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视图书：
传统出版在泛媒体传播与大众阅读时代的突围

□ 周向荣　单　鹏

　　随着多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影视

业和出版界多方融通，再加上阅读的大

众化、快速化趋势增强，影视图书逐渐

在图书市场上风靡。２０１２年上半年台

湾电影效应持续发酵，据开卷数据显

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连

续两季度占据开卷虚构类畅销书排行榜

ＴＯＰ５ （前５）；穿越小说 《步步惊心》、

历史小说 《后宫·甄传》更是在电视

剧热映后连续畅销近一个季度之久；而

到了９月份，随着改编自陈忠实小说的

电影 《白鹿原》的热映，人民文学出版

社也借机重新出版了 《白鹿原》，并辅

之以 “全本”的新噱头，迅速冲上各大

排行榜前三名，从而使这部１９９３年就

出版的小说，实现了销售的第二次突

破。上溯至前几年，综观开卷畅销书榜

单的历史，在不同时期，都由不同题材

的 “影视图书”笑傲榜单，从引进大片

《达·芬奇密码》 《暮光之城》，到军事

题材的 《亮剑》《士兵突击》，以及反映

当代生存现状的 《杜拉拉升职记》 《蜗

居》《心术》等等，几乎都在影视剧热

映后带动或促进了同名图书的热销。

影视图书渐渐占据人们视野，首先

源于传媒的革新和阅读方式的转变。丹

尼尔·贝尔在论及 “视觉文化”时说

过：“目前居 ‘统治’地位的是视觉概

念。声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

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

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我相信，

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

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实。”影视等视听媒介成为主导型的文

化传播手段，视听取代思考，声像挑战

文字，影视取代小说，已经成为当代大

众审美文化的一个主要趋向，随之而来

的是印刷媒介市场不断缩水。在图书市

场逐渐被影视占据时，出版社必须顺应

这种传播趋势，寻找出版的新空间，更

何况很多影视图书的市场反响和经济价

值，确不可估量。

其次，是一种资源和心理上的共享

和共通。电视剧集、院线影片和图书出

版，彼此需要的专业素材，最终都为了

以最好的形态呈现给观众，只是形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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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因此，三者常常英雄所见略同，或

者 “互相借鉴”“共同开发”，相同的素

材在影视、图书等不同媒体之间产生互

动与响应，吸引更多读者，从而增加双

方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与影视传播渠道

结合之后，图书的销售空间获得极大扩

展。而另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是，图书也

已成为影视营销的一个重要环节，被纳

入影视推广的方案之中。

在影视图书队伍逐渐壮大，成为图

书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之时，由影视

剧带动图书的销售与阅读，也对整个图

书市场，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不管由图

书而影视，还是由影视而图书，都体现

出图书与影视之间循环推进模式的探索，

为图书市场提供了新的出版理念和思路，

改变了传统文学出版模式，也由此引发

各界对影视图书现象的思索和探讨。

一

现在图书市场上， “影视图书”主

要有三种：一、原已出版的图书改编为

影视作品，并因影视剧上映而重新出版

的原版图书，如六六小说 《心术》 《蜗

居》，马识途小说 《夜谭十记·盗宫》

（电影 《让子弹飞》）；二、原已出版的

图书改编为影视作品，因影视剧上映而

重新设计原著内容和形式并再版的图

书，如 《山楂树之恋》，作者艾米的创

作也因此获得了新生；三、在影视剧上

映期间或结束不久出版的与影视剧同名

的图书，如 《２０１２》系列、 《我可能不

会爱你》原创剧本书等。影视剧从文学

中汲取丰富的题材，文学则借影视剧广

泛传播，图书借助影视这一现代媒体资

源，进一步打开自身市场，从而也引起

图书市场的微妙变革。

一是影视读者群的诞生。借助现代

传播手段，影视假之以声音、表情和动

作等表现方式和手法，吸引观众的持续

关注，并传递内容情节等信息；而文学

则是通过字里行间的思想和情感，引发

读者的思考，传递立体层面的探索。基

于当代传播的 “视觉化”特征，声、

光、色的传播，是最易于受众理解和接

受、最接近大众习惯的。一个好的文学

题材，如果经过影视媒体传播，让受众

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再通过纸质图书传

播，受众会更易于接受。正是基于二者

这样的互补关系，影视成为新世纪以来

影响读者阅读行为的一支重要力量，

“影视图书”便应运而生，并由此塑造

出了一个新的读者群———影视读者：因

为影视的风靡，对影视的热爱，甚至是

对影视剧中某位主创人员的热爱，而有

了阅读和收藏影视图书的习惯。２０００

年的 《哈利·波特》阅读热、２００５年的

《大长今》阅读热以及２００６年随着百家

讲坛节目的热播而引起的全国读者品三

国、读论语、读红楼的现象，近年来的

六六小说、穿越小说阅读热，都是影视

图书热销带来读者群出现的例证。

二是各出版社纷纷投入影视图书之

战。影视图书因为有了影视的带动，在

不断走低的图书市场上另辟蹊径，不断

跻身畅销书行列，成为图书出版的热点

和出版社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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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越热播，趁势而上的影视图书就越

