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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不久前，我去拜訪一位愛好文學的親戚。在她帶著我參觀她的藏書區時，她

在某處停了下來，抽出一本紅色封面的小說，眼神中綻放了光采。她說這本書非

常的容易閱讀，但讀完的人往往痛哭流涕。使我不禁翻開了這本書，進入了余華

的世界—《活著》。 

 

  由於此書太令人著迷，我上網搜尋了許多相關資訊，發現張藝謀也以此書為

藍本，拍攝了同名的電影，而且它曾榮獲法國坎城影展的評審團獎、最佳男主角，

以及全美影評人協會最佳外語片獎等，因此我馬上租了片子來看。在看電影時，

我發現它和書中的情節有許多的不同，拍攝和寫作筆法上也有差異。這些差別讓

我對於兩者的解讀上有了不同的領受，因此想要進一步研究余華的活著(以下簡

稱「原著」)和張藝謀的活著(以下簡稱「電影」)之間的差異。 

 

二、研究方法 

  擬定主題後，除了蒐集資料，也和讀過和看過《活著》的親朋好友討論。決

定從「文學原著改編電影」的對讀角度，來比較二者的異同。再透過人物、場景、

觀察視角、象徵和思想，依序呈現「活著」的表層意義和深度文化意涵，進而更

進一步的研究藝術作品中，文字和影像所構成的元素，以及其間的異同。 

 

 

貳●正文 

 

一、時空背景 

 

  （一）年代 

   １、原著 

 原著的年代一開始並沒有明講。書的開頭是這樣寫道：「我比現在年

輕十歲的時候，獲得了一個遊手好閒的職業，去鄉間收集民間歌謠。」(余

華，2005) (註一)這只有說明作者遇到故事主角時，是十年前的事。接下

來主角福貴開始述說他的故事時，也只有點出相對於現在的時間「四十多

年前，我爹常在這裡走來走去……」(余華，2005) (註二)。直到福貴的故

事說到他「最風光的那次是小日本投降後，國軍準備進城收復失地。」(余

華，2005) (註三)時，作者才提示我們當時的年代。而往後的整本書，作

者巧妙地透過一些歷史的大事件及對當時社會的描述，讓讀者運用本身的

歷史常識，自然地隨著故事的推進，跟著福貴經歷了國共內戰前到文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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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後人民的生活。 

   ２、電影 

 電影則是當某個年代開始前，就很清楚地以字幕說明現在是哪一個

年代。透過電影影像的背景，觀眾也能推得當時的年代。另外，雖然電影

是以原書為基礎改編而成的，但他的故事年代含括較長，是從國共內戰前

到改革開放時期。片中導演運用的手法，是：從一個普通人家的事入手，

不強調什麼，歷史就沉浸在其中了。（陳墨，2006:139）（註四） 

 

（二）時間的安排 

 

 １、倒敘與順敘 

原著是採用倒敘法寫書的。他先說之前自己因著一份收集民間歌謠的

工作，有機會遊走在鄉間，再導出當年令他印象深刻的一個老人，也就是

主角福貴。接著作者開始敘述當年福貴所自述的人生經歷。 

 

電影是採用順序法拍攝的。張藝謀省了余華一開始導入福貴的故事的

功夫和時間，直接就進入福貴的人生經歷，以旁觀者的角度將他的故事記

錄下來。 

 

 ２、處理時間推移的方法 

 

  原著和電影所跨越的年代都很長。余華多是用大事連接一段平日的生

活後，再推向另一個年代的大事的方法處理時間轉移的問題。這樣不但解

決了寫流水帳的危機，用平日生活當年代之間的橋樑，也使時間的推移很

自然，使讀者在進入下個情境之後，才發現年代已經是不一樣的了。因此

讀起來會感覺時間過得很緊密，但事實上已過了十幾年。 

 

