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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海外华人作家中，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

视剧等综合艺术最多的要数白先勇了。自 1984年

台湾导演白景瑞将白先勇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

夜》改编成电影开始，迄今为止有超过十五部电影、

电视剧以及话剧、舞剧、音乐剧改编自白先勇的小

说。白先勇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特征使其成为

最受影视及舞台艺术青睐的最有影响的海外华人

作家之一。

一、白先勇的小说与电影

1984年对于白先勇艺术生涯是非同寻常的一

年。这一年白先勇两部小说同时被改编成电影：《金

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讲

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一位风华绝代的舞女大

班金兆丽及“百乐门”四大美女从上海“百乐门”到台

北“夜巴黎”的人生际遇。该电影由台湾导演白景瑞

执导，姚炜饰演金大班，该片于1984年11月8日在台

北首映，影片的主题曲《最后一夜》由蔡琴演唱，成为

脍炙人口的金曲。该片获第二十一届台湾电影金马

奖“最佳原创歌曲奖”“最佳化妆和服装设计奖”。《玉

卿嫂》以少爷容哥的视角，讲述旧式社会桂林大富人

家的保姆玉卿嫂与情人庆生的畸形爱情故事。该片

由台湾导演张毅执导，著名演员林惠珊饰演玉卿

嫂。该片大获成功，获得二十一届金马奖七项提名，

杨惠珊一举夺得金马影后，影片同时获“最佳原创音

乐奖”“最佳童星奖”“最佳录音奖”。林惠珊饰演玉

卿嫂同年又获第二十九届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

奖。《孤恋花》讲述一个因战乱而交织成的乱世儿女

情爱故事与难断情缘。于 1985年改编成电影上演，

林清介导演，姚炜、陆小芬主演。于1983年首次出版

的《孽子》是白先勇迄今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1986
年改编成电影上演，虞戡平导演，孙越、邵昕、姜厚任

主演。影片《孽子》被选为“洛杉矶第一届同性恋影

展”的开幕片，其影响可见一斑。

除台湾导演外，内地也拍摄了两部白先勇作品

改编的电影。1989年，著名导演谢晋将《谪仙记》改

变成《最后的贵族》搬上银幕，影片有强大的编剧和

演员阵容。白桦、孙正国、白先勇编剧，潘虹、濮存

昕、李克纯、肖雄、卢玲、卢燕主演。电影《最后的贵

族》成为谢晋走出过往模式的一部转型之作，在内地

产生了较大影响。1998年，谢晋的儿子、导演谢衍将

白先勇的名篇《花桥荣记》改编成电影《桂林荣记》。

由台湾内地著名演员郑裕玲、周迅联袂主演。该片

当年获金马奖最佳影片提名，顾宝明获最佳男配角

奖，谢衍获最佳改编剧本奖。

二、从电影改编角度看白先勇小说人物形象特点

(一)人物形象的独特性

人物身份的独特性白先勇作品的人物形象具有

鲜明的特点，这种特点与作品中人物身份的独特性

密切相关。玉卿嫂的身份是大户人家的保姆，这个

玉卿嫂原是体面人家的少奶奶，长得“太好看了”，

“好爽净”“好标致”看上去竟比桂戏当红名角还俏几

分，“一举一动总是那么文文静静的”。玉卿嫂的外

貌、穿着打扮、气质与其保姆身份形成了强烈的反

差。《一把青》中，“心性极为高强”、自负的飞行员郭

轸，身边的女朋友个个容貌不凡、衣着入时。让他动

心的朱青却是一个衣着朴素，出不得众，颇为单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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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闺女。无论是玉卿嫂、朱青还是金兆丽、李彤，