多。出版业具有商业性与文化性的双重

特性，所有出版社都要走过畅销书这一

关口。影视剧提供了出版畅销书的机

会，也刺激着越来越多的出版者闯入这

一领域。因为有了经济基础，出版业的

文化价值才能有所附丽。从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起，各出版社都争相试水。人民文

学出版社的 《牵手》成功后，相继有了

《大宅门》《橘子红了》《无极》《哈利·

波特》等影视图书，江苏文艺出版社的

《山楂树之恋》 《杜拉拉升职记》，更是

掀起 “影视图书”出版的热潮。

传媒技术日新月异，信息融合超乎

想象，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已不仅仅是

纸质出版物。影视产品直观、高效，声

色的处理便于欣赏，赢得观众的喜爱。

现在，影视图书成为一个大家关注的焦

点，就是因为影视剧占据了受众的时

间，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影视看完后

意犹未尽，便有读者希望了解影视剧外

的内容，如影视剧背后的故事，深究其

中的意义，获得影视中没有的信息，因

而便会关注到其他的关联产品或衍生产

品。当然，非常具有价值的影视剧，更

有用书本形式加以传播和保存的必要。

影视图书的繁荣应运而生。

当然，这也是出版业注重市场需

求、寻求生存发展的结果。影视剧热

播，短时期内受众上亿，也产生了很多

畅销书。热播的影视剧，本身就是很好

的宣传，如 《亮剑》《士兵突击》《我是

特种兵》等，都曾给出版业带来很大的

发展，当然，也不排除个别跟风炒作的

行为，这也造成了影视图书市场的鱼龙

混杂现象。

二

如何选择合适的影视图书题材？是

不是什么剧热播，市场上就该出现什么

书？读者会不做任何过滤全部买账吗？

就算短时期内撇脂成功，能否有相同的

美誉度和持续度？每个出版社在选择产

品，销售商在采购图书产品，读者在选

择影视图书产品时，都会有不同的考

量。而不做考量纯粹跟风，就造成了影

视图书仅仅在电视剧热播时有销量，影

视剧落幕，图书也随之骤冷的现象。

“影视图书”的不足之处也显而易

见。一些影视图书一味附和影视作品，

当把声色之物付诸笔端时，没有充分利

用文字的分量来拓展题材的审美价值，

在表现人物性格、内心思想等方面显得

空洞，读者不能感受其思想上的震撼。

与此同时，由于影视剧播放时间有限，

为保证不错过档期，创作者与出版者缺

乏精品意识，片面追求速度，从而忽略

了质量，使得图书的文学性、艺术性过

度缩水。影视图书出版模式成为一种缺

乏自主创新，追求在影视媒介传播影响

下的一种内容复制出版，文学出版就成为

缺乏主动性和理性的行为，可读性削弱，

内容也会与影视剧同质而偏向娱乐化。

另一方面，在影视图书生产过程

中，影视占主导，文学处于次要地位，

而前者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火起来的时

候红遍大江南北，而江山代有才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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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又有新的热剧占领人们视线。所

