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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介下的陕西文学视觉化研究——以〈白鹿原〉为例

李婧 郭雅媛 郗琪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710128；

摘要：随着数字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文学作品的视觉化改编成为传播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径。本文以陕西文学

经典《白鹿原》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在电影、电视剧、话剧等不同媒介中的视觉化案例，探讨数字技术对

文学转化的具体影响及传播效果。研究发现，《白鹿原》的视觉化改编主要通过场景重构与人物形象强化来保

留原著的地域文化内核，但不同媒介的叙事节奏差异导致观众接受度存在分化。数字媒介的应用虽然提升了视

觉表现力，但也存在过度依赖技术而弱化文本深度的风险。基于此，研究提出陕西文学视觉化需平衡传统文本

价值与数字创新，通过多媒介联动和受众互动优化传播路径。这一结论为地域文学在数字时代的传承提供了实

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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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字媒介时代深刻改变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

方式，文字与图像的融合逐渐成为主流趋势。随着短视

频、虚拟现实等技术的普及，传统文学开始通过动态影

像、游戏交互等形式进入大众视野。在数字媒体中，能

够根据信息的情况，营造不同的语境，采用多种形式来

进行信息的展示，从而实现受众感受以及体验的加深，

获得最佳的传播效果。陕西文学作为中国地域文化的重

要载体，独特的黄土高原叙事风格与家族史诗结构在视

觉转化中面临特殊挑战。研究这类作品的视觉化过程不

仅能够揭示媒介技术对文学形态的重构规律，也能为传

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提供实践参考。

以《白鹿原》为例，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问世以来，

不仅在文学领域引发了广泛关注，并且还衍生出多种艺

术形式的改编作品，诸如秦腔、话剧、舞剧、电影、电

视剧及连环画等版本。这些衍生作品不仅丰富了原著的

艺术表现形式，也从不同角度对原著进行了深度拓展和

多维解读。作品中长达五十年的家族史叙事既包含密集

的民俗场景，又涉及复杂的政治隐喻，这些元素在不同

媒介中的呈现方式也是不同的。在影版中，是通过大量

航拍镜头展现关中平原的辽阔地貌，电视剧则是用七十

七集的篇幅细致描写不同人物关系，这种多媒介改编现

象为观察文学视觉化路径提供了典型样本。选择该作品

还因其在陕西文学谱系中具有代表性意义，书中对祠堂、

戏台等文化符号的刻画承载着地域文化记忆，而数字媒

介的介入既可能消解文本的深层意蕴，也可能通过创新

表达激活传统元素。例如话剧改编尝试用旋转舞台再现

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但部分观众认为过度依赖技术装

置削弱了原著的精神内核。本研究将通过分析《白鹿原》

的视觉化案例，探讨数字媒介如何影响文学作品的传播

效度与接受模式，同时反思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之间的

张力关系。

1 数字媒介下陕西文学视觉化的现状与趋势

数字媒介的快速发展为陕西文学视觉化提供了新

的可能性。以《白鹿原》为代表的文学作品通过多种形

式实现视觉转化，电影版通过全景镜头展现麦田，加强

情欲场面和陕西戏曲的展现，强化了田小娥与黑娃的情

感冲突和地域文化特色;电视剧版则通过讲述人物关系，

凸显白嘉轩守塔的情节，突出了其稳定人心的作用。

据 B站数据显示，《白鹿原》相关解说视频累计播

放量突破三亿次，说明碎片化传播能有效扩大受众覆盖

面。但视觉化过程中存在文化内涵流失现象，如话剧改

编时方言对白被替换为普通话，削弱了地域特色。数字

技术虽能增强画面表现力，但过度依赖特效可能冲淡原

著精神，例如《白鹿原》舞台剧用虚拟投影展现祠堂场

景时，观众反馈历史厚重感反而不如传统布景强烈。全

媒体时代下，跨媒介叙事系统的出现为文学传播带来新

的端口。多种媒介根据其自身的传播特点，将文本进行

再创作，有效避免了重复性的内容传播带给受众的乏味

性，且在此二次创作中，受众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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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如：番外续写、人物小传、同人文，或只以弹幕

