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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影,往事追忆录-表面上以截取的形式改编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

,斯万的爱情-这一部分"实际上以原著为依托"化用普鲁斯特的某些思想和创作手法"建构

起以斯万为核心的关于叙事$时间以及空间的新文本&,往事追忆录-是,追忆似水年华-进

行影像阐释的一种新的尝试"为电影与文学之间的改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例&

关键词!,往事追忆录-%,追忆似水年华-%叙事%时间%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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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小说家%普鲁斯特对电影的评价并不高%尽管电影的最初发展与他的小说的发展几乎同

步&在/追忆似水年华0中普鲁斯特提到%#被我们称作现实的东西正是同时围绕着我们的那些感觉和

回忆间的某种关系(((一个普通的电影式影像便能摧毁的关系%电影影像自称不超越真实%实际上它

正因此而离真实更远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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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与他的以感觉形式创造回忆的作品刚好相反%普鲁斯特在创作中

强调对现象的渗透而不是纯粹地捕捉现实%而电影恰恰是所谓现实主义的媒介&其中的差异性让普鲁



斯特这部小说一度被看成是最难改编成电影的作品%想要在银幕上原原本本地再现文学作品全貌显

然无法实现&这种观点在卢基诺3维斯康蒂与约瑟夫3洛塞先后尝试改编/追忆似水年华0失败之后似

乎得到了印证&

作为当代德国影坛的主将%沃尔克3施隆多夫擅长将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如/铁皮鼓0/丧失了名

誉的卡特琳娜3布鲁姆0/桤木王0等&多年来%施隆多夫与他的合作者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一条由文学作

品通向电影的令人满意的道路%同时%他们对文学作品的倚重和在改编文学作品过程中的增删取舍%

也给电影的文学改编提供了不少经典范例&施隆多夫的意义在于努力借助作品寻找着小说与电影之

间的契合点%因此%在有机会成为/往事追忆录0的导演%第一次将小说/追忆似水年华0搬上银幕时%

他没有像前人那样试图将整个的普鲁斯特纳入电影%也就是说囊括/追忆似水流年0整个时间跨度和

所有重要人物
+$,666

%而是力图将原著中重要的叙事文本转化为持久的影像%通过电影画面引起观众对

原著的记忆%从而显示普鲁斯特名著的永恒魅力&

一

电影/往事追忆录0的片名来自于/追忆似水年华0第一卷第二部的标题%即小说中文译本常见的

标题/斯万的爱情0或/斯万之恋0&

!评论家们指出%/斯万的爱情0这一部分在/追忆似水年华0中很

特殊%这主要是因为它#构建了一部小说中真正的小说%整个文本中最长的追忆!或者用电影术语叫做

最长的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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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则故事是由第三人称叙事"方式来进行讲述%有别其它第一人称的卷部%这

部独立性的作品甚至在!76%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发行了单行本&即便如此%如果从一个完整故事的角度