这些人物性格、外貌等与其身份均有着强烈的反差，

这种反差构成了其独特性，使得这些人物浑身是戏。

(二)人物形象跨度大，有命运感

人物形象的个性独特是构成白先勇小说独特性

的又一重要特征。玉卿嫂、朱青、金兆丽、李彤、尹雪

艳，这些人物个个性格鲜明，个个独特。这种鲜明和

独特往往在生活突遭变故后体现。玉卿嫂这个外表

文静的女子内心情感强烈性格决绝。她对庆生的爱

是强烈的、是占有欲极强的，当她得知庆生与桂剧二

流旦角金燕飞有私情后，这个外表柔弱顺从身份低

微的女人最终决绝地与自己所爱的人同归于尽。

与玉卿嫂同样，朱青的个性独特性也是体现在突

遭变故后。当飞行员爱人郭轸阵亡后，朱青由一

个纯洁矜持的不俗女子变为妖娆浪荡而没有半点

羞态的懒洋洋的妇人。突遭变故导致性格突变的

还有《谪仙记》中的李彤，出身高贵家庭的李彤本

是骄傲的公主，每次出场都是“惊鸿一瞥”，在突然

的变故面前，李彤个性凸显，最后她决绝地离开了

这个世界。著名作家於梨华在评价白先勇作品的

女性形象时指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没

有任何一位作家，刻画女人，能胜过他的。”①白先

勇笔下的女性之所以令人难忘，与其人物形象的

鲜明个性不无关联，而白先勇把这些个性鲜明的

美好人物放在时代的大背景大舞台上，让她们承

受命运的安排让她们承受生活的突然变故，人物

性格在无常中凸显。

(三)情感的深度

作家阿来说：“小说文学，我们不要片面地注意

它所谓思想的深度，因为小说里面的思想总结出来

其实都很简单，而真正复杂、有深度的是它的情感。

所以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说与其说小说的深度是思

想的深度，倒不如说小说的深度是情感的深度”②。

白先勇改编成电影的小说，淡化了意识形态的东西，

突出情感的深度，这是白先勇小说深受海内外推崇

和影视界青睐的重要因素。白先勇的小说对人的情

感刻画得深刻独到，淋漓尽致。首先，白先勇善于将

人物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表现人物情感。《台北人》

写的都是跟随战败的国民党背井离乡到台湾岛的新

台北人生活。卢先生、金大班、顾太太……这些“旧

时王谢堂前燕”到台北后过的“寻常百姓”甚至不如

寻常百姓的生活，如《花桥荣记》中的李半城、秦癫

子、卢先生，环境的变迁，生活的落差，这些人物情感

中本身有着很强的戏剧冲突。这些人的悲剧命运是

人物情感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其次，白先勇小

说情感的深度体现在人物的对话上。

《花桥荣记》中卢先生和老板娘的对话：

“几时再能听小金凤唱出戏就好了”

“就是呀，她那出《回窑》把人的心都给唱出

来了!”
“人家王三姊等了十八年，到底把薛平贵等着

了——”

这段对话通过一出桂戏把人物与家乡、与情人

相隔不能相见、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情表现得尤为

悲怆。

玉卿嫂对情人庆生的痴情也是通过对话表

现的：

玉卿嫂：“庆生，莫怪我讲一句多心话，我在你身

上用的心血也算够了，你吃的住的，哪一样我没替你

想到?天冷一点，我就挂着你身上穿得单，主人赏一

点好东西，我明明拿到嘴边，只是咽不下去，总想变

个法儿留给你，为了找这间房子，急得我几个晚上睡

不着，好不容易换了些金器，七凑八凑，才买得下，虽

然单薄些，却也能费了我能好多神呢。只是我这份

心意不知——”③

“我这一生还有什么指望呢，我出来打工，帮人

家做老妈子，又为的是哪一个?我也不指望你对我

怎么好法子，只要你明白我这份心意，无论你给什

么嘴脸给我看，我咬紧牙根，总吞得下去……庆弟，

你听着，只要你不变，累死苦死，我都心甘情愿，熬

过一两年我攒了钱，我们就到乡下去，你好好地去

养病，我去守着你服侍你一辈子——要是你变了心

的话——”④

这段对话，将玉卿嫂对庆生的用情之深、感情之

烈表达得淋漓尽致。既展示了玉卿嫂的内心世界，

也展现了她温柔顺从的性格的另一面，实际上为后

··15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19.5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面的故事结局埋下了伏笔。

