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堕窒堂煎墼

简析《真假李逵》中的模因
。王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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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艺术和文化在传承中得到发展。动画制作通过借鉴传统文学名著的经典故事片段和国粹京

剧的表现形式将文化和艺术表现得更加完美。《真假李逵》作为成功典型，实现了从故事框架、语言内容和京

剧形式三个方面对文学名著和国粹京剧的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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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故事框架

模因论主要涉及语言文化的复制和传播。文学作品改编

而成的动画作品也是一种模因现象。模因最早由动物学家道

金斯提出。他认为“模因”是文化进化中产生的类似于基因在

生物进化中所起的作用的复制因子。布莱克摩尔继续阐述

道，模因像基因一样是复制因子，即它们是通过变异和选择

进行复制的信息。模因通过模仿进行传递。根据道金斯的观

点，模因是一个文化信息单位，是不断得到复制和传播的语

言、文化习俗、观念或社会行为(何自然2007：129)。

《真假李逵》拍摄于1981年，选取名著《水浒传》中第四十

三回“假李逵剪径劫单人，黑旋风沂岭杀四虎”中“李逵下山”

的故事片段作为创作原型，运用京剧的艺术表演形式制作形

成动画形式，从形式到内容都反映着文化模因的复制和传

播。选取片段讲李逵从下山到见到母亲前的一段巧遇。故事

可分为三部分，即李逵遭遇李鬼、李逵恰入李鬼家、李鬼夫妇

意欲谋害李逵三个部分。动画的故事框架基本模因了原著的

相关片段，只在部分细节上作出修改。这些修改符合当时动

画片思想文明健康、寓教于乐的要求。原著片段中存在血腥

暴力的文字描写，如李逵“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两块

肉来，把些水洗净了，灶里抓些炭火来便烧。一面烧一面吃”。

这些情节被直接删去，取而代之以“红烧猪头”填饱肚子。原

著中李逵杀死李鬼夫妇的情节改为李鬼老婆误杀李鬼后，逃

命途中掉入河中被淹死。这种修改教育了观众“恶有恶报”。

人物性格在动画中得到再塑造，李逵从“俺饶了你性命，你反

而加害于俺，你们这些人真是畜生一般。俺不杀你，天理难

容!看斧!”到“杀你这么个毛贼，如同杀只鸡一般。现在杀你

败坏了俺酒兴。待你家爷爷喝足了酒再来收拾你!”(动画《真

假李逵》)原著中的杀恶人毫不手软的“好汉”形象在动画中

被改编成了嫉恶如仇却又不屑杀“小毛贼”的“大英雄”。这个

改编是在模因原著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合理变化，更适

合青少年欣赏和学习。

二、语言内容

在语用中，只要是通过模仿而得到的传播的任何语言单

位都是语言模因。(李捷201 1：149)dx说中“李逵下山”这段遭

遇的语言文字作为模因，其故事独特性和人物语言描写的生

动性，使得动画《真假李逵》的编剧和导演有意选择了这个片

段进行改编。作为模因，在复制的过程中需要加入新鲜血液，

丰富思想观念。然而新的观念又包含原先旧观念的某些因

子。将原著的某些语言进行适当改编，是语言模因复制传播

的一种适当的表现形式。将小说文字改编成动画语言要考虑

到艺术性、语言文明和时代性，这使得语言模因必然适当变

异。

相同的信息以异形传递是一种以复制信息内容为主的

模因。尽管在复制过程中出现信息变异或模因的移植，但这

些变化不影响原始信息，复制出来的仍是复制前的内容。(何

自然2007：158)动画人物的交际语言有的改变了原著语言的

形式，但思想内容的模因仍然相同，只是动画言语更加艺术

化、文明化且与时俱进。

1．动画语言模因艺术化

(1)“是会的留下买路钱，免得夺了包裹。”

(2)“呔!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留下买

路财!倘若你不肯，嘿嘿，咔嚓，管扎不管埋!”

(1)和(2)分别是小说和动画中李鬼出场时的语言。小说

中李鬼开口简洁干脆地表达了自己的意图，也申明了听话人

不合作的后果。改编后，李鬼同样诉说自己的意图和对方不

合作的后果，这体现了语言模因相同的信息以异形表现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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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然而改编之后的语言富有戏剧色彩的艺术性。除了押韵

和象声词“咔嚓”的使用外，人物还用到了强盗们拦路抢劫时

的标志话语“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使动画人物的语言

更具特色，且剧情活泼诙谐。

2．动画语言模因文明化

(3)你这厮是甚么鸟人?敢在这里剪径!

(4)你是什么人?敢在这里拦路行抢?

