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这一个”项羽
——观京剧《重瞳项羽》 □蔡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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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拯救题材”的文艺作品，我国不多。由
林和平编剧，邵警辉导演，凌潇肃、曹曦文领衔主
演的 32 集电视剧《战火中的花蕾》，算是一部不
错的“二战拯救题材”作品。

《战火中的花蕾》取材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
真实的历史事件，讲述的是战时儿童保育会第七
保育院的故事。故事展开的主线是，一位战时儿
童保育会派出的《大公报》战地女记者、国民党将
门之后的千金小姐沈君怡，一位国民党军第五战
区上尉连长、实为中共地下党员的方鉴明，在
1937年沦陷的徐州城邂逅，方鉴明从侵华日军的

枪口下救出了沈君怡，两个人一起开始了拯救难
童的事业。两年多的岁月里，种种的生死劫难后，
由这两个人担任院长和副院长的第七保育院，从
最初的100多名难童变成了后来的300多名难童，
为中国战时难童拯救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笔
者认为，该剧的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这两年有为数不少的抗战“雷剧”、“神
剧”泛滥于电视荧屏，《战火中的花蕾》有拨乱反
正、正本清源的作用和意义。它以严肃讲述抗战
的艺术姿态宣告，神圣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是不
容许当下“三俗”的市场随意“消费”的，这种“消
费”中的“雷剧”、“神剧”美丑不分、以丑为美，是
中国电视剧市场应该抛弃的。

第二，《战火中的花蕾》有力地证明了，在当
今的中国电视剧艺术事业和文化产业里，神圣的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历史和文化依然是一座电视
剧创作的题材富矿，我们电视剧创作者应该不断
扩大视野、继续深入开掘那些迄今为止还不为人
知的人物和故事，努力获得自己对于抗日战争历
史和文化的独特发现和独特感悟，激活自己的艺
术灵感和艺术想象力，创作出真正体现历史精

神、令观众喜爱的作品来。
第三，《战火中的花蕾》既在思想上给了我们

强烈的震撼，又在艺术上给了我们深刻的感染，
它表明，这个用大爱拯救二战难童的中国好故
事，是应该而且可以用一流的中国好艺术加以表
现的。

《战火中的花蕾》还是一首用大爱拯救二战
难童的叙事长诗。具体表现在：

其一，在这首叙事长诗里尽情描述和演绎了
战时中华民族爱国同胞之间无私的大爱，满怀激
情地抒发了对于这种无私大爱的高调张扬和热
烈赞颂。剧中，这样的大爱，无所不在而又充沛洋
溢的是保育院的沈君怡、方明鉴以及他们带领下
的老师们对于难童的不是父母胜似父母的“母
爱”和“父爱”，还有保育院同仁、老师们之间的，
出自患难之交、基于同心同德的无私的兄弟姐妹
手足之情似的关爱。

其二，倾注了我们民族精神里对于英雄主义
和英雄其人的崇敬和追随。这种崇敬和追随，就
集中表现为人们对于方鉴明和他的亲密战友董
家祥的敬重和景仰，甚至还有对于沈君怡这样的

战时巾帼英雄的敬重和景仰，也包括对于只身深
入土匪巢穴、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拯救被掳掠的难
童的文香姑娘的钦佩和敬重。

其三，真实再现了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
争场面。除了在徐州突围转移，从十堰向宜昌转
移途中方鉴明只身歼灭一小队日军的战斗，在青
霞杨镇祠堂院址遭遇日机狂轰滥炸，还有后来方
鉴明带领青霞县警察剿灭危害百姓的青霞山土
匪的战斗，其余的战斗都是作为背景来铺陈的，
在交代人物活动和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之外，主
要是突出战争的残酷和保育院生存环境的艰难，
彰显剧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

其四，男女主角方鉴明与沈君怡之间的感情
戏，董家祥和文香之间的感情戏，纯真且美丽。特
别是方鉴明和沈君怡之间的两情相悦，深深爱
恋，表现得恰似一首深沉含蓄却又高山流水般的
情诗，引人动情动容。

其五，全剧叙事很有章法，结构精致，剧情安
排巧妙，构成了节奏上的张弛有度，使得这首叙
事长诗有了一定的韵致。

总之，该剧的主要情绪基调明晰，即在民族
生死存亡的历史紧急关头，当人们面对各种各样
严酷的考验，直至生死考验的时候，人性的真善
美是如何战胜假恶丑，并传递出情感正能量的。
全剧充满了人间的大爱，用大爱的光辉温暖人
们，安抚人们受伤的心灵，引领人们冲破黑暗迎
来光明。也正是这样的大爱在深深地感动着我们
这些看电视剧的观众。

