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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成了“高危行业”
“你们会帮我谈价钱吗？会帮我要回报酬吗？”向喜多瑞董事长汪海林发问的是一位名叫戴粼的职业编剧，他是来这

家公司面试的。在考虑加入喜多瑞之前，戴粼最头疼的是该如何与制片公司打交道，他曾经被影视圈里的“老赖”拖欠过
稿酬，警惕性自然很高。和戴粼有着同样烦恼的编剧，在圈儿里还有很多。著名编剧王兴东曾把编剧比作“高危行业”：付
出了心血却得不到合理回报，“一点儿安全感都没有”。

目前国内一年电视剧的产量有1.5万多集，可是能够进入黄金档播出并回收成本的却只有3000～5000集。身处如此
激烈的行业竞争，编剧们的生存境地却是冰火两重天。一些知名编剧成了香饽饽，写一集剧本就能轻松赚得十几万元，甚
至有人开价到了20万元，但是那些没有名气的普通编剧，一集剧本的编剧费不过两三万元，有的人只能拿几千元。汪海林
说，一些刚入行的年轻人，写一集剧本才挣几百元，“最惨的是，写了半天投资方消失了，一分钱都拿不到”。

拖欠稿费固然可恶，编剧版权得不到尊重的情况则更让人气恼。编剧欧阳说：“你辛辛苦苦写了半天，最后一看，投资
方为了好卖片子，非得署上别人的名字。”在很多影视剧组，投资方更看重大牌明星，有时甚至为了照顾某个演员的档期，
强迫编剧更改剧本，把编剧逼到无法回旋的地步。另外，在百花奖、大学生电影节等知名电影活动中，从来就没有设立过
编剧奖。对此，汪海林愤怒地认为：“这是在故意抹杀编剧的贡献。”

决不免费写故事大纲
正是在四处维权的过程中，汪海林和众多同行决定成立这家经纪公司，改变以往单打独斗的局面。“你只是一个人，投

资方却是一个公司的人在研究怎么对付你。”刚刚和喜多瑞签约的编剧梁金龙对此很感慨，“和制片人斗智斗勇太累了！”
但是，加入经纪公司之后，编剧们的权益又能如何得到保证呢？

在喜多瑞，经纪总监周夏伊来头不小，此前她曾经是林心如、孙兴等明星的经纪人，相当于编剧们的“贴身管家”。据
她介绍，经纪公司通常是以“编剧群”的模式来工作，即由一个知名编剧带领六七个签约编剧共同撰写剧本，公司不仅会帮
他们安排业务，还会争取相对理想的剧本价格；编剧们遇到侵权纠纷，公司还会出面提供法律援助。特别是许多以往只能
充当“枪手”的年轻编剧，签约后不仅署名权可以得到保证，还能获得比以前更高的报酬。

为了更好地维护编剧的权益，喜多瑞把握着一个重要的原则：决不免费给别人写剧本创意和故事大纲。因为有些影
视公司会先找编剧写剧本大纲，但拿了创意却不继续与其合作。“这样的人，一开始就不按规矩来，以后合作就会更难，但
是一般小编剧抵御不了诱惑，最后反而吃亏。”汪海林解释说。

提起“喜多瑞”这
个公司的名字，影视
圈的行外人大多会觉
得陌生，更不会知道
它所经营的业务是什
么，但是提起《奋斗》
的作者石康、《铁齿铜
牙纪晓岚》的编剧汪
海林和《神医喜来乐》
的编剧高大勇，相信
很多观众对他们早已
是耳熟能详。去年
底，包括这三人在内
的 20 名国内一线编
剧联合成立了“喜多
瑞经纪公司”，组团对
外接洽编剧生意。

作为目前国内唯
一的一家编剧经纪公
司，喜多瑞的运营状
况十分低调，在外人
看来也显得有些神
秘。但令人难以想象
的是，短短几个月来，
这家经纪公司的签约
编剧已有近 70 人，成
为国内最大的编剧

“旗舰店”，其阵容还
在不断扩大。对于在
影视圈里领教了各种
侵权手段的编剧们来
说，加入这家公司，多
少有了点儿“找到组
织”的意思。 春梅

他们想推行“编剧中心制”
对于喜多瑞的编剧们来说，维权

仅仅是个最简单的想法，他们的下一
步目标，是希望效仿美剧、日剧和韩
剧中常见的做法，在中国的影视圈推
行“编剧中心制”。按照汪海林的说
法，就是“把项目最终决定权和主要
决策权，交到剧组最有文化、看书最
多的人手里”。

汪海林的合伙人阎刚认为，“编
剧中心制”并非异想天开。在美剧生
产中，署名“作者”的往往就是首席编
剧和执行制片人，有些编剧甚至身兼
导演之职。而在韩剧里，也往往实行

“编剧负责制”，编剧们甚至可以自己
选择导演和演员，就连外景场地都是
由他们说了算；相反，导演不能擅自
修改编剧的剧本，投资人也要看编剧
是谁才会掏腰包。

“如果把影视行业比做房地产
业，房地产的核心是地，那么剧本就
是影视行业的‘地’。”汪海林打了这
么一个比喻，“我们编剧手里有‘地’，
那还怕什么呢？”不过，业内人士分析
认为，提高编剧的地位和话语权是应
该的，但是想要走到“编剧中心制”这
一步，目前看来还是比较遥远的。

麦家也有“血泪史”
2007年6月，麦家在博客中写了

一篇文章，名为“忍无可忍！我和《暗
算》总制片人不得不说的恶心事”，讲
述了自己2005年与《暗算》总制片人
和出品人杨健的积怨。

麦家说，在自己单独完成的《暗算》
电视剧本署名中，杨健成为“第二编
剧”。但由于合同中写明“甲方有权修改
剧本，并另行署名”，再加上此前杨健对
麦家不薄，麦家忍了，没有追究此事。当
年冬天，麦家第一次看电视剧《暗算》时，
发现片头竟无“原著麦家”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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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泪史一箩筐的编剧们血泪史一箩筐的编剧们
终于找到“组织”了终于找到“组织”了
石康等人张罗了一家编剧经纪公司

国内首家 签约编剧近70人
组团吹响“集结号” 合力对抗“潜规则”

相关链接

如今很大牌的麦
家当年也被欺负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