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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编剧维权成为全球影视业的一个焦点。日前，大洋彼岸美国编剧罢工风云刚刚散去，我国影视圈里一群平日
深居幕后的编剧纷纷浮出水面，称编剧在影视剧作品中地位低下，要求提高话语权及地位。“3·15”即将来临，国内的编剧们
纷纷摩拳擦掌，开始了自己的维权之路。

这场编剧维权运动由石康、汪海林、高大勇等20名国内一线编剧组成编剧公司为导火索，随后张纪中“编剧为王的想法
喧宾夺主幼稚可笑”的言论遭到多位编剧的反驳，最终众多腕级编剧也加入到了维权队伍中。国内著名作家及编剧陆天明
日前发表博文《真的该为编剧们呐喊一声了》，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激动地称编剧的权益经常被粗暴地侵犯。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抗抗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在《增设“最佳剧本
改编奖”的提案》中称，“建议在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飞天奖等国内大型影视评奖中，增设最佳剧本改编奖”，呼吁人们尊
重和保障影视剧本原作者和改编者的双重权益。 专题撰文 晚报记者 杨宜锦（除署名外）

编剧的肩膀太软了
业内人士分析，编剧的维权要求恐怕

短时期内很难得到政策支持。影视剧制片
人对大部分编剧的工作能力尚不认可，而
那些被行业认可的大腕儿编剧似乎不存在
此类困境。国内影视剧制作公司老板和制
作人对编剧的想法持有异议，一再申明的理
由是，影视行业好剧本闹了几年饥荒，只有几
个大腕儿编剧的作品有品质保证，其余都需
要导演二度创作再加工，编剧的署名权被

“压缩”、稿费打折也合乎情理，编剧想要提
高待遇无异于文人气的幻想。

著名导演吴天明曾表示：“导演想踩在
编剧的肩膀上，可是中国编剧的肩膀太软
了，根本踩不住。”他认为，中国编剧需要维
护自身权益，但更重要的是提高整体素
质。“现在的编剧界集体浮躁，当年我们在
拍《首席执行官》之前，找了一个编剧，不料
这位编剧不愿意下去体验生活。后来我们
又找了一位小有名气的编剧，他来了之后
扔下一个剧本就走了，还对我们说‘就是它
了，爱用不用’。据我所知，很多导演都有
我这样的遭遇。现在，年轻编剧不愿意体
验生活，很多大牌编剧则直接找‘枪手’，这
样的编剧队伍，能写出好剧本吗？”金力维

对于张纪中“编剧为王的想法喧宾夺主
幼稚可笑”这一言论表示不满的不仅是陆天明
一人。张纪中言论甫一曝光，近年来火速蹿升的
青年编剧于正就在自己的博客中撰文，以自己运
作电视剧的实际经验反驳了张纪中的论点。

不满张纪中大放厥词
于正认为，编剧身兼制作人，可谓最划算

的运作模式：“编剧身兼制作人一职，可以在撰
写剧本的过程中，预估影视剧的制作周期、流程
以及资金状况，从而合理编排剧情，不至于在拍
摄过程中因客观原因临时进行大幅改动。在
影视剧拍摄及制作过程中，也可以更大程度上
尊重编剧的原著、理解剧本的内核。而制作人
一职，也能让编剧更了解市场运作规律，使编剧
在创作上更靠近市场需要、符合大众审美。”

于正表示，作为编剧和制片人，3年来他
只制作自己写的剧本，名利双收，“比起那些
会唱高调，一直盲目炒作的大制作人来说要
有效率得多”。同时，于正颇有针对性地将自
己制作的《大清后宫》《最后的格
格》《胭脂雪》等剧收视状况、获奖
情况与张纪中制作的几部大型武
侠剧相比较，称自己的《大清后
宫》赢《神雕侠侣》，《最后的格格》
胜《碧血剑》，《胭脂雪》超《鹿鼎
记》，他甚至毫不避讳地点名“打
击”张纪中：“试问张老师几部大
作可有收视前茅的？”他表示，就是不满张纪
中“大放厥词，说编剧不适合做制作人”。

于正表示：“很多所谓的大制作人跑这里
跑那里，骗骗当地政府的钱，拖长周期，美其
名为大戏，其实不过是想乘机丰满自己的荷
包而已。拿收视、拿利润比例一看，就知道是
编剧责任制强，还是一个没什么文化、只懂炒
作自己的纯商人强。”

不能对不起自己用生命筑就的本子
于正认为编剧的地位理应得到提高：“编

剧为王，至少不会对不起自己用生命筑就的
本子，我写的是我的心，消耗的是我的命，我
没有理由糟蹋我自己的东西。倘若有哪个编
剧说自己写的东西可以随便拍，给钱就好，那
么他就不配称之为编剧，甚至不该立足于娱
乐圈，这就是我反驳张老师的最原始动机。
但话又说回来，其实谁为王不是最重要的，重
要的是出好作品，我们在这里叫嚣有什
么用，观众不买账一样白搭。”

从小说到剧本，周梅森不仅多产，而
且出手不凡：《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共
和国往事》《中国制造》（《忠诚》）《至高利
益》《绝对权力》《国家公诉》及《我主沉
浮》，部部作品都广受欢迎。作为知名编
剧，周梅森也曾经因为自己的作品被肆
意改动而与剧组有过争执，昨日，记者拨
通其电话时，已身兼编剧及制片人的周
梅森谨慎地表示：“对于编剧来说，最好
的维权方式就是自己做制片人。”