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观点。在此情况下，输出的内容跳出

了单一重复的围栏，不论是内容的输出还是传播的主体

都更加丰富。

在全媒体时代，新兴媒体的出现填补了大众的碎片

化时间。“双微一抖”已经成为用户不能割舍的社交平

台。无论是新闻资讯、娱乐信息还是生活趣事，它们已

经牢牢地将用户“捆绑”住了。因此，文学作品跨媒介

传播也要跟得上时代，尤其是宣传与传播，目前新媒体

阵地是他们不能放弃的平台。传播效果好，传播速度快，

新媒体可以很好的让人与人之间互动变得快速便捷，让

受众的反馈更直观、更迅速的传递给其他人，形成完整

的传播闭环。但是技术赋能带来的不仅是机遇，智能算

法推荐导致同质化内容泛滥，部分年轻观众通过三分钟

解说了解《白鹿原》，形成对作品的扁平化认知。同时，

一些平台为了吸引眼球，刻意制造话题和热点，使得文

学作品的传播偏离了原本的轨道，甚至出现了对原著的

曲解和误导。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原著的声誉，也误导

了广大读者和观众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因此，在跨媒介

传播的过程中，如何保持文学作品的原貌和内涵，防止

其被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是摆在传播者面前的一大挑

战。

基于以上发现，所以我们对白鹿原改编作品进行预

测，未来发展趋势可能呈现三个方向：虚拟现实技术将

推动沉浸式体验，如数字孪生技术复原白鹿村场景的构

想已在实验阶段；区块链技术可助力版权保护，解决目

前改编作品确权难的问题；人机协同创作或成新常态，

已有研究团队尝试用 AI生成符合陕西地貌特征的视觉

元素。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革新不能替代文化内核，爱奇

艺观众调查显示 72%的受访者更关注作品是否传达出关

中文化精髓。在应对挑战方面，建立文学专家与技术团

队的协作机制尤为重要，参照北京冬奥会视觉设计的成

功经验，将地域文化符号进行现代转译或许是个可行方

案。随着 5G技术普及，即时互动式改编可能兴起，网

络剧《长安十二时辰》的弹幕改编建议收集模式值得借

鉴。这些探索既需要保持文学原作的精髓，又要适应媒

介形态，如同唐诗之路研究提出的空间叙事策略，在数

字场域中重构文学意境。进一步地，数字媒介的兴起为

陕西文学视觉化提供了新的传播渠道和受众基础。社交

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新兴媒介形态，使得陕西文学的视

觉化作品能够跨越地域限制，迅速传播至全球各地。

2《白鹿原》视觉化呈现的主要形式

《白鹿原》作为陕西文学的代表作，通过电影、电

视剧和话剧等多种形式实现了视觉化呈现。在电影改编

中，导演王全安选择保留原著中白鹿两大家族的矛盾主

线，但删减了部分支线情节以适应两小时的叙事节奏。

例如田小娥与黑娃的私奔场景通过光影对比强化了压

抑感，祠堂审判戏份用长镜头展现封建礼教的压迫性。

这种处理虽被批评为"过度简化"，但确实突出了关中平

原特有的宗法文化特质。2017 年电视剧版则采取相反策

略，将 33集篇幅扩展至 77集，新增了白灵参加革命、

鹿兆鹏办学等细节。这种改编既符合电视媒介的连续性

特征，又通过黄土高原的实景拍摄强化了地域真实感。

值得关注的是，电视剧中朱先生预言"白鹿原成鏊子"的

片段，运用数字特效将麦浪幻化为战争场面，这种视觉

隐喻手法引发了观众对原著哲学内涵的新思考。

话剧改编面临更大挑战，西安话剧院版本选择用旋

转舞台象征时代更迭，通过秦腔唱段穿插实现时空跳跃。

第三幕"交农事件"中，二十名演员用肢体语言组成流动

的麦田，这种抽象表达虽与原著写实风格有差异，却成

功传递出集体抗争的震撼力。三种媒介的改编差异：电

影侧重意象浓缩，电视剧强调情节延展，话剧追求情感

冲击。数字媒介的介入改变了传统改编模式，例如弹幕

平台播放电视剧时，年轻观众对田小娥命运的热议形成

二次创作，这种互动性传播使文学形象产生裂变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方言使用在不同媒介中存在差异，电影