  電影則是在進入下個年代時，會以字幕說明年代。這樣做可以壓縮不

必要的描寫，使影片情節較為緊湊，但相對來說，也會讓觀眾感覺時間跳

得很快，反而有拉長時間的效果。這種作法的缺點是較無法顯出時代間的

關聯性。 

 

二、表現手法 

 

  原著的開頭很像是余華在寫前言，又像個回憶性隨意的筆記一樣，絲毫看不

出作者正在帶你進入一個故事，直到福貴出現時，仍像是作者正在講述自己當年

收集民間歌謠的生活，就這樣作者悄悄就帶讀者進入了福貴的故事。在福貴的故

事中，作者又四次中途拉回到當時在聽福貴敘述的場景，讓讀者知道作者仍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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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自己的經歷，還是跟福貴坐在田園間。這樣的寫法增加了整本書的真實感，

以自己和老福貴的互動，使讀者更加相信福貴的故事的真實性，使得故事又更為

感人。  

 

  原著在敘述自己和老福貴的互動和講述福貴的故事時，寫作的方式也有所不

同。他在描述真實的老福貴時，雖然篇幅很小，但是描寫得很細膩，對他的一舉

一動及神情都有特別的敘述。然而他在寫福貴的故事時，卻是非常的冷淡，多不

加以描述，不刻意渲染，只是將事情確實寫出來。這樣自能讓讀者有足夠的資訊

營造在現場聽故事的情境，特別是余華敘述自己和老福貴的對話，這大大增加了

當聽眾的互動性。而客觀的敘述福貴的故事，使讀者就像親手從福貴口中聽故事

一樣，能夠自己去感受，而沒有作者預先的主觀意識為參考。它並沒有刻意對歷

史背景加以敘述，但是讀者能在發生的事情中得知是哪個年代，並且自己去感受

那個年代整個社會的樣貌。余華冷淡的寫法反而使事實更為殘酷。 

 

  而電影則保留了原著的主要故事梗概，而改變了描述手法與結局，直接以福

貴的故事為主軸，演出福貴的一生。觀眾主要是直接接受所看到的影像訊息，只

要處理得好就很真實，所以不需要花時間像書一樣導入故事，若是那樣拍電影情

節就會很冗長且複雜。 

 

  原著的敘述頂多讓你知道歷史年代，若是要很清楚詳細的景象，則需要冗長

的敘述，但這樣會拖太久，會將故事張力削弱。而電影中，張藝謀很仔細安排背

景，用許多小東西和小細節，使得當年街景旱情況能真真實實地被呈現出來。例

如土法煉鋼時，有一兩秒拍到有人把腳踏車拿出來燒，他的鏡頭沒有刻意特寫，

但卻很深的表達出當時政府的無知無理和人民愚蠢的順服和無奈。 

 

三、人物呈現比較 

 

  原著與電影所營造的角色形象有些不同。以主角福貴為例，書中對福貴仍是

少爺時的描寫，真的是毫不留情的，同樣是家珍(福貴之妻)勸他不要再去賭博，

電影裡的福貴還會去憐憫心疼哭泣的妻子，主動去安慰她，然而書中的福貴聽完

家珍委婉的勸告後，卻是這樣想的：「我偏偏是軟硬不吃，我爹的鞋和家珍的菜

都管不住我的腿，我就是愛往城裡跑，愛往妓院鑽。」(余華，2005) 

 

  原著和電影中對福貴敗光家產後，認真過活的描述是差不多的，但書中以耕

田為業遠遠比以唱歌仔戲賺錢來的辛苦，由此可見書中所呈現的福貴在破產前後

有不太真實的巨大改變，但也由此非常深刻地表達了「活著」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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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故事情節 

 