■评 点

拯救二战难童的叙事诗
——观《战火中的花蕾》有感 □曾庆瑞

第三届“包公杯”全国反腐倡廉
曲艺作品征集活动启动

世界电影产业的共同危机就是缺好剧本。中
国电影同样为找不到好的剧本发愁。纵观全国，
已经少有发表电影剧本的刊物了，不能看到电影
剧本，当然就难以实现阅读、发现、认购、研究、激
励电影剧本的创新和繁荣。

中国缺少发表电影剧本的权威刊物，编剧们
看不到同行的新剧本，业界无处选择优质剧本，
公众阅览不到好剧本，研究者难觅影片的原始设
计。更糟糕的是，文学剧本不能公诸于世，剧本的

“完整权”在拍摄中被胡乱篡改和任意歪曲，公众
无法比较原版，无法监督、审视、判断二度创作的
优劣。

能否保证中国电影编剧的文学剧本发表权，
关系到繁荣中国电影剧本创作的文学领地和剧
本版权的贸易，关系到发展中国电影产业源头基
地的建设问题。

扶植电影剧本创作先从尊重剧
本发表权开始

发表权，是编剧智力成果的文学作品得以公
开出版，体现其社会公认版权价值的重要权利，
也是在法律看守下“保护作品完整权”不受歪曲
并完整体现作者意图的根据。

发表电影剧本是由个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
呈现了剧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发现，对文学形象的
发明，对题材思想的发掘，以其独特的视觉文学
叙事风格，创意未来电影的故事和不受以后电影
制作影响的独立品格的文字作品，享有社会的文
学地位并接受社会公开评价。

回望中国电影剧本的创作历史，自 1925 年
洪深先生发表第一部电影剧本《申屠氏》开始，电
影剧本作为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中留下了特
殊的一页，奠定了视觉文学在文学体裁中的地位
和权利。文学剧本中优美的画面叙事、严谨的戏
剧结构、引人入胜的悬念、鲜明的性格刻画、生动
的人物对话，均会激起读者对未来电影不可抑制
的思慕和观影期待，并在更大范围内引起制作使
用者的公开竞选。

曾记得，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岳野 1962 年
发表在《电影文学》杂志的剧本《詹天佑》，历经
38 年后，在 2000 年由孙道临导演拍摄了这部电
影，没有发表就没有这部电影剧本的生存权。

电影自有声时代后，剧本自然跃居到首要位
置，电影剧本作为文学作品伴随着新中国电影的
发展，如雨后春笋般的各种文学刊物，为电影生
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拍摄蓝本。

我之所以能从边防战士走上电影编剧的道
路，就是因为大量阅读了“文革”前长影主办的

《电影文学》月刊，一部部用文字叙述的电影故
事，磁铁般地吸引着我，成为我学习电影写作的
函授导师。在我从事剧本创作之际，正值改革开
放时期，中国电影涌现了大批优秀的作品，这些
电影作品的剧本均在《电影创作》《电影文学》《当
代电影》《电影作品》《电影新作》《八一电影》《萌
芽：电影电视与文学》《儿童电影》《电影新时代》
等十几家专业刊物上发表，甚至《收获》《十月》

《当代》等大型文学期刊也发表电影剧本。这些期
刊保障了优质文学剧本的“发表权”，同时为剧作
评论提供了“批评权”，有效地推动了电影剧本创
新的热潮。上海文艺出版社甚至办起了优秀剧本
的《电影选刊》，造就新时期那段电影黄金发展阶
段，繁茂之势，贵依其本。

写作电影剧本，无论拍摄与否，作者都希望
能发表出来，得到读者评议。一切富于创新的剧
本总会有出路的，有发表就有阅读，有公开就有
认领。记得上海的《萌芽：电影电视与文学》《电影
新作》在 1981 年分别发表了由我和几位年轻人
共同创作的剧本《飞来的仙鹤》《白桦林中的哨
所》，因为公开则无法埋没，最终由西安电影厂和
长春电影厂认购拍摄。由此，我从业余创作走上
了职业编剧的道路。可以说，发表电影剧本的园
地，是电影题材和人才脱颖而出的一片沃土。

剧本的发表不仅为使用者公开了选择机遇，
也为研究影片成败寻根溯源提供了发言权。得知
伊朗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以 32 万美元
的小成本，夺得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时，

