》

《大话西游》

《西游·降

魔篇》

《西游记之大

圣归来》

唐僧形象

慈悲为怀、意志坚强、

懦弱无能、固执己见

    哩    嗦，试图摆事实、

讲道理。

善良朴实、勇敢仗义、

理想主义

富有正义感、童真可爱、

内心坚定

孙悟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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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解放中的国人尚没有对大众通俗文化产生更高需求，也

缺乏横向的对比和评判，因而央视版《西游记》以其深具

戏剧色彩的剧情，契合了老少群众的口味，获得了极高的

评价。央视版《西游记》是寒暑假被重播次数最多的电视

剧，重播次数超过2 000次[7]。

　　20 世纪 80年代末至 90年代初期，大众社会心理表

现出一种“价值颠覆”的典型症状①，即消解、戏谑和颠

覆一切宏大叙事，抗拒任何以集体、崇高名义裹挟个人

特性的意识形态宣教，告别“重”，转向“轻”；告别严

肃，转向滑稽和玩世不恭，质疑、嘲讽曾经主导社会的

一切道德的美学观念②。在《大话西游》所有受众群中，

以年轻人最为活跃。由于年轻人中主体多为“70后”和

“80 后”，他们对新事物有快速的接受力，思想上也更加

叛逆，崇尚非主流的心理在这一群体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因此，他们往往以反主流、去精英化、蔑视权威、解构

崇高为乐事，而《大话西游》正好满足了年轻观众的这

种心理诉求。

　　《大话西游》上映20年后的中国，社会思潮和大众心

理变迁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大众心理开始由原先的怀疑和

重估一切价值的激进立场趋于平和，虚无主义、怀疑论逐

渐退出，表现出对价值回归的内在愿望，正是这种群体性

的态度逆转及变化，催生了《西游·降魔篇》的创作[8]。

　　一般认为，动画电影作品的市场主要是低幼儿童。虽

然《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故事设定更适合偏低龄儿童群

体，但从观影情况看，其观众是“全年龄段”人群。中关

村商圈影院调查发现，《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在低年龄段人

群较少地域的上座率仍然很高[9]。这说明“萌”化的人物

设计和故事情节安排，切合了目前社会上某一类成人在一

定程度上拒绝长大，呈现童真化、可爱化的文化特点。

4.2    审美风尚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中

国知识界的精英受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影响，将西方

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引进国内，改变了国内主流文

化一元化的格局[10]，影视业领域开始出现一些市场元素，

影视剧的思想内容上也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启蒙”主义

的思潮[11]。央视版《西游记》是最早的《西游记》改编电

视剧，就作品本身而言，其态度严谨，以忠实原著为基本

原则，但在对话和场景设计上，都已经体现出对于市场的

关注和对观众的重视。

　　《大话西游》诞生于香港。香港以其优越的地理和经济

条件，造就了一批中产阶级的市民，其特点是文化气质平

庸而轻松。大众趣味、商业利益决定了这一群体的阅读期

待。面对这样的受众群，影片《大话西游》采用戏仿的方

式把严肃、神圣的意义消解开，让人看到最本质的东西、最

本真的状态。作为一部颠覆性的经典作品，《大话西游》对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的价值观、道德立场、审美习惯等

提出了挑战。《大话西游》以其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和价值

取向，成为20世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之一。可

以说，它以广泛的影响力，渗透到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促

使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心灵结构、生活态度发生了改变。而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则以动画的形式出现，突出“萌系”