三、从电影改编角度看白先勇小说艺术特点

(一)白先勇小说戏剧冲突明显

白先勇的小说以鲜明的戏剧冲突见长，这是他

的小说深受影视界青睐的一个重要因素。白先勇小

说戏剧冲突首先表现在人物的感情与环境的冲突。

《花桥荣记》中那些流落台北的花桥荣记店里包饭的

食客，李半城、秦癫子、卢先生，人在台北，心却在广

西。李半城天天抱着一文不值的房产地契，连吃饭

的钱都付不起；过去在广西容县当县长的秦癫子，跑

到台北恶习不改，还在做县太爷威风的美梦；老板娘

春梦婆，身在台北心却始终向着家乡桂林的青山绿

水，想念桂林旧时的生活；中学教师卢先生，一心一

意要娶留在家乡的罗家姑娘，最后人财两空……《谪

仙记》中出身高贵美丽骄傲的公主李彤，突遭家庭变

故环境的巨大落差使她变得颓废放荡。此外，金大

班、钱夫人等，这些昔日生活在荣华富贵歌舞升平的

人，环境的变迁，他们或他们周边的人自然会产生戏

剧性的故事。其次，白先勇小说戏剧冲突是人物性

格的冲突。白先勇的小说人物性格鲜明，小说情节

中尖锐的戏剧冲突，都是来自人物独特的性格。玉

卿嫂的性格表面隐忍顺从实则内心执着刚烈决绝、

庆生的迟疑懦弱决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多病孱弱

的庆生对玉卿嫂的感情是被动的无奈的，他内心有

不甘，有追求，有对青春的热恋的向往，但他除了病

弱之身一无所有，只能困在玉卿嫂对他炽烈的爱的

樊笼中。他的懦弱决定了他无法摆脱玉卿嫂的爱

情。这段感情对玉卿嫂却是全部，她年纪轻轻便守

寡，她对庆生的感情如火山熔岩，为了这段感情，她

可以放下身价，吃苦受累，委曲求全，甚至可以去

死。他们表面温和平静，内心挣扎、痛苦，当得知庆

生与桂戏二流旦角金燕飞相爱后，玉卿嫂选择了与

情人同归于尽。与玉卿嫂的执拗相似，《花桥荣记》

中卢先生，也是一个表面温文尔雅内心执拗的性格，

本来可以在台北找一个好姑娘成家过日子。但他拒

绝好心人的说媒，一心一意想娶留在大陆的未婚妻

罗小姐，为此节衣缩食十五年，凑够了钱以为能换来

与罗小姐的团聚，结果被骗，十五年的心血连同梦想

终成泡影。卢先生由一个文质彬彬追求执着的谦谦

君子自甘堕落为沉迷肉欲之徒。《谪仙记》中的李

彤，电影改编者白桦说她是“一把宁折不弯的剑”⑤，

她的同伴黄慧芬、张嘉行、雷芷苓能够在逆境中调

整自己的地位、改变自己的形象。李彤却宁折不

弯，这样的性格与《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何其相

似。人物的性格冲突构成了白先勇小说戏剧冲突

的重要因素。

(二)白先勇小说具有综合艺术成分

电影是白先勇儿时就非常熟悉和喜欢的艺术

形式。白先勇曾经说：“小说与电影是两种我都很

喜欢的艺术。小说是我的本行，我当然很喜欢看，

但如果细做比较，我看的电影可能比小说还多。”⑥

对电影艺术的喜爱，在创作小说时不自觉地会应

用蒙太奇等电影手法，作品中会呈现电影的画面

感和动感。

李彤的身子一摆便合上了那只“恰恰”激烈狂乱

的拍子。她的舞跳得十分奔放自如，周大庆跟不上

她，显得有点笨拙。起先李彤还将就着周大庆的步

子，跳了一会儿，她便十分忘形的自己舞动起来。她

的身子忽起忽落，愈转圈子愈大，步子愈踏愈颠躜，

那一阵“恰恰”的旋律好像一流狂飙，吹得李彤的长

发飘带一起扬起，她发上那枚晶光四射的大蜘蛛衔

在她的发尾横飞起来，她飘带上那朵蝴蝶兰被她抖

落了，像一团紫绣球似的滚到地上，遭她踩得稀烂。

李彤仰起头，垂着眼，眉头皱起，身子急切的左右摆

动，好像一条受魔笛制住了的眼镜蛇，不由己在痛苦

的舞动着，舞得要解体了一般，几个乐师愈敲愈起

劲，奏到高潮一齐大声喝唱起来。别的舞客都停了

下来，看着李彤，只有周大庆还在勉强的跟随着她。

一曲舞罢，乐师们和别的舞客都朝李彤鼓掌喝彩起

来，李彤朝乐师们挥了一挥手，回到了座位，她脸上

挂满汗珠，一绺头发覆到脸上来了。周大庆一脸紫

胀，不停的在用手帕揩汗。⑦

《谪仙记》的这段文字里，“愈转圈子愈大”“狂

飙”“扬起”“横飞”“抖落”“滚到地上”等富于动感的

词，以及“身子急切的左右摆动，好像一条受魔笛制

住了的眼镜蛇”的生动描述，将李彤在舞会上的奔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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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仰起头，垂着眼，眉头皱