  原著透過一個老翁的回憶，敘述從富家子到一無所有，再經歷白手起家，最

後仍孤身一人的過程，脫離了所有愛恨情仇，只為了活著而生存。而電影則刪掉

了很多太細小沒用的敘述和情節，展現了獨到的黑色幽默。例如福貴從童年開始

的敘述，電影裡完全沒說，而是直接從福貴已經堵上癮快書光財產時開始的。但

原著裡需要提到，因這樣較自然，才像是一般老人的習慣：先從童年開始回憶，

而且除了大事，一定也會有瑣碎而沒有條理的部分。 

 

  原著和電影最大的差別是：書中的人除了福貴都一個一個死了，但是電影中

最後還有妻子、女婿和孫子在。這樣的情節差異，有了很不一樣的效果和意義。

書中余華用不斷發生的死亡事件來延續整個故事，總是在看似趨於有幸福結尾的

地方，就會戲劇化地發生死亡悲劇，但是福貴都沒什麼抱怨，還是撐了過去。這

清楚的表達生命的韌性和順天知命的人生觀，就像作者曾在記者會上說的：「“活

著”一詞充滿力量，不是喊叫，也不是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

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 

 

  電影中的結局，則只有福貴的兒女死了，其他人都還活著。片尾由福貴回答

孫子的話：「小雞長大會變成鵝，鵝長大會變成羊，羊長大會變成牛，牛長大了，

饅頭也長大了。」，很清楚的表達了生命延續所帶給人對未來永不放棄的希望，

也說明了只要活著，就有希望的人生哲理。 

 

  原著中有許多看似無用的小細節其實是有呼應性的，例如在福貴輸光家產

時，他爸爸語重心長又帶有自嘲意味地說：「從前，我們徐家的老祖宗不過是養

了一隻小雞，雞養大後變成了鵝，鵝養大了變成了羊，再把羊養大，羊就變成了

牛。我們徐家就是這樣發起來的。」又說：「到了我手裡，徐家的牛變成了羊，

羊又變成了鵝。傳到你這裡，鵝變成了雞，現在是連雞也沒啦。」(余華，2005)

這段話算是很平白無奇，是一般鄉下人會說的話。 

 

  但在人都死光，只剩孫子苦根和他相依為命時，他一次看著家裡養的兩隻

雞，想起爸爸曾說的這段話，就跟苦根說：「這兩隻雞養大了變成鵝，鵝養大了

變成羊，羊養大了又變成牛。我們啊，也就越來越有錢啦。」(余華，2005)這話

一引出來，它與之前敗光家產的光景一呼應，使得這段文字的涵意更加深刻，傳

達出活著的踏實感和希望。而苦跟聽了後的反應也使這段文字更加有意義，書中

有這段描述：「從那時以後，苦跟天天盼著買牛這天的來到，每天早晨他睜開眼

睛便要問我：『福貴，今天買牛嗎?』有時去城裡賣了雞蛋，我覺得苦根可憐，想

給他買幾顆糖吃吃，苦根就會說：『買一顆就行了，我們還要買牛呢。』」(余華，

2005) 從苦根的言行中，很清楚的傳達了這句話帶出的影響力—活著雖然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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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充滿了滿滿地希望，而這買牛的希望帶出了極大的支撐力和活著的動力。後來

苦根死後兩年，福貴有了足夠的錢去買牛，這算是他「活著」意義的實現，呼應

了先前的那段話。 

 

  電影同樣有提到那段話，是在影片結束前。當福貴將小雞放入皮影戲的木盒

時，他跟饅頭（原著中的苦根）說的。這段話同樣帶著的活著的希望，但是卻沒

有像書中呼應敗光家產的景象，而呈現出的對比來的深刻。 

 

 

五、活著的象徵物 

 

  原著中當福貴輸光家產走投無路時，他去向龍二租了五畝田耕種。他們一家

人都很辛苦的工作，就算累了病了也不肯罷休，而在人民公社時期，土地都收為

公有時，書中有這段描述：「家裡五畝田歸了人民公社，家真心裡自然捨不得，

過來的十來年，我們一家全靠這五畝田養活……」(余華，2005)。那田地養活了

他們，使他們得以活著，但相對的，也是他們踏踏實實活著，天天辛勤耕種，才

能有收成。這象徵著堅忍的活著。 

 

