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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庆余年》的改编得到了一
致认可，在剧本改编上，主要遵循的
原则是什么？

王倦：这部剧改编只秉持一个观
点，跟着原著的主线走，主线方面基
本不会改动。比如我要丰富一个人
物，或者人物有细微调整，会做出一
些和原著不同的改动，做这些改动
后又会回到原著的主线上。另外，
看到后面剧情时观众会发现，原著
主线的几个大段落不见了，但请大
家放心，我没有删掉它，只是把它转
移了地方，可能会移到后面集中在
一起，比如说推一个剧情的高潮。
就很像搭积木，我挪了地儿，但是没
有剪掉它，基本主线都在，我只是做
了调整。

记者：剧中的一些现代词语运
用，包括人物的喜剧风格改编，在改
编上有特别考虑到年轻观众吗？

王倦：我没有特意为哪种受众群
去做剧，我希望各个年龄段的观众都
能接受。所以做剧的时候更偏向自
己的审美一些。自己想做一个好的
故事，好的人物，情节有趣，然后里面
藏了一点点意思，希望能触动观众的
内心。不能为了讨好观众来做一部
剧。也不是因为这个年纪的受众群
喜欢这种风格，我就按照他们的方向
去做。我的创作理念和方式不是这
样。

●答疑
不会特意讨好观众

编剧王倦揭秘剧集与原著的“变”与“不变”

《庆余年》喜剧背后是悲凉
改编自猫腻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庆余年》目前正在热播，原著作品中，范闲是由现代社会

穿越到故事背景所在的时期，剧版《庆余年》在故事开始前，加了一段原创剧情，男主为了让教
授认可自己的论文命题，通过写小说的方式，假想自己回到古代，让后续故事得以展开。日前，
新京报专访该剧编剧王倦，王倦坦言，自己喜欢写人物戏，喜欢展现每个人物复杂的一面以及
情感的碰撞，虽然《庆余年》看上去有很多谋略斗争的内容，但从整个主题来说，本质上全是人
性的碰撞。“我很喜欢原著小说，希望尽量把人性光辉的一面在剧里表现出来。”

原著中的范闲想做个富贵
闲人，但时势逼得他做不了。范
建千方百计想把叶轻眉的财富
交给他，陈萍萍千方百计想把暴
力机构交给他，都是希望在自己
走了之后，范闲能有足够的力
量。范闲知道庆帝杀了他妈，但
他也不想报仇。

“我希望这世间，再无压迫
束缚，凡生于世，都能有活着的
权利，有自由的权利，亦有幸福
的权利。愿终有一日，人人生而
平等，再无贵贱之分，守护生命，
追求光明，此为我心所愿，虽万
千曲折，不畏前行。”在剧里，这
是叶轻眉试图在古代世界传递
的价值观。

听及母亲提出的“理想社
会”，范闲第一反应是：“这是要
改变整个时代啊。何其宏大的
誓愿，何其艰难的梦想。可是我
不能继承您的梦想，与世界为
敌？我没有这样的勇气，我只想
好好活着。”范闲有平等思想，对
自由向往，但不挑战规则，不执
着于证明自己。在王倦看来，范
闲在融入这个世界时，第一个反

应是小富即安，在保全自己的前
提下，过好生活就行。“范闲有一
个渐渐觉醒、改变自己观点的过
程，他更像普通人，可能没有激
烈地反抗，但愿意让世界变得更
好一点，愿意付出一些。”

据王倦介绍，在剧中后期范
闲会有转变，比如某些人物的死
亡，能推动他慢慢变成一个更直
接面对封建制度的状态。范闲
跟他母亲对当代文明的理解角
度是不同的。母亲更多是一个
理想主义者，范闲的某种角度是
有点现实的，他知道理想主义要
实现是特别困难的事，他期待自
己变成一颗种子，十几二十年甚
至几百年后，能看到这棵树长出
来，能改变这个世界，“范闲只想
变成种子，而他母亲是想让自己
成为大树，这是他们观点不同的
地方”。

在王倦看来，范闲的所作所
为不是反抗，只是想把心里、记
忆中的世界的某些观点展现出
来，“他秉持这个观点生活在封
建社会中后，就像一束阳光，慢
慢把光扩散开来，感染更多人”。

●主题
范闲只想变成“种子”

王倦表示，改编后的《庆余
年》毕竟是一部电视剧作品，小
说里可以心理活动多多，画面上
总不能范闲一个人自言自语，王
启年适合做这样的角色。既然
要长伴范闲左右，那就希望他也
能亮彩些。尤其是庆余年的故
事里，聪明人高人狠人都很多，
各种诡计，千般斗法，自然精彩，
又正好能再添些烟火气。

给范闲身边人物“喜感”，除
了喜剧效果之外，也要烘托出家
庭对范闲的感染力。比如前几
集中从皇帝和长公主在一起的
戏份就可以对比出范闲一家的
其乐融融。“我就是想要这样的
感觉，为什么范闲会成为这样一
个人？为什么他会选择保护这
个家？是因为家庭的温暖。”