起”“脸上挂满汗珠，一绺头发覆到脸上来了”，寥寥

数笔便使李彤狂欢过后的面部表情跃然纸上。

戏曲是白先勇儿时就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又一艺

术形式。白先勇“从小就对戏院，对伶人的生活，对

舞台的表演，很有兴趣。和大人出去看戏的时候，他

常常偷跑到舞台上去玩，看他们化妆，看他们舞枪弄

棒，看的(得)入迷”⑧。在白先勇的小说中有大量昆

曲、桂剧、京剧等戏剧的元素和题材。小说《玉卿嫂》

对高升戏院看戏的情景有精彩的描写。

这天的戏是《樊江关》，演樊梨花的是一个叫金

燕飞的二流旦角，这个女孩儿我在后台看过几次，年

纪不过十七八岁，画眉眼、瓜子脸，刁精刁怪的，是一

个很叫人怜的女娃子。我听露凝香说因为她嗓子不

太好，所以只能唱些刀马旦的戏。这天她穿了一身

的武打装束，头上两管野鸡毛颤抖抖的，一双上挑的

画眉眼左顾右盼，好俊俏的模样。

庆生看得入了神，一对眼睛盯着台上连没有

转过。⑨

这晚的戏码是《拾玉镯》和《黄天霸》，戏票老早

都卖完了，看戏的人挤出门口来。急得我直顿脚抱

怨老曾车子不拉快些，后来幸亏找着了刘老板，才加

了一张长板凳给我们三个人坐。

黄天霸已经出了场，锣鼓声响得叫人的耳朵

都快震聋了。台上打得是紧张透顶，唐道懿嘴巴

张得老大，两道鼻涕跑出来也忘记缩进去，我骂他

是个鼻涕虫。他推着我嚷道：“看嘛、看嘛，莫在这

里混吵混闹!”打手们在台上打一个筋斗，我们就

拍着手，跟着别人发了疯一样喊好。可是武打戏

实在不经看，也没多时，就打完了，接下去就是《拾

玉镯》。

扮孙玉姣的是金燕飞，这晚换了一身崭新的花

旦行头，越发像朵我们园子里刚开的芍药了。好新

鲜好嫩的模样儿，细细的腰肢，头上簪一大串闪亮的

珠花，手掌心的胭脂涂得鲜红，老曾一看见她出场，

就笑得怪难看地哼道：“嘿!这个小狐狸精我敢打赌，

不晓得迷死了好多男人呢。”⑩

这两段描写，写了看戏的场景，写了台上金燕飞

的俏丽美貌，更写了看金飞燕“看得入了神”的庆生，

戏剧成了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舞台，也成为小说故

事情节发展的纽带。

(三)白先勇小说留白的特点使作品具有充分的

艺术想象空间

白先勇的小说匠心独运，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

构思十分巧妙。如果用绘画来形容白先勇的小说，

他的小说是写意的艺术精品，不少枝节一笔带过，却

留下了许多想象空间，关键情节力透纸背，人物塑造

血肉丰满。白先勇小说的这个特点，使得他的作品

具有充分的艺术想象空间。这是白先勇小说广受影

视界青睐的又一重要因素。

我和玉卿嫂真个有缘，难得我第一次看见她，就

那么喜欢她。

那时我奶妈刚走，我又哭又闹，吵得我妈没得办

法。天天我都逼着她要把我奶妈找回来。

小说中这一段文字，既是玉卿嫂出场的背景，

又是铺垫。就是这么短短两行文字勾勒，其中就

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从小把少爷容哥带大的奶妈

家里有事走了，这期间家里一定还为容哥找过其

他的保姆，容哥都不满意。电影就顺着这个叙述

丰富了内容：20世纪 40年代，桂林一大户人家为

十岁的儿子容哥寻找奶妈。试用数人，均因容哥

不喜欢而未成。后雇来三十多岁的玉卿嫂，容哥一

见就高兴……

电影《最后的贵族》改编者白桦在谈到剧本对原

作《谪仙记》的改编时，有一段创作感悟：“白先勇对

李彤这个人物的思索已经远远超出所谓国共两党之

争、成败、是非等等之外了!他以全部激情描写的是

人类之中的一个独特的人、写这个人走向精神深渊

的那段最痛苦，也是最美丽的历程(这就是这个作品

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根本原因)而这个历程在小说里

