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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民与金庸的侠义情缘
文/首席记者 张弓长

10月30日，94岁高龄
的一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
逝世。得知消息后，著名导
演王新民连夜在他的微博
上这样写道：“金庸先生今
天去世了，他的离去，将是
一代传奇的谢幕。作为有
幸曾拍摄过金庸先生的
《侠客行》与《连城诀》的
我，难忘曾沉浸于先生江
湖的日日夜夜，至今记得
一口气读完先生整套作品
的畅快淋漓和将先生作品
搬上内地荧屏的豪情万
丈，尽管这在当时充满险
阻，可心中的执念终还是
实现了。青春难续，时代无
痕，沉痛哀悼，愿先生一路
走好！”

11月1日，王新民在接
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讲述
了他与金庸先生难忘的侠
义情缘。

八十年代萌生拍金庸

剧想法

王新民是最早筹拍金
庸作品的内地导演。他说：

“我大概是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中期开始接触金庸的
作品，阅读的第一本就是
《侠客行》。当时，内地还没
有金庸作品的正式版本，
那本《侠客行》是我弟弟从
香港带回来的。我是一口
气读完了这本书，书里描
写的人物、情节以及江湖
上那种神秘、诡异的状态，
让我感到特别震撼。后来，
我连续托人找来金庸先生
的其他作品，一看就是一
个通宵。特别是《射雕英雄
传》，里面刻画的人物比
《侠客行》更加精彩，东邪、
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
个个引人入胜。”

1987年，王新民拍摄
的电视剧《啼笑因缘》刚刚
在全国热播，他就开始寻
找新的题材。于是，《射雕
英雄传》就成了他挥之不
去的梦想。他觉得这部戏
最适合在内蒙古拍摄，草
原和铁木真与主人公郭靖
有割舍不断的渊源。香港
拍过的两个版本的《射雕
英雄传》，都没能拍出大
漠、草原的雄浑壮阔。

有一天，王新民与中
国电影前辈、著名剪辑师
傅正义谈到拍摄《射雕英
雄传》的愿望，得到傅正义
的支持。傅正义经常去香
港，与金庸先生是朋友，愿
意带信给他。于是，一封表

达对金庸先生仰慕之情和
热切希望拍摄《射雕英雄
传》的信函，就由傅正义带
给了金庸先生。不久，傅正
义向王新民转达了金庸先
生的口信。金庸先生说，他
的作品在内地还没正式出
版，因此认为内地拍摄电
视剧的时机尚未成熟，以
后有机会，很愿意和内蒙
古的朋友合作。就这样，王
新民拍摄金庸作品的愿
望，不得不推后了10年。

剑走偏锋 以小搏大

1999年初，王新民拍
摄的武打动作剧《燕子李
三》作为央视第八频道改
为电视剧频道后的首播
剧，一经推出便创下收视
新高，获得广泛好评。

《燕子李三》的成功，
让已经出任内蒙古电视台
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的王
新民找到了内蒙古电视台
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的主攻方向。他提出，借助
《燕子李三》的影响，将武
打动作电视剧作为主打内
容，在5年内拍摄3~5部武
打动作剧，奠定内蒙古电
视台在此类题材中的地
位，从而最终解决寻找投
资的困境。

王新民说：“目标一经
确定，筹拍金庸作品就自
然而然重新开始启动。我
认为在武侠小说中，金庸
的作品无疑是前无古人
的，其影响力、传播度无人
比肩，而我的首选依然是
《射雕英雄传》。”

于是，王新民在台湾
资深制作人沈先生的帮助
下，与金庸的版权公司开
始了洽谈。因为有当年那
段交往，他们很欣赏王新
民的执着和对金庸作品的
理解，谈判进展很顺利。就

在签约前夕，一个对市场
发行不利的消息传来：香
港新版的《射雕英雄传》即
将引进，一年内在内地播
出。王新民权衡利弊后忍
痛放弃了《射雕英雄传》，
但他成为内地第一个拍摄
金庸作品的目标并未改
变，谈判作品进而转为《天
龙八部》。

“当时，我和我的创作
团队以最快的速度重读了
《天龙八部》，拿出创作计
划和总体设想，重新商定
合约。就在一切准备就绪
之时，版权公司带来了央
视欲拍摄《笑傲江湖》的消
息，同时也转达了金庸先
生的意见，他希望首先能
够和央视签约，再与我们
签约。”20年后，重谈这段
往事，王新民依然深感惋
惜。

央视涉足金庸武侠小
说，无疑是强大的竞争对
手，面对“强敌”巨大的平
台和资金优势，王新民和
他的团队没有放弃。他们
决定，剑走偏锋、以小搏
大，不拍金庸小说中的重
量级大作，改拍体量相对
小的作品，这样资金投入
少，容易筹集，可以尽快完
成拍摄，力争第一个投入
市场。

于是，王新民阅读的
第一部金庸小说《侠客行》
就拿到了谈判桌上。改拍
《侠客行》令金庸先生稍感
意外，他认为这部书不好
拍，一是因为其短，二是他
作品中的哲学思考。所以，
《侠客行》仅在八十年代由
香港拍过一次，是金庸小
说中拍摄最少的一部。出
于对未来市场营销的考
虑，版权公司仍然希望他
们选择金庸先生的长书。
然而，王新民对自己团队
改编作品的实力很有信