去审视/斯万的爱情0%显然有太多让人困惑的地方%尤其是整个爱情事件的来龙去脉%实际上并没有

在这一部分中讲述完整%而这恰恰是读者们最感兴趣的地方&与小说不同的是%电影/往事追忆录0从

一开始就抓住了受众!包括观众和读者"的心理%在改编过程中遵循了/斯万的爱情0的基本故事框

架%导演施隆多夫和编剧让(克罗德3卡里耶*彼得3布鲁克和玛丽安(海伦娜3艾丝汀娜等人还赋予

它更具特色的生命力'影片重点围绕着三个重要的相互关联的隐喻来重构/斯万的爱情0这部作品%其

原因可能是在电影叙事和视听表达方式上普鲁斯特是无法与施隆多夫相提并论的&这些隐喻包括电

影的$"小时结构*占主导地位的图像和声音以及性的象征性
+",$%1

&

从情节上来说%/往事追忆录0以/追忆似水年华0中/斯万的爱情0这一部分为主要改编素材%但

是在情节和人物安排上夹杂了一些在其它卷部里出现的内容%如第二卷里斯万夫人出行的描写和第

三卷末斯万抱病拜访盖尔芒特府&就像影片标题所显示的那样%/往事追忆录0这部改编作品从原著中

选取了一个重要的人物(((斯万%并将他的爱情经历和独特的#回溯式嫉妒$呈现在观众面前&电影从

第一章节#记忆!Z+N+NO-.,>+"$开始讲起%呆坐在床上沉浸于思考之中的斯万回想起与奥黛特的最

初邂逅&此时%影片改编者已经将小说/斯万的爱情0中的大段内容截去%出现在银幕上的斯万%因为与

奥黛特的相遇交往%已经逐渐沉湎于这位女子%并#把思念奥黛特和向往幸福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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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追忆似水年华0 !:/.Z+>C+->C+MH F+NLKY+-MH"中%/斯万的爱情0!H, :N(H-M+SP.,,"是第一卷第二

部%标题的常见译名/追寻逝去的时光 第一卷 去斯万家那边0%/周克希译文选0%周克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3

年版&文中涉及小说/斯万的爱情0内容均参照此版本&也曾被翻译成/斯万之恋0%参见/追忆似水年华 第一卷 去斯万

家那边0%徐继曾译%译林出版社$%!$年版)亦可参/斯万的一次爱情0%沈志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年版&电影/往事

追忆录0常见译名还有/斯万的爱情0/斯万之恋0等&

/斯万的爱情0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的提法比较常见&可参见保尔3利科'/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0%王文融译%三

联书店$%%6年版%第$31页&/写作的我0%参见英格博格3巴赫曼'/巴赫曼作品集0%聂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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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往日的#多情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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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改编者没有局限于普鲁斯特的原文%而是#把文学作为知识和灵感

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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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说/斯万的爱情0条分缕析地进行了再加工%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小时结构$%

即将原文中相对旷日持久的爱恋过程基本上浓缩在高度象征性的一天内完成%#就像一滴水可以反射

出整个海洋%完整的普鲁斯特44$

+$,66"

&在这略显紧张的一天中%斯万的生活经历由八部分组成'起

床*与夏吕斯男爵的交谈*盖尔芒特府的演奏会*公园里和奥黛特的约会*妓院里的调查*维尔迪兰的

聚会*夜访*第二个早晨&这八个部分在原文里并没有明显的连缀关系%甚至在时间和事件上会出现倒

错和置换现象%例如盖尔芒特府的演奏会在原文中是出现在圣厄韦尔特府里%维尔迪兰聚会这一段则

是由多个事件组合而成的&此外%在普鲁斯特看来对斯万爱恋进展作用明显的嫉妒和猜忌心理在影片

中更多被转化为生活中的实际事件%并以此为核心线索在现实与幻想的交织中勾勒出斯万的心路

历程&

#既然不能通过电影去展现整个文本的精华%导演和编辑们决定去突出斯万故事与整部长篇小说

之间的共生关系$

+6,!!7

&在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因为表现方式的不同%除了在小说中娓娓道来

的整段爱情经历在电影中被理所当然缩减之外%影片还在叙事和对白上对原著进行了再加工&他们利

用了原著第一卷第二部中的一些特点(((即叙述者作为最低程度的在场%大部分作为一个声音*一个

纯粹的评述者而存在&于是在影片中将叙述者这个人物从影片中清除出去已成为可能&影片以斯万取

而代之
+1,

&即使是这样%其中很多以恋爱中的斯万为叙述人的心理描写也被删去%剩下来只有最重要

的几段内容&影片改编者在做了这样的改动之后%还将原本在作品中支撑情节的主要框架(((维尔迪

兰夫妇的#小圈子$及其相关事件的重要作用淡化&这一改动显然是巧妙的%因为这样处理%既可以避

免电影进入到小说拖沓冗长的繁琐叙述中去%也给了改编者更大的创作空间&事实证明%重新搭建起

来的电影叙事框架虽然被简化%但效果令人满意'斯万的日常生活起居和公爵府聚会*与夏吕斯男爵

的交往成了整部作品除爱情事件之外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尤其是爱恋前后乃至结婚前后的对比展现%