此外，“机器猫”“文化产业”
“泡文学女青年”“智商盆地”等
编剧新添的现代词语，都为剧集
带来了直观的喜剧化效果。以
往一些古装剧里也会出现一些

现代词汇，运用不好会显得尴
尬、生硬。对于这些词语在剧中
应用的必要性，王倦表示，范闲
是一个有现代思想的青年，他不
认同封建社会的规则，没有屈
服，在抗争，所以他始终在保持
现代思想，剧中一开始他不停地
在说现代台词，也是在告诉观
众他没有改变，“在这样的情况
下，这些台词既取得了喜剧效
果，但更像他无声的抗争，因为
他不愿意同化于这个世界之
中”。

在原著小说的世界观里，
《庆余年》讲述的是文明结束之
后，新一代文明复起。抛开这个
设定，整个故事的基调非常沉
重，王倦说，他希望观众可以在
轻松的氛围之中感受到这部剧
所要传递出的主题。“虽然它有
很多所谓的喜剧桥段，但这个故
事的内核是悲剧。世道对阶级
的不公、对人性的压迫，都藏在
那些欢笑之中。”

虽增喜剧桥段 但内核仍是悲剧

原著里的范闲从一开始
就是一个懂得很多手段又极
擅演戏的家伙。对比原著，电
视剧的范闲过于单纯了。

在电视剧里，除了着重体
现范闲的聪慧全才之外，王倦
试着让他更善良更可爱一
些。“因为主线故事比较沉重，
所以我才希望观众能从范闲
身上感受到人性的温暖。我
更希望观众把他当成一个生
活在身边特别亲切可爱的朋
友，能从内心去喜爱男主，而
不是觉得他好厉害，好聪明。”

在《庆余年》中，范闲虽是
私生子，但拥有着“杰克苏”光

环。母亲叶轻眉赢得了庆帝、
陈萍萍、靖王李治、五竹等人
的忠诚或爱慕。他们爱屋及
乌，给予了范闲常人所不能及
的关注，致使范闲年少时便功
夫超群，堪比四大宗师的绝世
高手五竹为其保镖，天下公认
用毒最精深的“老毒物”费介
为其启蒙师父，当朝权臣范建
为其养父，当朝天子庆帝为其
亲生父亲。但在王倦看来，

“范闲本质上是一个悲剧主
体，不停地在挣扎和反抗”。
看上去所有人都在支持他，但
在他追求、反抗的道路上，这
些人全都成了他的阻力。

希望观众喜爱男主，而不是觉得他好聪明 《庆余年》中为女性角色开拓的
“独立气质”也是该剧受到称赞的原
因之一。剧中，明知无法掌控自己婚
姻的林婉儿，仍旧试图寻找到指婚对
象，尝试用沟通的方式解决难题，并
非甘愿被随意支配的女性形象。

在王倦看来，虽然《庆余年》是大
男主戏，但不能因为大男主戏就削弱
女主角。林婉儿这个角色本身体弱
多病，王倦希望她的心更坚强一些，
这样也会让观众更加期待这段感
情。“男女主的情感最好势均力敌，男
主所达到的思想层级女主也应该有，
而不是成为附庸。只有两方都很强
大，都有自己的思想，他们在一起时，
才能感觉到是互相扶持往前走的。
而不是男主往前走，女主只是挂在他
身边的一个小物件。” （刘玮）

男女主的情感
最好势均力敌

原著中的女主人公林婉儿
生长在皇宫，对权谋之术很懂但不

用，善良却不蠢。一辈子被范闲保护得
很好，但需要她维护家族时她可以是攻
心高手。各方面都很完美，又不抢风头，
是直男心中的理想对象。但剧中的她
更有独立女性气质，“要娶我，靠圣上下
旨不行，借我夺皇室财权不行，我要嫁
的人，只有一个条件，要我心里喜欢”。
同样的观点，范闲对妹妹范若若也曾表
达过：“人生在世，要是选个自己不喜欢
的，这辈子白活了。只要你喜欢的，就
算是天王老子，哥也给你拽回来。”

●男人完美对象
↗女性独立气质●沉重↗搞笑

在已播出的剧情中，《庆余年》释放了大量喜剧信号。小说中
的沉重和灰暗在剧中被淡化，有些人物形象的夸张和一些语言的
运用产生了令人会心一笑的效果，比如用开口认爹的方式迷惑来
路不明的黑衣人费介，紧接着给出一顿“暴揍”；在京都遇见的第
一个人王启年，表面上是鉴查院文书值守，背地里还干着贩卖京都
地图等投机倒把的生意。剧中要承载喜剧效果的人不少，其中最具
人气的则是郭麒麟扮演的范家小儿子范思辙，地主家傻儿子的呆萌
形象鲜活生动，他看似横行霸道，实则心思单纯，一心向钱，发现商
机时能立即化身为数学天才。

●黑暗↗善良

对于剧中男主人公“范闲”最大的改编，是去掉了他的“黑
暗面”。在原著里，范闲自带杀伐果断特性，对人命有些漠视，
一切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在原著小说里，范闲从四岁暗算费介
时就格外心狠手辣，当时就打算解决掉费介，进而找五竹帮忙
收拾残局。而电视剧中范闲为了自保将费介打晕，误以为失手
打死了费介，慌忙找五竹帮忙收拾残局。两者定位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