我们不禁要问：这部没有打斗凶杀，没有高科技
投入而赢得世界赞誉的亚洲电影，成功原因在哪
儿？我从中国电影出版社主办的《世界电影》2012
年第4期上找到译成中文的电影剧本，秘诀跃然
纸上。导演阿斯哈·法哈迪就是学习戏剧舞台编
剧的，他从现实生活中有所感悟地创作了这部剧
本，事件起点不大，故事结构却充满张力，悬念迭
生，危机四伏，环环相扣。编剧对生命、生活和人
性的困境做到了深刻的透视，尽管编剧从本民族
的国情出发，其丰富的内涵却面向了世界。

是真情实感的表达，还是虚情假意的捏造，
白纸黑字的剧本设计皆能最早展现出来。正如黑
泽明导演所断定：“一部影片的命运几乎要由剧
本决定。”可喜的是，在2012年2月10日国家广
电总局召开的全国影视创作会议上，总局高度重
视剧本创作，推出两项重要的举措：“一方面在评
奖宣传等方面向编剧倾斜，一部作品成功以后，
要宣传导演、演员，也要宣传编剧和其他主创人
员。”“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剧本创作的投入和对编
剧的奖励。从今年起广电总局准备实施一项举
措，就是设立优秀剧本奖励基金。每年拿出 3000
万，重金向社会征集奖励好本子，每个优秀影视
剧本给予 100 万元到 300 万元奖励，尤其鼓励那
些扎扎实实，有积淀有深度有创意的剧作。每年
征集 15 部左右，集中优秀的编剧力量帮助修改
提高，然后向各种所有制的影视制作机构免费提
供，公开招标，有能力者得。”那么，哪些好的电影
剧本能够得到重奖？如何选择出“有积淀有深度
有创意”的15部剧作？

我认为，“撒大网捞鱼”式征集剧本，以往
各省各地都尝试过，所评选的剧本仅有少数评
委看过，效果不明显。文学剧本应该像小说一
样，只有出版和发表才能公正参与评奖。由
此，征集剧本，首要是启动和保障电影剧本的
出版发表，才能保障原创剧本质量的公开竞争、
公开认领、公开评选。

当下一些电影节在评选“最佳剧本奖”，但公
众却很难看到发表的剧本文本的实际状况，无法
感知其文本的真实写作水平，这样评出来的奖自
然就缺失公信力。更可惜的是，获奖的剧本不能发
表出版，难以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也就达不到激
励剧作创新的真实目的。一些优质的文学剧本，在
制作中被任意宰割，搞成电影“豆腐渣工程”，却无
人追责。编剧辛勤创作的剧本作品，变成粗制滥造
影片的殉葬品，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当初，由于功利化、短视性的商业利益驱使，
不少发表电影文学剧本的刊物关停，造成近些年

电影剧本成了难见天日的文本，有关剧作评论和
剧本研究已无人问津。现今根本看不到评论家

“从剧本到影片”的分析和研究文章，一旦影片获
誉，导演功劳独揽，媒体热炒导演，狂推明星，冷
却编剧，此类得鱼忘筌，过河拆桥的恶习成性，细
一想与社会和公众看不到发表的剧本不无关联。

实现剧本发表权，标志剧本作者是其独立思
想成果的主权人。编剧拥有剧本的著作权，一经
发表即享有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广
播权、网络传播权等可以单独使用的诸多财产权
利。在版权经济发展的时代，一个文学创意可以
支撑产业贸易的核心，就电影而言，剧本作者是
影片的上位授权人，理应受到所有使用者的尊
重，真正做到“在评奖宣传等方面向编剧倾斜”，
这表明全社会对自主产权原创者的尊重。

中国电影飞速发展跃居世界前位，在全国林
林总总的出版物中，没有发表电影文学剧本的权
威刊物，无疑是中国电影的盲区，尽管围绕电影
的活动越来越频，红地毯也越铺越长，不修其源
而事其流，势必源绝流竭。各种迹象出现的题材
模仿、样式跟风、翻拍复制、靠炒冷饭是无法应对
国际化的电影市场的。解决剧本原创疲软的问
题，总局提出的两项举措，无疑对于提高原创者
的地位和价值，是可操作的决策。

应该寻回发表电影剧本的出版园地，请为剧
本版权的问世做一个可见的摇篮吧。以视觉文学
讲述中国人自己的好故事，让那些弘扬民族精神
的主流作品，传播改革开放正能量的优质剧本，
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扶持创建中国发表电影剧本的
权威刊物