更是以最直观的方式将时光的流逝和人情冷暖表现地一览无余&当然%在改编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损失

原文精髓的内容%普鲁斯特在描写人物时所用的特殊的手法%即女主人公奥黛特在斯万的心目中是如

何#变$得美丽起来的这一内容%在电影中只是一笔带过)而在普鲁斯特笔下%斯万并不具有通过回忆

展现个人经历的叙事过程%他在通过熟悉和了解奥黛特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性格%因此在斯万的

故事里%那种内省的普鲁斯特式的叙事品质也失掉了
+1,

&如果让一个不熟悉原著的观众来欣赏这部电

影的话%完全可以体会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文本(((以狂热爱情为核心的叙事模式&

影片/往事追忆录0以一种#施隆多夫式$的风格忠实改编了原著小说%通过添加许多精彩的视觉

影像%激发了观众们对普鲁斯特小说的浓厚兴趣&从改编的方式上来讲%/往事追忆录0是对小说/追忆

似水年华0或/斯万的爱情0的某种截取%但这种截取是不完整的%属于#截取中的截取$%譬如电影是

从故事中段斯万#爱的疾病$的高潮开始的%它甚至抛弃了原文中对爱恋起因的追忆)另一方面%人物

的很多内心情绪%则是通过思绪的流变加以表达%有点#回忆中的回忆$的味道&

二

评论者们常说%/追忆似水年华0中隐含了一个关于时间的寓言&贡布雷世界的建立%本身就是一

个基于回忆的虚构世界的形成过程&那么%叙述者马塞尔在这个虚构世界中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但

是%在这部带有一定自传体风格的作品中%有些章节并非普鲁斯特个人经验的复述或者是叙述人马塞

尔真实所见所闻&读者知道在/追忆似水年华0里%主人公兼叙述人马塞尔与普鲁斯特的经历颇为相

似%但是在/斯万的爱情0的具体叙述过程中%仿佛马塞尔已经幻化为斯万本人%更何况%在斯万的身

上%有很多马塞尔的未来经历的重影&问题是%/往事追忆录0因为截取手法的局限性而将马塞尔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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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剔除在了虚构世界之外%剩下的是以斯万为主体的一个全新文本&从叙事和时间的#塑形$