“编剧的功劳占50%以上”
周梅森表示，目前我国影视圈既有

自己的潜规则，又处于比较混乱的局面，
由于存在不少不良商人，导致屡屡出现
侵犯编剧权益的事情。在他看来，编剧
维权是非常有必要的，毕竟“电影是导演
的艺术，戏曲是角的艺术，电视剧是编剧
的艺术”，这已是圈内的共识。周梅森认
为，像电视剧《潜伏》的导演兼编剧姜伟
那样的人才在圈内可谓是乏善可陈，《潜
伏》的走红就在于剧本写得非常漂亮，功
力扎实。与此恰恰相反的是，充斥荧屏
的很多垃圾电视剧就是坏在剧本上。

在周梅森看来，目前国内编剧的地
位和收入正在逐步提高，之前一集 3 万
已是天文数字，现在12万到15万一集的
也大有人在。对于自己既是编剧又是制
片人的身份，他认为对剧组及影视作品
是有好处的，保证了作品的艺术质量。
电视剧多是20集以上的“长篇”，没有编
剧做基础，根本无法维持影视产业的正
常发展。他担任制片人时也强调，没有
好本子不可能有好电视剧，编剧的功劳
在电视剧剧组中占50%以上。

编剧也不能一味为钱写作
最后，周梅森表示，编剧维权自然无

可非议，但编剧也应提高整体素质，有些
编剧一门心思只想着挣钱，一味为钱写
作导致作品粗制滥造，这种创作态度既
无益于影视产业的长期发展，也无益于
编剧本人的艺术道路。

3 月 8 日，陆天明接受了本报记者电话采
访。他表示，虽然与其他编剧相比，自己得到了
应得的尊重，他参与的每部电视剧一出品，观众必
然首先知道这是陆天明的作品，而非某某导演或
制片人的作品，但他仍然要站出来为整个编剧群
体说说话，“尤其要直接反驳张纪中之流的言论”。

“张纪中把编剧当成了孙子”
针对张纪中“编剧为王的想法喧宾夺主幼

稚可笑”的说法，陆天明称，其实编剧没有要称
王称霸的意思，只是要求得到应有的权益与尊
重，“事实上，正是张纪中之流把编剧当成了孙
子”。在影视圈有句话经常被人提起，即“剧本
剧本，一剧之本”。但这句话并不代表影视圈对
编剧的重视，事实恰恰与此截然相反，陆天明
说：“一些导演在没拿到剧本之前，恨不得对编
剧下跪，恳求编剧为他们写剧本，或把剧本写得
好一些。因为没有一个好剧本，他们没法找人
投资拍摄，也就意味着一分钱拿不到。可一旦
剧本到手，一些导演在拿到投资的钱后，转身就
把编剧给忘在九霄云外。夸张一点，甚至连编
剧姓甚名谁都忘得干干净净了。至于在未征得
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就找人去改动剧本，在改动
过程中更不会去征求作者的意见，已是圈内的
普遍现象。”陆天明称自己的剧本被改动，也是
从没人和他商量过，“电视剧开拍后，编剧不可
能天天去片场，我这个人是从来不去片场的，在
那种场合下，编剧往往显得很无趣”。

“编剧付出最多，但地位最低”
采访中，陆天明称，这种粗暴、野蛮的侵权

现象在影视圈，尤其在电视剧圈里已经延续许
多年了，在这个行当里，编剧似乎越来越可有可
无。很多编剧忍受不了清苦而转行当导演或制
片人，因为这两个角色在影视圈里是强势地
位。在拍摄过程中，制片人考虑到市场因素要
对剧本进行修改，而导演则要按照自己的想法
对剧本进行修改，但少有人会在修改的过程中
与编剧交流这个剧本的艺术构想。陆天明表
示：“再好的导演最多也只能拍 5年，因为目前
绝大部分导演一年要拍好几部戏，他们的时间
都是在片场度过的，平时根本没有时间体验生
活，更没有时间来思考、构思，这是违反创作规
律的，如此改动剧本只会降低作品的艺术质
量。而演员更是没时间体验生活，一些演员同时
在几个剧组串场，根本没有进行再度创作的时间
与余地。因此，在影视剧生产中，编剧是付出最多
的，但地位也是最低的，毕竟资金在制片人手里，
摄像机在导演手中，他们决定了片子的最终质
量。在影视圈，只有制片人和导演才能得到一
切，这也正是妨碍中国影视发展的一大瓶颈。”

“文字工作，几生几世未必能干好”
据悉，编剧得不到足够尊重的表现还在于，

在影视剧的宣传海报、光碟上，通常都会醒目地
印上制片人、出品人、导演、主演的名字，甚至有
从来没参与过作品策划的那些“总策划”的名
字，但编剧的名字经常没有一席之地。

虽然编剧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并且有
很多人劝他也投身于“制片人”的队伍，但陆天
明称自己一心只想把文字工作做好，这是个没
有尽头的道路，用自己的几生几世都未必能干
得好。他还半开玩笑地称自己也攒不够那么多
钱来当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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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路漫漫
编剧维权，其实一直都在悄无声息地进

行，只不过从未像这次集体爆发。在刚刚过
去的2008年，就发生了几起比较大的编剧维
权事件。如八一厂康丽雯编剧的《马石山十
勇士》电影海报上，连会计的署名都写上了，
但就没有编剧的署名。后经报道后，侵权方
重新印了更正版。还有李树型起诉张之亮
侵犯其在影片《墨攻》中的编剧署名权，也以
胜诉告终。此外，麦加的小说《暗算》改编成
电视剧之后，播映时竟然找不到“根据麦加
同名小说《暗算》改编”的字样；作家柳建伟
的小说《爱在战火纷飞时》改编成同名电视
剧，原作者愣是看不到自己的署名，后来在
录像机上反复找了3遍，最后用遥控器按住
定格键，才能勉强看见几个模糊的小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