在实现编剧和作家发表电影剧本的平台上，
刊物出版具有传统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尽管网络
视频时代潮水般汹涌扑来，各国对于本国优质电
影剧本依然保有发表剧本的刊物，绝不淹没代表
一个国家视觉文学最新创意的剧本。

日本电影剧作家协会由国家资助主办的《电
影剧本》杂志，从1945年始至今，坚持每月发表5部
电影剧本新作和相关剧作评论，每期发行3万册，
各类图书馆均有订阅和摆放，培育公民参与电影原
创意识，每年从中评选出10部优秀剧本，给予奖励

（另外，日本《电影旬报》还单独评选十佳电影剧
本），成为凝集整个剧作家和影响观众的品牌刊物。

当今，中国电影欲走向世界电影强国，更要
切实解决发表电影剧本的短板。《中国作家》杂志

社自 2009 年创办发表电影和电视剧本旬刊以
来，一改多年来电影剧本无处发表的窘境，在社
会、在文坛、在业内、在高校都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发表的剧本不仅参与《中国作家》杂志的各种
文学类评奖，且在中宣部第 12 届“五个一工程”
奖评选中，由《建国大业》《辛亥革命》《惊沙》《飞
天》4部剧本拍成的电影分别入选获奖。

面对发表电影剧本赔钱的压力，《中国作家·影
视》坚持鼓励原创。三年下来，发表了一批不知名的
青年编剧和新老作家投稿的电影剧本，许多制片公
司密切关注刊物上发表的剧本，随时认领和采购。

当今社会进入数码时代，无处不在的画面语
言正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用相机和手机随意拍
摄和表达叙事的微电影，改变了人们讲述故事的
形态，这些作为视觉文学的电影作品，越来越具有
美好的前景。“当然，电影剧本也像任何其他形式
的文学作品一样有好有坏的，但它同样也完全可
以成为文学上的杰作。在电影剧本这一文学领域
里固然还没有产生过莎士比亚、卡尔德隆、莫里哀
或易卜生，但这没关系，总有一天会产生的。”（贝
拉·巴拉兹《电影美学》）中国需要一个发表电影剧
本的权威刊物，政府征集优秀电影剧本需要一个
公开的平台。我们希望《中国作家·影视》影视版办
得更好，承担起向全国征集电影剧本的重任。

我曾向有关部门建议，实施“100部原创电影

剧本征文评选”，以《中国作家·影视》为基地，每
月一期 40 万字，发表 8 至 9 部电影剧本，全年发
表100部原创剧本，激发起全国“人才和题材”的
优势，公开发表，阳光竞争，读者参与，杜绝暗箱。
专家评委在社会监督和公众考量下，以发表的百
部原创剧本中评选出可拍摄的剧本精品，重奖优
秀剧本 100 万元到 300 万元奖金，充分体现创意
经济的价值。这是文化改革中从未有过的创新机
制，做到公开发表、公平竞选、公正评判、公开监
督，只要坚持下来，必成品牌，在全社会产生“引
领、创新、示范、竞争”的作用，改变中国电影原创
疲软的面貌，实现中国电影编剧行业(与各国编
剧行业学会一样)每年奖励优秀剧本的机制，激
励和提升全国从事电影剧本创作者和热爱电影
剧作教学者的创新动力。

《中国作家·影视》作为发表电影剧本的权威
刊物，将会凝集和吸引全球华人作家和编剧们前
来应征剧本。因此，增强刊物编辑队伍，强化剧作
评论，搞好剧本评奖，需要用“优秀剧本奖励基
金”为之浇水施肥。

中国需要更多的作家和编剧贡献出卓越的
电影故事，中国更急需以文学剧本形态展示他们
才华的窗口。中外电影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无
基者虽高必覆。在此也真诚地呼吁：为夯实电影
的基础，首先应保障电影剧本的发表权。

寻回电影剧本发表的家园
□王兴东

■关 注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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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全国，已经少有发表电影剧本的刊物了。编剧们看不到同行的新剧本，业界无处选择优质剧
本，公众阅览不到好剧本，研究者难觅影片的原始设计。

扶植电影剧本创作应先从尊重剧本发表权开始，这关系到繁荣中国电影剧本创作的文学领地和剧
本版权的贸易，关系到发展中国电影产业源头基地的建设问题，最终关系到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