审美的特征，不少动画形象非常符合当下可爱、萌化的审

美观，照顾到观众对动画形象“萌”的需求及放松心情的

需要。

　　从央视版《西游记》到《大话西游》，再由《西游·降

魔篇》到《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其内在价值取向上的这种

反转，极富象征性地体现出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心态

由维护到解构，再由解构到重建; 由价值至上到价值虚无，

由价值虚无再到价值期待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也正是读者

的心理期待不断调整、改变的结果。

5    经典作品诠释和改编的双重驱动力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就经典作品的

诠释与改编而言，它有两个方面的驱动力：其一，经典之

所以是经典，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文化基因，它保证了

文化的传承，同时也维系着社会大众的文化认同，这是经

典作品被不断诠释、改编的最本质原因；另一方面，经典

作品在传承过程中也不断发生着改变，这种改变是以读者

为中心的，满足不同时代不同读者的期待视野，是读者对

经典作品改编提出的要求。改编者、诠释者所要做到的是

在把握不同社会语境下读者期待视野发生变化的同时，保

证作品的文化基因不被丢失。好的改编作品正是在这样的

平衡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所谓文化基因，就是决定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

本因子、基本要素”[12]。这种文化基因的复制和传播，使得

不同文化模式得以保存、维系和传承[13]。《西游记》之所以

会有如此众多的改编版本，恰恰是由这部中国古代经典作

品的文化基因所决定的。《西游记》从明代产生之时起就不

断被改编和诠释，被改编的形式有戏曲、电影、电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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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等，不一而足，传播的范围涉及海内外。这充分说明《西

游记》所具备的文化基因具有复制能力、延续性和继承性，

至今仍有被改编、复制、演绎的生命力和价值，其被改编

的过程即是中国古典文化传承和延续的过程。

　　与此同时，经典作品也具有文化基因的变异性。在阅

读一部作品的过程中，正如金元浦所说，“读者的期待会使

读者自身从作品内容中挑选醒目突出的特点，并赋予作品

某种结构。”[14]央视版《西游记》《大话西游》《西游·降魔

篇》及《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可以分别被视为20 世纪 80

年代、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和大

众心理的镜像。

　　对于经典的解读和诠释总在不断发生，正如意大利作家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要读经典作品？》中所言：“一部经典

作品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15]每

一部文学经典的背后，都隐含了不同时代和读者；经典作

品的生命力是长久的，即便对《西游记》这样的名著进行

“演义”式改编也不是过错，更不是影视制作者的过错。无

论哪一种改编都是读者对文本进行诠释的结果，改编者也

是读者之一，而读者有权对作品做出自己的诠释。经典之

所以成为经典，是由其文化基因的代代传承而向外散发

的。尽管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经典作品在被改编和诠释

的过程中会发生某些变异，但在相当大程度上，其仍然将

维持原来的某些特征和性质，即使发生了变化或变异也不

会完全与原来的文化基因无关。

　　任何改编和诠释的作品都体现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尚

和历史语境，以及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于作品的解读与情感

寄托。试想，曾经不被市场和观众看好的《大话西游》，如

今早已成为观众眼中的一部经典之作。经典作品布满了未

定点和空白点，只有通过读者阅读和想象，才能将经典还

原为一个完备的整体。所谓改编，不过是一个改编者对于

经典的诠释和解读，改编者其实也是读者。不同读者眼中

的作品人物形象自会有所差异，因此，对于经典的改编还

将进行下去。名著需要改编，而且也必然禁得起改编。经

改编的作品无论是怎样的风格，都值得期待。当然，改编

的质量是影响改编作品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应该相信读

者和社会大众的眼睛是明亮的，他们会给出自己的判断，

读者的阅读和想象决定了作品最终的呈现面貌，而这才是

最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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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现代化”叙事拆解革命

叙事，思想界则重新吹响启蒙主义号角，“革命”的神话已经远去，

市场经济、个人主义以新的神话姿态露出了地平线。在这种背景下，

原先的与“革命”相关的一切价值、立场都受到质疑、嘲讽，这就

为20世纪90年代的价值颠覆潮流积累了足够的社会热情和能量。

② 王蒙的《躲避崇高》（发表于《读书》1993年1月号）可谓是这

一时代症状的典型表现。该文为王朔的“躲避庄严”“亵渎神圣”欢

呼，并客观分析了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理想主义受到了冲击，

教育功能被滥用从而引起了反感，救世的使命被生活所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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