是以最含蓄的‘藏’的手法收到其最佳效果的。每一

个读者都投入了自己的想象，但电影却不能重复小

说的技巧，而是必须‘露’应该‘露’的视觉可及的东

西这就是我在改编工作中要全力以赴的这也是使我

最动情、最愉快、也最感艰难的所在。”

这段话深刻的阐释了白桦作为改编者对原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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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思想感情及艺术风格的透彻理解，以及电影剧

本对小说改编的着力点所在。也就是说，电影改编

者要把小说里最含蓄的“藏”的部分“露”出来，变成

视觉可及的东西。

《谪仙记》中，主人公李彤是出身贵族的骄傲的

公主，对她的家庭背景的描写只是寥寥数语的勾勒：

李彤一到威士礼，连那些美国的富家女都让她

压倒了。威士礼是一个以衣相人的地方。李彤的衣

裳多而别致，偏偏她又会装饰，一天一套，在学校里

晃来晃去，着实惹目，有些美国人看见她一身绫罗绸

缎，问她是不是中国的皇帝公主。不多久，她便成了

威士礼的名人，被选为“五月皇后”。来约她出游的

男孩子，难以数计。

电影《最后的贵族》中，李彤这个骄傲的公主的

背景是通过她的生日宴会集中表现的。她出身高

贵：众多的社会名流应邀前来参加她的生日宴会；她

家庭富裕：影片中豪华的住宅，生日宴安排的乐队、

舞会、鲜花……她衣着高雅、气度不凡：在众嘉宾的

瞩目中，在同伴的艳羡眼光里，光彩照人的李彤轻盈

地、活泼地、欢乐地出场了……

影片《最后的贵族》导演谢晋在谈到该片对《谪

仙记》的改编时说：“白先勇对人生、对世界的感知方

式和我们以往不一样”，他“常常通过很有限的艺术

空间，把一个人物当作一口深井，深深地开掘下去，

用诗的境界，表现了完整的人生”。他认为《谪仙记》

就有这种“史的作用，诗的境界”。谢晋对白先勇作

品“诗的境界”的风格把握可谓准确、深刻。诗的境

界是白先勇小说的艺术特色，也使得白先勇小说有

明显的留白的特点，这个特点使作品具有充分的艺

术想象空间。

四、结语

白先勇小说广泛地被改编成不同的艺术形式，

已成为一种现象，这与作家作品的主题思想及艺术

特色不无关联。值得我们关注和深入研究。

白先勇的小说描述的都是大的历史背景下的人

和事，夏志清先生评价他的作品是“半部民国史”。

值得指出的是白先勇是通过曾经辉煌在历史的景深

中坠入困顿的小人物来表现这个民国史的，这恐怕

是夏志清先生评价的原意。白先勇的小说回避了意

识形态一面，还原的是大江大海中挣扎者的情感和

生活。

白先勇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西方现代派艺

术洗礼，他的小说有综合艺术的特质。电影改编

丰富了其原作，使得他的小说更为丰满，更为直

观，从而为更多的普通民众所认识、所接受。除了

改编成电影的七篇(部)小说，白先勇的作品还被广

泛地改编成电视剧、话剧、沪剧甚至舞剧、音乐

剧。多种艺术门类的改编，使白先勇的小说作为

一种文化商品进入市场，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白

先勇的作品。

在谈及小说《孽子》影视及舞台剧的改编时，白

先勇曾经专门谈到不同领域艺术创造者对小说的变

奏诠释。他自述了三十年来《孽子》的不同版本的影

视改编，白先勇指出：大众媒体的改编，促使了现今

《孽子》由禁忌走向大众，走向家庭，社会开始更加严

肃地思考同性恋也是人性的一部分，这是影视改编

带来的一些改变。这也是影视改编的社会意义和

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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