(3)和(4)分别是小说和动画中李逵遭遇李鬼抢劫时说

的话语。从标志的粗俗化口语变成文明的言语，是语言风格

的变化。(3)中“这厮”和“鸟”字形容词都是古汉语中的脏话。

“这厮”意为“你这家伙”，改成现代文明语言就是“你是什么

人”。原文通过这几个脏字，可以清楚地反映李逵的说话习惯

和态度。动画语言讲求文明，通俗，清楚表达人物思想。因此

删去了脏字，使动画语言更加文明。

3．动画语言模因与时俱进

(5)叵耐这厮无礼⋯

便于理解，动画将小说中具有时代特色的古汉语换成了

现代汉语。(3)中的“剪径”在动画语言中换成了“拦路行抢”，

通俗易懂，又不失艺术性。口语中我们使用“拦路抢劫”，这里

改成“拦路行抢”。“抢”字放在句末，加重了语气，因为“抢”

的发音比“劫”更具威慑力。(5)是原著人物的心理语言，“叵

耐”指“不可忍耐”。这句话体现了李逵愤怒的情绪，在动画中

直接呈现在人物的表情和动作上。原文中描写心理的句子成

为模因后，在动画中以表情和动作得以呈现，依然是动画通

过模仿而得到的传播。

三、京剧形式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传播内容上，要优先传播本国

文化，优先使用本民族语言。(郭庆光1999：145)早期动画制

作有其历史背景，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为己任。在动

画中加入京剧元素，既增加了中国传统动画形式的多样性，

又能向广大青少年观众传播本国的文化和国粹。

在京剧《李逵探母》中，李逵以净角中架子花脸形象出

演。本动画沿袭了这一设计，但将复杂的脸谱简化处理。架子

花脸以念白和做工见长，注重身段功架。(蔡瑞鸿2009：44)两

个反派人物，包括李鬼(被拆穿后的形象)和李鬼老婆，分别

以茶衣丑和彩旦的丑行行当出演。“丑”是戏曲艺术中的喜剧

角色，要求演员幽默诙谐。(蔡瑞鸿2009：44)茶衣丑一般扮演

平民百姓。彩旦是丑行中应工的女性角色，表演滑稽，化妆夸

张。在动画人物设计上，制作方基本依照京剧行当的特点设

计人物的外形和表演。

1．京剧形象设计。原著中李鬼的出场是“戴一顶红绢抓鬓

儿头巾，穿一领粗布衲袄，手里拿着两把板斧，把黑墨搽在脸

上”。动画中，李逵和李鬼初次碰面时两人的装扮大致相同，

特别是身背两把板斧。李鬼的着装是李逵着装的模因，但细

节上观众能够看出区别。如李逵眼角上扬，腰带呈红色；李鬼

眼角下垂，腰带呈蓝色。李鬼老婆在动画里的出场完全复制

了原著中的描写，即“鳖髻鬓边插一簇野花，搽一脸胭脂铅

粉”。在此基础上，动画加入京剧彩旦行当的造型，使得该形

象更加生动滑稽。

2．京剧语言设计。京剧中，架子花脸、茶衣丑和彩旦的念

白语言均以京白为主。架子花脸偶尔用到韵白。京剧念白分

京白、韵白和方言白。其中京白说普通话，清脆悦耳，不可含

糊不清；韵白近格律吟诵，表现人物庄重。(蔡瑞鸿2009：

124—125)《真假李逵》从京剧念白出发，使我们看到了京剧形

式的语言模因。这使动画语言更具京剧特色，特别表现在人

物说话的方式和语气上。

(6)李逵：你是什么人?敢在这里拦路行抢?

李鬼：你不认识我?说将出来只怕你吓破了胆!

李逵：讲!

李鬼：啊～老爷就是梁山好汉⋯⋯

李逵：啊?

李鬼：黑旋风李逵，呀呀呀呀!

(7)妇人：(妇人扯着李逵的胡子，试图摘下假面具，却没

摘下来)这是个真的!

李逵：真的，这么说你把俺当成那个李鬼啦?

妇人：李鬼，怎么，你碰上他啦?

李逵：岂止碰上，俺还把他这一斧⋯⋯

妇人：怎么样?

李逵：哼哼，给劈咯!

妇人：(哭)，哎呀，我的天哪!我跟你，拼了!

李逵：诶，慢来慢来。俺本来要杀他，后来听他说家有老

母，俺见他孝顺，给了他一锭金子，又把他给放了。

(8)李逵：(大拍桌子)拿酒来!

妇人：哼!你还知道回来。(端上酒壶和碗)我让你，喝!

人物对话富有层次性，在说话人说话的过程中听话人插

入一个简短有力的短旬引起观众的注意，突出后面语句的重

要性。如(6)(7)中，听话人插入“啊?”“怎么样?”，引出说话

人后面的话语。为了留下悬念改变正常句式，动画把句子“老

爷就是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分为两部分来说，又将“俺还一

斧劈了他”改成“俺还把他这一斧给劈咯”。编剧思维严谨，避

免陈述李鬼被劈“死”，为接下来李逵下一轮回话作出铺垫。

关键词加重语气，强调人物当时的心情和态度，如例(6)

至(8)里的“讲”“拼”“喝”三个字。停顿和加重语气，加强了剧

情冲突和发展。(6)中李逵的“讲!”干脆有力，表现出他不惧

李鬼，豪爽威猛的形象。(7)中妇人停顿后加重语气的“拼了”