采用70%关中方言对白，电视剧调整为普通话框架下的

地域化表达，而话剧则完全使用方言表演，这种语言策

略的差异直接影响着文化认同的构建。

3 数字媒介对《白鹿原》视觉化的影响

数字媒介的发展让《白鹿原》的视觉化呈现有了更

多可能性。电影版《白鹿原》用高清摄像技术还原了关

中平原的麦浪与祠堂，特效制作的蝗灾场景让观众直观

感受到原著中“天灾人祸”的压抑氛围。电视剧版本则

通过长镜头展现家族械斗的混乱场面，慢动作与背景音

乐的结合强化了戏剧冲突。数字修复技术还被用于话剧

舞台，比如用投影重现白鹿原上的四季变化，配合演员

的方言对白，既保留了地域特色又增加了视觉层次。社

交媒体上的二次创作也是重要形式，短视频平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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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方言挑战”吸引了年轻群体，用十几秒的片段

传播小说中的经典台词，比如田小娥的独白被配上现代

滤镜，引发观众对角色命运的新解读。这些技术不仅让

文字变成画面，还通过细节放大情感，例如电影中田小

娥吃冰糖葫芦的特写镜头，用光影对比暗示她的悲剧性，

比原著更直接地传递人物心理
[5]
。

跨媒介改编也带来了理解上的差异，电影删减了原

著中的多条支线，导致一些观众认为“故事不完整”，

而话剧则通过抽象的舞台设计来弥补叙事上的空白，例

如使用红色绸布象征血雨腥风的时代背景。爱奇艺平台

数据显示，电视剧在视频网站上线首周播放量突破 2亿

次，但豆瓣评分从开播时的 8.5 分逐渐降至 7.9 分，这

反映了口碑的分化现象。尽管短视频传播扩大了影响力，

但也导致了认知的碎片化，短视频观众是通过“五分钟

解说”来了解故事主线的。数字媒介带来的不仅是技术

革新，更重构了文学作品的接受语境，比如年轻观众更

关注田小娥的爱情线而非家族史，这与短视频平台侧重

情感冲突的推送机制密切相关。这种转变既为经典文学

注入新活力，也带来深度消解的风险。

4 陕西文学视觉化发展的策略建议

在数字媒介推动文学视觉化的背景下，陕西文学需

结合地域文化特征探索创新路径。以《白鹿原》影视改

编为例，尽管电影版通过全景式镜头呈现关中地貌，但

过度压缩文本导致叙事断裂，反观电视剧版保留祠堂议

事等关键场景，印证了视觉化改编需平衡艺术表达与原

著精神。

要让《白鹿原》突破传统文本的静态限制，以动态

化、场景化的方式吸引年轻读者，可从沉浸式视听融合

与交互式叙事重构两方面切入。首先，利用数字技术将

关中方言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符号：开发“白鹿原方言

语音库”小程序，读者扫码即可收听原汁原味的角色对

白，结合 AI语音识别功能，用户可录制自己的方言配

音作品，生成动态漫画短视频分享至社交平台，形成“方

言挑战”传播热潮。同时革新纸质书形态，设计光感动

态封面——当书本平放时呈现白鹿图腾浮雕，倾斜 30

度则触发内置感应器，通过光栅动画技术让麦浪在封面

上流动，配合 NFC 芯片轻触手机即弹出对应章节的 AR

场景，如“镇妖塔倒塌”时漫天鸦群从书页中飞散而出。

其次，设置双轨叙事模式：文学主线中嵌入可触发的“历

史碎片”，例如阅读“交农事件”时滑动屏幕，文字自

动生成关中农民扛农具进城的动态版画，背景融入老腔

唱段的脉冲音效；另设“解谜支线”，读者通过收集书

中散落的秦腔脸谱符号，解锁隐藏的人物命运推演动画。

这种将文字转化为可触碰、可玩转、可传播的立体体验，

既保留了文学深度，又以技术赋能重构经典作品的年轻

化表达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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