以，影视图书的风靡，来得快，去得也

快。而文学创作终究不是仅靠销量就能

实现，商业性创作将严重影响文学、图

书市场的长远发展。当下影视图书随着

影视剧的热播而销量长红，而影视剧的

档期过去，就很快人走茶凉跌落谷底的

现象，早已不新鲜。影视会对小说发行

和传播起到积极作用，但并非小说的唯

一支撑点。图书，如果想借助影视这一

现代媒体资源，毫不费力地打开自身市

场，一夜成名，恰如自私的婚姻，总想

在对方那里得到什么，而不是彼此互助

彼此成长，总是危险的。

图书与影视的共生共谋，并非昙花

一现。不过，如果作者一味地迎合影视

的需要跟风，那么，小说可能沦为影视

的脚注和附属品。因此，需要慎重对待

影视图书现象。现在当一个小说家拿起

笔开始构思的时候，他首先要考虑的就

是如何使他的新作品能符合影视改编的

要求。这不是好兆头，而影视图书跟风

无非也是这种逻辑的延续。就像一个人

写日记时，想入非非出名后是否会结集

出版，必当损毁其真实的艺术性。而导

演也应以审慎和敬重的姿态对待小说，

否则将两败俱伤。

三

影视图书虽然成为出版格局中的一

支重要力量，但却因 “浅阅读” “乏创

意”等受到社会的诟病，甚至有的影视

图书出版者也表示 “做影视图书就是为

了赚点钱”。而细观影视图书，其实是

传播方式革新和阅读时代转变的共同产

物，是出版界顺应时代变化、与影视传

媒实现资源共享的必然，亦有着天然的

优势，是对影视传播的有益补充、对图

书传播的有益引导。

影视作为科技与现代化产物，先进

便捷之余，缺乏文化底蕴，题材范围相

对狭小。影视剧本创作的周期性较长，

制作成本太大，也制约着影视文化的发

展。而作为与影视剧本有着密切关系的

影视图书，恰好可以弥补影视剧在题材

和内容上的不足。在受到影视媒介的侵

袭之后，出版界积极向影视媒介靠拢，

出版各类影视图书以迎合读者需求，着

眼于出版社的经济效益。市场上有的影

视图书因内容单薄、装帧简陋，难免让

人微词。但尽管如此，影视图书因常有

跻身排行榜，仍是出版社利益的有力保

障，可见影视图书的质量一直在提高，

且有提高的空间。

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影视图书纸质

和印刷工艺相当考究，确保让收录其中

的珍贵剧照以高保真的方式完美呈现在

读者面前，且内容上更显分量。如披露

大量鲜为人知的台前幕后故事、片场趣

事，还会有制片人、导演、主演以及主

创团队其他核心成员对该剧的独家解

析。像最近热销的 《一触即发》剧本小

说，就收录了原汁原味的全版剧情，以

及多幅钟汉良等主演的高清剧照，其中

包括电视剧中删去的剧情，并兼有花絮

照，还有１０多位主创人员各自书写的

寄语，从各个角度解析了剧情，从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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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了市场需求，随之便是热销。

毋庸赘言，影视剧热播带来的广泛

影响力，成为影视图书出版的助推力。

而出版者在编制图书时，按照图书的文

化价值对资源题材进行的深度开发，在

延续影视剧主线的同时，凸显图书的深

加工，并没有丧失图书出版的真谛。图

书出版的生存空间，在于读者的阅读空

间以及引导方向，而通过影视剧的引

荐，彰显出影视图书乃至出版界的强大

生命力，使出版业找到拓展出口的思路

与契机。

与此同时，文学创作也不再局限于

传统的纸质媒体，而是把视野拓展到泛

媒体传播方式中去。图书改编成影视作

品，并借此带动自身的发展，正是泛媒

体时代多媒体交互的表现。市场经济发

展，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内容多样化，

单纯依靠纸质出版以获得图书畅销，显

然已经后继乏力。因此，图书工作者一

方面要改变传统图书出版思维，既然有

“影视”的快车，何不搭上使文学作品走

上荧屏，带动自身宣传；另一方面，要

始终把好图书创作的质量关，好的图书

作品不仅是影视的有益补充，更能为影

视作品注入新鲜血液。影视与图书的联

姻，是积极的互动，当然，这都建立在

一个好的文本之上：图书质量好，卖得

好，改编成电视剧必定会再次受人瞩目。

文学出版的理想，是既要塑造和高

扬文学精神，引导社会人生的思考，为

文学意义的丰富和文学本体的发展做出

贡献。而即使是以顺应大众阅读为初衷

的影视图书，也不应背离这个方向。既

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又要引导群

众，高于生活。偏废其一，把文学作为

象牙塔里的营生，或者把文学单纯作为

谋利的手段，都不是文学出版理想的实

现形式。影视图书的出现，是多元化时

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一种出版文化

现象，它所呈现出的利与弊，以及由此

引发的诸多思考，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文

学出版如何发展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

子。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了影视与图

书在某种程度上的共荣。图书不是对影

视的照搬，而是在此基础上，对其特定

的题材进行深度开发和二次创作，借助

文字进行深入诠释，发挥文字创作的独

特魅力。影视图书出版热，显现了文学

与影视的相互交融与促进，已然成为当

今出版界的时代特征，而且可以预见未

来有更多的出版生机。

影视图书实现良性发展，要充分考

虑图书与影视的区别，精心组织内容，

追求体现图书的语言美丽和文化底蕴，

做到图书与影视剧的内容各有特色。出

版社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实力，选择符合

自身特色优势的影视题材，做出有特色

的影视图书，将优秀的作品转化为影

视，并选择优秀的影视改编成图书，扩

大优秀作品的影响力，形成特色品牌系

列，方是惠利多方的长久之计。由此看

来，好的图书改编成影视作品，好的影

视作品改编成图书，促成彼此良性循

环，也造就了图书在影视时代的突围。

作者单位：漓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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