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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红楼梦》一面世便一石激起千层浪。《红楼梦》拥趸前赴后继，恶搞也好，批评也罢。爱之深才责之

切。无论如何，新版《红楼梦》让我们有了一次再次接触经典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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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嬉笑怒骂，抛砖引玉

翻拍《红楼梦》，就好比贾宝玉衔玉而

生，纵是本人再无造化，也会因这先天携

带的“玉”而成为关注的话题。新剧《红楼

梦》所衔的“玉”，正是《红楼梦》的原著本

身，而且还是如假包换的一部石头记。

受关注是一定的了，而嬉笑怒骂本就

皆成关注。重要的是关注本身。关注电

视影像的背后，是对经典原著的关注。作

为四大名著的“首席”，《红楼梦》拥趸前赴

后继，原因绝不止耳熟能详的宝黛爱情故

事。我们对电视剧扔“板砖”，扔得越狠，

只能说明影像距离我们内心“解读”出的

经典的精髓甚至皮毛还太遥远；我们对电

视剧唱赞歌，也只因觉得那些影像距离内

心的经典味儿很接近了。

如果不是原著经典，这部电视剧拍得

再用心，充其量也不过是《大明宫词2》，或

者是《人间四月天2》罢了。87版电视剧

《红楼梦》至少带领了70后乃至80后的整

整两代人去接近文学名著《红楼梦》。抛

“砖”是为引“玉”，进而“砖石”亦成“金

玉”。如今，这一版《红楼梦》是否能带领

85后、90后甚至00后的观众去走近名著

本身呢？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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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87版的《红楼梦》深入人心，而

无论大陆还是港台还有许许多多个版本

的《红楼梦》。最早将《红楼梦》故事搬上

银幕的是梅兰芳。

●1924年秋，民新影片公司将梅兰芳

演出的5出京戏片段，拍摄剪辑成一部两

本长的戏曲短片，其中就有《黛玉葬花》、

《千金一笑》、《俊袭人》……

●1927年，上海复旦影片公司的电影

《红楼梦》，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红楼梦》

影视作品，它的结构十分巧妙，以刘姥姥为

全剧结构的主线，颇有点“后现代”意味。

●1944 年，上海昆仑公司拍摄电影

《红楼梦》。此时正处于中国电影的一个

黄金时期，演员都是当时红得发紫的大明

星。林黛玉—周璇，贾宝玉—袁美云，薛

宝钗—王丹凤。

●1962年，越剧电影《红楼梦》，由于

政治原因，一拍出来就被禁了，直到80年

代才解禁。

●1975 年，香港无线版电视《红楼

梦》：林黛玉—汪明荃、贾宝玉—伍卫国、

薛宝钗—吕有慧。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片

子里有个跑龙套的后来成了巨星，他就是

扮演蒋玉菡的周润发。

●1977年，香港电影《红楼春上春》：

林黛玉—黄杏秀、贾宝玉—张国荣、薛宝

钗—沈杏妮、袭人—陈维英、贾政—关海

山。这是张国荣的第一部电影，也是一部

三级片。

●1987年，央视版电视连续剧《红楼

梦》，林黛玉—陈晓旭（已故）、贾宝玉—欧

阳奋强、王熙凤—邓婕、薛宝钗—张莉，这

也是最经典的红楼梦版本，影响力非常

大。

●1989 年，北影版系列电影《红楼

梦》：林黛玉—陶慧敏、贾宝玉—夏菁、薛

宝钗—傅艺伟、王熙凤—刘晓庆。当年曾

经获得多项金鸡奖。

●1996年，钟本伟饰宝玉，张玉嬿饰

黛玉，73集电视剧《红楼梦》。导演李英，

台湾华视电影公司，也是一部经典之作。

●2009年，由李平担任导演的《黛玉

传》开拍，闵春晓饰演林黛玉，马天宇饰演

贾宝玉，邓莎饰演薛宝钗。 张亚琴

史上各种版本红楼梦从举行选秀，到导演胡玫退出海选总决赛，再到李少红接棒

执导，新版《红楼梦》的拍摄足足跨越了五年。如今，新版《红楼

梦》刚一露脸，负面新闻就层出不穷，被网友恶搞为“红雷梦”。

也许是因为太珍爱，也许是引起了更深的怀旧。谁让它是

《红楼梦》呢？想不受关注那是不可能的。嬉笑怒骂皆文章，因此

让更多的人去阅读经典，也不失为一次抛砖引玉。 朱玉婷

相信许多人都记得那场发生在2006

年至2007年间的声势浩大的红楼选秀活

动，整个比赛几乎历时一年，其间发生过

各种光怪陆离的炒作，来自全国10大赛区

的万千少男少女卷入到这场作秀效应远

大于挑选演员的活动中去。若论轰动效

应，红楼选秀或许比不上超女快男，但是，

如果站在剧组挑选演员的方式这一角度

来说，新版《红楼梦》确是前无古人、盛况

空前。

而在评选过程中不断传出的内定、下

车、换人等新闻热料，却是这场选秀留给

大众最深刻的记忆。那么，究竟人们是否

真的能够通过这样一场大戏一般的真人

秀活动加深对《红楼梦》本身的认识和了

解，就真是只有“天知道”了。

回想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演员甄

选过程，同样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同样

是选择名不见经传的新人，也同样经过几

轮的筛选，但是，两场同质的活动却呈现

出相异的结果，予人不同的感受。如果平

行两个时空，对两次甄选加以比较，可以

很轻易对比出“纯粹”和“杂乱”的两种不

同景象。一边是简单从作品出发，以创作

为根本目的，甄选的原则综合原著和演出

的实际需要；另一边则带着浓重的商业味

道，评选标准混乱，夹杂各种利益的纠缠，

炒作的味道远远大于艺术创作。因而，自

孕育期就先天不足的新版《红楼梦》，播出

后被更大规模地质疑，也就不足为奇了。

谁“绑架”了新版《红楼梦》

新《红楼梦》自播出以来就没有消停

过，负面新闻层出不穷。漫天的板砖曾让

李少红十分恼火，正式回应了外界有关

《红楼》的四大质疑。

对于该片“画面阴暗”、“鬼影重重”的说

法，李少红表示“阴森感”是“播出形式多样

性”造成的：“有一次我从网上点进去，看到

那个阴暗的画面也吓了一跳，黑乎乎的一

团。其实网络是最误导人的，因为它的技术

不成熟，它压缩的画面无法放大来看，这给

我们带来了太多的负面影响。”

“金陵十二钗”满头的“铜钱”贴片，从

开拍至今就屡遭批评。李少红对这一效

果却颇为满意：“这个装束效果挺好，让大

家牢牢记住了这个扮相。”她认为，剧中这

种“戏曲化”的表现手段，与曹雪芹的初衷

不谋而合。

台词几乎一字不漏照搬原著全文，究

竟是“忠于原著”还是“偷懒省事”？李少

红的解释是：“一个好的艺术家，对一部作

品有所发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用

在翻拍名著上，这一规律并不可行！”她直

言，《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已经到了无需导

演延伸发挥的境界。

由“90后”演员贯穿全剧的新《红楼

梦》，因几位主角的外形与原著有差异而

备受争议，比如不少人认为剧中的薛宝钗

“瘦”而林黛玉“胖”。对于薛宝钗和林黛

玉之间的“角色错位”，李少红这样理解：

“其实演员主要看的是神似。”

李少红直面“四大质疑”

抛“砖”可引“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