!角

度来说%/往事追忆录0的改编是对/追忆似水年华0中有关叙事和时间的再造过程&

/追忆似水年华0中的时间是用人物*物品*事件来表达的%那么时间也就成为叙述的形式符号%提

取不同的时间%对它进行加工和安排%就能创造出新的有关时间和事件的叙述符号%然后对这些叙述

符号进行系统化%就构成了整个作品&#普鲁斯特展示的永恒是盘绕卷曲的时间%而不是无边无际的时

间&他真正的兴趣在于以最真实的*即受空间限制的形式出现的时间通道%而没有任何地方比内在的回

忆和外在的衰老过程中时间通道更为开放了&观察衰老与回忆的相互作用就意味着进入了普鲁斯特世界

的中心%进入了错综复杂的宇宙$

+#,

&同样的%作为改编者%要想创作出一部有特色的电影作品%就必须在

处理时间的形式上有新的突破&以让一克罗德3卡里耶为首的编剧们充分利用/追忆似水年华0中随处可

见的模糊记忆成分%寻找记忆与记忆之间的结合点%创造出新的有关时间和叙事的世界来&

首先%/斯万的爱情0构建起来的是一段艰难的充斥了怀疑*痛苦还有嫉妒忧伤的爱情事件%当然%

爱情本身也是有时间性的%它经历了平淡的开始%希望的焦虑%还有猜疑的狂怒以及最后的慢慢冷静

消亡)甚至在这一部分里面%还浓缩了/追忆似水年华0整本书想要表达的一些内容'社交*爱情*感知

以及时间&对于主人公斯万来说%时间是浓缩的生活%是碎片的连接%是欲罢不能的生活状态的叠加%

是爱恋与嫉妒中的度日如年&/追忆似水年华0中时间对斯万的折磨是杂乱无章的%那种在妒火煎熬之

中极度痛苦的感觉随处可见%而且伴随斯万的经历%每一个读者通过各个事件*各个人物%多角度地去

透视当事人的内心%读完这一章节%散乱的碎片会在脑中重新整合成一幅图画%而/往事追忆录0就是

导演施隆多夫和他的编剧给观众们带来的其中一幅&斯万的恋爱过程本身是疯狂的%他爱奥黛特%是

因为她身上映射出他的一个幻觉'波堤切利的圣母像&通过爱幻觉中的映像%他继续陶醉在自恋情结

中直至陷入妒忌%#嫉妒$是他为了仍旧疯狂地爱并因此自爱而想象出来的魔障
+7,

&但/斯万的爱情0

从叙事本身来看在/追忆似水年华0中还算是相当理性%与其它章节相比%故事又相对完整%没有太多

的#非自主记忆$内容%或是零星无序的记忆碎片&而影片则赋予这部作品更多的理性色彩%作为一名

擅长使用现代电影语言表现手段的导演%施隆多夫在/往事追忆录0中对故事本身风格的古典主义化

处理和理性化改造都使这部作品带有一定迎合观众的倾向&

其次%在表现人物的手法上%普鲁斯特和施隆多夫两人有着明显的区别&/追忆似水年华0所展现

的是上流社会人士%也就是有闲时的绅士和淑女们&但从人物塑造上来说%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人物

和人物性格在读者心目中始终是多面性的*相对的%因此在普鲁斯特的笔下%斯万也好%奥黛特也好%

都是相对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往往需要通过不同人的眼光来进行评判&而在施隆多夫看来%人物更

像是符号%例如奥黛特和巴黎'一个能令他生存下去的女人%一座包含了所有城市的城市%#正是这个

男人想要征服的两个目标&这就是我眼中的/斯万的爱情0$

+$,663

&影片在最初构思的时候曾经想通过

重新编排斯万分散在整部/追忆似水年华0中的信息%整理出一个按照时间顺序讲述的故事来
+6,!!7

&但

这种与普鲁斯特思想与创作原则背道而驰的想法后来被放弃%施隆多夫更希望/追忆似水年华0里的

风格在/往事追忆录0中得到一种延续和新的阐释&/追忆似水年华0中描述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些绅

士*贵妇人*朋友*同性恋者在/往事追忆录0留了下来%这些人表面上看来并没有太紧密的联系%但从

深层看%却在斯万的连接之下%成为他爱情故事里活动的道具&其实%在作品中%最重要的符号只有两

个'上流社会的快乐聚会和斯万的爱情的痛苦&其余那些零碎的人物*事件或场景仿佛是被搁置在那

里%并非一定要融为一体%观众们可以自主地按照各自需要来进行整合&

电影/往事追忆录0还强化了一个重要主题%即凡特依奏鸣曲中的那个短乐句在作品中一再出现%

3!第 ! 期 王欣'叙事和时间中的二次塑形&

!作为虚构文本中的所谓#塑形$%指作为一种模仿活动以情节去综合思想和人物%把一些零星的事件整合成有意

义的故事%吸引读者以全新的方式去发现另一种可能世界的真相&参见保尔3利科'/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0%王文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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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斯万的#$"小时经历$相伴%#奏鸣曲和诗中的隐喻一样%是专门用来调和对立的或不谐调的主题