  電影中，龍二則是給了福貴一盒演皮影戲的道具。這盒道具始他們一家度過

了剛開始的貧窮，讓龍二在國軍和解放軍終能討長官歡欣而藉此生存，所以當他

們要煉鋼時，他便不肯燒掉這個能提醒他如何活著的道具，直到文革時，在紅衛

兵的堅持下，他才無奈地燒掉了這些因著有點歷史所以被稱為反動的道具，只有

木箱子倖免。最後在電影結束時，他把家裡養的小雞裝了進去，象徵了活著是有

生命的，有希望的。電影中從頭到尾一再出現的皮影戲盒，不但呈現了急遽變遷

的中國社會中，好好活著的希冀，也彰顯了大時代下卑微中國人民生活中相濡以

沫的享受與溫暖。 

 

參●結論 

 

  在研究的過程中，我發現文字和影像之間的轉換其實是門很複雜的學問。影

像能將抽象的一些敘述或含意轉為具體的表現，但若是太具體，又會使作品失去

美感，失去留給人們思考想像的空間。文字和影像能呈現的東西本來就有所不

同，所以如何將自我的優勢發揮至大就是關鍵，而知道如何巧妙地彌補本身的缺

陷也是很重要的。 

 

  余華從自身的經驗開始說起，製造了十年前遇到福貴的情境，讓讀者相信這

故事的真實性。而福貴對自己人生的回憶，又製造了下一層的情境，使讀者在不

知不覺中進入了福貴的故事。而透過這樣的情境，讀者也不知不覺地接受了余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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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活著」的價值觀。 

 

  在此一手法上，電影和余華原著的筆法一樣，當主角在夢境中時，都會藉由

某種事物來提醒他什麼才是真實，讓他知道自己身在夢中，而不是真實世界，以

避免沉迷。余華在書中，都會安排在福貴有重大事情發生後，拉回他設計的一層

情境中，也就是他的真實經驗，使讀者不會沉迷在福貴的故事中。這樣的做法提

醒了讀者──作者仍在敘述十年前聽故事的情景，讓讀者更加體會到這是真實

的。這種表現方式印證了戲劇美學的觀點：「我」首先「看」一個「世界」，「聽」

一個「世界」，透過「見」「聞」，「我」才進入這個「他在」的世界（曹其敏，2003:15）

（註五），從而突顯藝術表現者對人生與歷史的高度淬取與呈現功力。 

 

  此外，細讀余華的《活著》時，我突然想到今年夏天看的一部電影—《全面

啟動》。這部影片的主要內容就是要在別人的腦裡植入一個想法，而植入的方式

就是要製造一層一層的夢境，並且讓別人進入下一層夢境時，是很自然的。且為

了使夢境真實，需要運用許多記憶和經驗。導演拍攝的手法也是運用此道理，使

得觀眾隨著主角進入一層層的夢境，所以當觀眾看完此片後，都會有種現在是醒

著還是做夢的感覺，導演也成功地透過電影植入了他想給觀眾的想法，讓人們去

思考什麼是真實的。余華寫《活著》的手法，正和此電影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認為張藝謀的《活著》做了許多不錯的詮釋和發揮，但是跟書中自然的把

人帶入情境和思想的手法相比，電影在這方面就不能留給讀者較大的思考空間。

《全面啟動》和余華的《活著》的連結，證明了文字和影像其實能夠做出相同的

效果，但是要如何處理如何呈現，就要很清楚自己的優勢和不足之處。若是能有

機會，從符號學或戲劇美學的角度，更深入地研究文字和影像構成的元素轉換和

特色，相信不但對於文字和影像能有更精確的認知，也能觸類旁通，進行更深廣

的跨類詮釋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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