二字反映了她对于李逵杀死自己丈夫后，自己已无依靠而最

后一搏的态度。(8)中一个“喝”字表现了妇人彩旦喜剧形象

的反抗精神。说的是喝，却不是根据李逵的要求端酒来喝，而

是水。通过言语和语气的表达，加剧了戏剧冲突。

四、结语

模因作为文化信息单位，需要不断地复制和传播。在中

国传统短篇动画《真假李逵》中，我们看到了作为模因的名著

片段和文学语言以及作为模因的京剧形象和京剧语言。这为

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在以后的动画创作中得到运用作出了

榜样。语言和文化的模因表现在动画中，在不同层面上也成

为青少年学习和培养兴趣的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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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又有限定性的命题方式对以往试题而言，无论在命题的

方式上，还是题材的选择和能力的考核要求上，都极具创新

精神。2002年，上海卷的考查以“言”为主体，到了2(K)2年文段

内容的理解方面的比重逐渐增加。到了2003年与全国卷接

近，但古诗文的题量和分值都高于全国卷。题型表现出较强

的主观性，以文字表述题为主，体现了灵活、开放的特点。近

年来，上海卷的古诗文与现代文的分值几乎平分秋色，都渗

透了新课标的思想，试题都体现了很强的开放度，在各方面

都有较大的自由度，为考生提供了展示个性和创造能力的空

间。

三、上海高考古诗文的备考策略

(一)扩大古诗文的阅读量

要在高考语文中取得好的成绩，平时对古诗文著作、典

籍的大量阅读必不可少。除了课内的一些阅读材料，要加强

课外材料的阅读，充分利用一些课外书籍，如《语文读本》，注

重平时对古诗文素材的积累以及对中国文化底蕴的深层次

理解，将文化精髓渗透到思想中，这样才能引申和运用，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如2004年上海春考第5题：鲁迅说陶潜“并

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要求考生列举一篇陶潜的作

品说明以上观点。要正确解答此题，考生首先要理解“静穆”

一词，这是指陶的田园诗风格。而除了这些风格，陶还有“金

刚怒目”类型的作品，如果考生加强对课本以及课外知识的

阅读，就能够列出这种风格的作品，如他的《读(山海经)》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二)加强朗读和背诵的训练

中国的语言文化博大精深，古诗文具有意蕴悠远、音韵

和谐等特征，很多时候古诗文的言语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需

要通过意会和身临其境的感知才能理解作者当时的心情和

创作的意图，从而了解文段的意义。而这些并不是通过推理、

演算、理性分析就能实现的。因此，要加强对古诗文的朗读，

甚至背诵等方面的训练。通过朗读和背诵感受并欣赏文章，

深入文章的意境，通过对精彩、优美的文字的朗诵与作者产

生精神上的共鸣，从而培养自身对古诗文的预感，提高阅读

能力和修养，增加审美情趣，自然而然地提高对古诗文的理

解能力和阅读水平。

(三)了解并掌握常见的古诗文修辞及表现手法

古诗文的表现手法丰富多样，常见的有对比映衬、借景

抒情、抑扬结合、情景交融等。而修辞手法也是不胜枚举，如

拟人、夸张、对比、比喻等等。很多时候，高考语文的古诗文题

目都是对这些表现手法和修辞手法的考查，如果考生对这部

分的知识掌握比较透彻，对这些手法的特征掌握比较牢固，

则能够很容易地对陌生的古诗文作品进行阅读和赏析，并能

够领悟题目的意图，就能够顺利地对这些题目进行解答。例

如，在2012年的高考语文全国卷中，第12题要求简要分析作

者在诗词中写“松”的原因和意图。很显然，诗人用了对比的

修辞手法，将飘零的落叶和笔直的松树进行对比，用松树的

高洁、四季常青表现高贵的品质，托物言志，抒发自己远离世

俗、孤傲不羁的品质。

(四)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判断能力的体现

对于上海高考而言，语文这一学科的命题指导思想是：

为高校选拔优秀学生提供帮助，为素质教育的实施和对学生

实践技能以及创新精神的培养提供有力的保障，这也是上海

市二期课改的核心理念。因此，在语文的命题中就充分体现

了这一指导思想。相对于现代文来说，古诗文在这方面知识

考查上具备很强的新意，更能体现考生的语言功底以及创新

和实践技能。女n2005年上海秋季考试第十六题中出现了谈论

观点的题型，问是否同意苏轼对于徐、李两首诗的评价。这道

题无论回答同意或者不同意，或者别的观点都可以，只要能

自圆其说、言之有理就可以。充分考查了考生对事物的判断

能力，鼓励考生对既定的事物提出合理的质疑并进行自我观

点的陈述，体现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因此，备考过程中要注

重这方面能力的培养。

四、结语

近年来，上海高考的古诗文阅读从题材到考查项目看，

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特点——开放性和灵活性。这种方式充分

体现新课标的精神，为考生个性的表达以及考生思维方式的

展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考生在古诗文的备考中要充

分挖掘古诗文中的创作理念和意图，并结合自己的观点进行

合理、充分的阐述，体现对知识的灵活运用和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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