的$

+!%,

%它与斯万对奥黛特的爱情联系紧密%仿佛成为感觉迟钝的男主角梦想和经历的载体&音乐在

普鲁斯特作品中固然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与普鲁斯特不同的是%/追忆似水年华0的整个世界来

源于#玛德莱娜小点心$%施隆多夫则将电影的焦点投注到了那首曲子上%在影片里%音乐被具体化了%

它时常流淌在观众的耳边%#为了获得我们的共鸣%为了延长抒情的桥段%或者是烘托高潮%让人感受

到高潮%并产生后续的影响%而且在后面可以用较少的场景很快唤起观众的回忆$

+$,$%#

&当我们阅读

/追忆似水年华0并记住那个循环结构的结尾时%小说通过单一性的经验感受派生出历时性和具有共

性的叙事内容
+!!,

&电影除了再现凡特依奏鸣曲中那个短乐句%还在结尾处设置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黎

明%包括带有循环意义的斯万起床的片段%仿佛是在经历了爱情的磨难之后%斯万显得十分憔悴&接

着%时间仿佛在这里打了个盹%同样是一次聚会%同样是与好友的接触%同样是对府第的拜访%但一切

都大不如前&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普鲁斯特式风格%而非施隆多夫式的&在这部独特的小说中%#叙述者

向我们表现的却是一连串的人物肖像%他们是叙述者在相隔十年*二十年后偶然相遇的$

+!$,

&确实如

此%因为希尔贝特的出现足以证明这一切&问题是%在这几个画面的衔接中%几乎没有过渡%没有刻意

寻求描写人物感受的太多的画面%最终完成的叙事几乎是完全带有想象性质的&/追忆似水年华0里那

个懵懂少年初恋经历中铭刻于心的一幕被施隆多夫移植到了电影结尾%成了镶嵌在片末的一幅定格

图画(((斯万夫人独自远去的身影及其蕴涵的冷漠寡情的内容%在此画面中%斯万就像一个不经意的

路人一样%是一个消极被动的叙事核心%成为一幅更为巨大的关于!7世纪7%年代法国社会的图画中的

人物%一个置身于爱情旋涡的无奈的人&这种简洁明快的处理方法在小说中是无法看到的%那里更擅

长展现在回忆中对这位独特人物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的多角度描述&

三

影片/往事追忆录0公映后%评论者都习惯从复制小说的视角来看待这部影片%这使得这部改编电

影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缩减为对原著文本文学价值及作者的再关注&然而%影片却始终在暗示这并不

是电影制作者们的唯一目的%更多是在对小说文本的再创造&比如%在/往事追忆录0里包含了一些丰

富的符号%在这些符号或者意象的建立过程中%一种特殊的改编模式跃然纸上&其实%电影也正是在这

些符号的作用下支撑起一个新的虚构世界&施隆多夫强调斯万无法返回*抓住或拥有过去%但这也许

通过艺术可以实现
+",$%#

&在这方面%/追忆似水年华0的改编堪称有趣的一例&也就是说%/往事追忆录0

里除了有对小说的摹写之外%它还提供出差异来%这些差异并非是对文学原著的背离或不忠%而是逐

渐被当作一种新的范式和模型来加以研究&

要想充分理解/斯万的爱情0这一篇章%读者们应该顺着普鲁斯特思绪的延长线%从整部/追忆似

水年华0的角度来评判%这样才能看清小说建筑的全貌&相比之下%影片/往事追忆录0的世界只是斯万

日常生活的一个片断%而且还是高度浓缩的一天%在这一天中集结了爱情*社交*聚会等多种符号%其

中直接涉及了与奥黛特的爱恋及维尔迪兰和盖尔芒特府的聚会%还有凡特伊的音乐%还间接与夏吕

斯*希尔贝特等发生牵连%马塞尔眼中斯万爱恋在影片中借助改编以及观众的过滤幻化出来%显得色

彩斑斓&如果说/追忆似水年华0是一次丰盛的晚宴的话%那么/往事追忆录0则像一盘精致的佳肴%这

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也正是这一类区别%造成了两者在表现形式上的诸多不同&比如说在有关记忆