心，他的信心感染了金庸
先生的代表。《笑傲江湖》
在与央视签约3个月后，
《侠客行》也顺利签约，两
部金庸小说先后开始改编
拍摄。

南北转战《侠客行》

李白的古体诗《侠客
行》既是小说的名称，又是
书中蕴含的深奥武学真谛
的载体，它通过一个懵懂
少年石破天的江湖经历，
体现了金庸对人生、人性、
生命和智慧的认知，体现
了金庸对“我是谁，我从哪
里来，到哪里去”的哲学思
考。如何将这些思考通过
生动的故事展现出来，又
如何将一部仅够拍20集的
小说改编扩充至40集电视
剧，是拍摄这部作品的两
大难点。据王新民介绍，那
些日子他和他的创作团队
反复研读金庸原著，采访
金庸迷，观摩香港版《侠客
行》。港版《侠客行》拍得并
不成功，为了增加容量，设
计了很多背离原著的情
节，受到观众的诟病。

王新民认为，改编金
庸小说必须严格忠于原
著，因为广大金庸迷太熟
悉他的作品了，所以绝不
能胡编乱造。他和剧作家
桂雨清、李悦认真研究了
原著，按照原著设计的矛
盾纠葛、人物关系，扩展故
事情节。所有人物均依据
原定性格特征给予丰富，

比如雪山派在原著里
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但
却是重要的情节点。改编
时在原有基础上将其拓展
成与长乐帮主的对立面。
采访中，王新民表示，由于
受资金所限，《侠客行》不
可能追求宏大的场面，只
能在人物性格刻画和故事

情节的设置上下功夫。只
有这样，才能在与央视的
PK中取得应有的地位。

《侠客行》书中的男女
主角都是十六七岁的青
年，为了使人物尽量接近
原著的描述，王新民大胆
启用了吴健、周莉、章艳
敏、邓嘉等一批新秀，他们
中大都是第一次出镜，清
纯质朴的表演反而很好地
诠释了石破天、丁丁当当、
阿秀、待剑等人物形象。为
了展示书中丰富的场景，
剧组尽量抽出资金转战南
北，在北京十三陵水库拍
摄完海上戏，便转入银川
拍摄雪山派城堡和大漠荒
原，然后南下无锡影视城，
北上黑龙江雅布里滑雪
场，完成了一个个镜头。

《侠客行》和央视的
《笑傲江湖》都在同一年拍
摄，形成了金庸剧的大PK。
王新民和他的团队决心在
《燕子李三》的基础上，从
武打设计方面做出有突破
性的尝试。王新民提出在
武打动作上要做到“人无
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
奇”的原则，设计了雪山派
的巨鼓阵，专门制作了直
径五六米的大鼓；设计了
骆驼大战、滑雪大冒险等
一系列从未有过的武打场
面；大胆启用青年导演陈
咏歌为动作导演，拍出了
一个个精彩的画面。

《侠客行》拍摄完成，
在全国所有卫视进行播
出，取得很高收视率，也为
投资方带来了丰厚的回
报。十几年来，《侠客行》始
终是各电视台不断重播的
剧目。不过，王新民也坦
言，由于资金有限，这部剧
在服装制作上还是差强人
意，直到再拍第二部金庸
作品《连城诀》时才不再留
有遗憾。

仍然想拍《射雕英雄传》

《侠客行》刚刚制作完
成后，王新民就带着他的
作品来到天津，当时金庸
先生到天津大学演讲，王
新民应邀与金庸先生进行
了一次简短的谈话。就是
那次见面，金庸先生又一次
说了《侠客行》的难拍之处。
他在听了王新民简短介绍
《侠客行》的改编宗旨和拓
展内容之后表示，根据原著
的脉络丰富情节和人物的
做法是可取的，表示一定要
看内地版的《侠客行》。

2002年，在谈判《连城
诀》的改编版权时，金庸先
生的代表告诉王新民：金庸
看了你们的《侠客行》后很
满意，认为比港版好，是成
功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
可，《连城诀》的版权费从港
币80万降低到60万。

由于《侠客行》的热
播，《连城诀》从融资到筹
拍就顺利多了，中国一流
的武打明星纷纷加盟，吴
越主动请缨出演男一号狄
云、于承惠出演大侠梅念
笙、计春华出演血刀老祖、
杜治国出演万震山。猴王
六小龄童一改戏路，出演
天下第一恶人花铁干。

2003年，《连城诀》在
《侠客行》仍在热播的情况
下播出，同样在全国范围
内引起很大的反响。

在谈及今后是否还
有拍摄金庸剧的打算时，
王新民说，他最想拍的仍
然是《射雕英雄传》，这个
愿望总归要实现的。

采访中，王新民说：“7
月上旬，著名演员计春华
继于承惠之后也去世了。
我听到这一噩耗后，一时
哽咽难鸣，辗转反侧仍不
敢相信。我与计先生相交
多年，从2003年版《连城
诀》中天下第一真性情的
恶人血刀老祖，到《马鸣风
萧萧》中机关算尽的鹰千
里，《铁道游击队》中的日
本大佐，直到2016年《青城
大哥》中冷酷无情的年少
保，计先生不论戏内戏外
都严以律己，业务上认真
负责，生活上平易待人，虽
生平多以反派角色示人，
但却是天下第一善良之
人，与之合作者无不敬佩。
今世事无常，计先生驾鹤
西去，我痛失好友，悲不自
胜。如今，金庸先生也故去
了。望他们一路走好！”

《侠客行》剧照（资料图片）

《连城诀》剧照，已故著名演员计

春华饰演血刀老祖（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