的叙事中%小说中的基本主题在影片中成了简单的现实对应物%电影里虽多次出现记忆画面%但比重

过少&以斯万对奥黛特谎言进行追查的全过程为例%普鲁斯特的小说意在通过这一事件强化斯万对奥

黛特的爱的追求与奥黛特的逃避的表述)但在电影中变成了爱恋过程中的关键%这让观众认识到奥黛

特是一个天生的说谎者%一系列事件增加了斯万对奥黛特的怀疑%也就是说%激化了他对她的爱&她的

搪塞%故作镇静的辩解%以及在追问下实情的透露%那时候%斯万的嫉妒与无能为力的感觉已逐渐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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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顶峰%在维尔迪兰那个将斯万排除在外的聚会结束之后%这种感觉突然迸发%在咒骂和狂怒之下%斯

万似乎决心与她断绝关系%咒骂和狂怒在/追忆似水年华0中是爱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影片中那成了

一个高潮%它不再是爱恋中的斯万的日常表现%而是更多体现出这个陷入爱恋的人的无助%斯万看到

了他的心目中的爱情的无望和徒劳&但是%当回程的马车驶过奥黛特的家门时%一切却又回复了原样&

在深夜的幽会结束之后%斯万在无语中结束了生活的苦苦挣扎%他似乎看到他的生活是一个毫无快乐

可言的黎明的循环性延续%它被记忆和孤独的折磨所污损%先前或之后的快乐在其中不起任何作用%

一切只是一种苦涩的满足&奥黛特的欺骗是无限的%而他的痛苦的感觉也是无限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奥黛特的人物处理上%施隆多夫继承和借鉴了某种普鲁斯特的方式%即奥黛特一开

始并没有出场%她作为一个符号只是出现在斯万的脑海和回忆中%或者是在他与夏吕斯的交流中%甚至是

在贵族聚会里贵妇人的交谈中&基于不同的表现手法%普鲁斯特和施隆多夫在具体操作上有着一种本质

的区别&普鲁斯特#唯一目的就是将景物缩小%并通过缩小景物的方法重新创造出一个回顾中的世界

来$

+!6,!#!

&施隆多夫承继了普鲁斯特对无聊聚会的浓厚兴趣%留意于截取代表性场景'谈论*脱臼*告别等

等%并通过马车(((这一同样带有时代特征的交通工具(((将影片中几乎所有的空间一一相连%这一点

至少在感觉上很贴近普鲁斯特眼中的巴黎%随着故事的进展%场景逐渐改换%#一个地点试图代替另一个

地点%占据它的位置$

+!",

%即使在令人难忘的片段中也同样如此&影片令人称道的还有对色彩的把握%奥

黛特艳丽多变的着装与她在影片中的角色相得益彰%她在影片结尾处的紫色装扮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在

小说/追忆似水年华0中%#紫罗兰的色彩贯穿了全书%它正是时代的色彩$

+!6,$%7

&

只有从一个正确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作品%才能够假想当年普鲁斯特和施隆多夫及其他改编者曾

经表达的意愿%而不是孤立地审视这个文本&普鲁斯特说过%真正的真实性是内在性质的%它可以借助

人所熟悉的印象展开自身%这种印象即使是无谓的或世俗的也无妨%只要这种真实性达到某种深度并

超越这种外在的表象44艺术作品只有在精神领域才可能被创造出来
+!3,

&普鲁斯特通过展现若干个

经过精心选择*并由一连串图景和形象表现出来的时刻去构建/追忆似水年华0中马塞尔的回忆世界%

而施隆多夫则通过对叙事和时间进行二次塑形来构建更为精巧的斯万的世界%也许%在读者和观众的

心中%这个世界有着更为丰富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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