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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实习生 俞乔丹

本报讯 互联网思维浪潮下，影
视产业内外皆发生着巨变：面向更年
轻观众的创作思维、新的影视作品生
产方式正在逐渐引导着市场风向的转
变。IP时代来临了。新题材，新风格，
新的审美取向正在侵蚀着传统编剧的
生存空间，让原本就是“温饱”的编剧
行业再度面临危机。跟风、坚守还是
转型，这个时代的编剧路在何方？

原创还是改编？
近几年热度暴涨的词IP吸引了

整个影视产业链的共同关注与狂热
追捧。编剧，作为整个产业的灵魂，
对于IP改编与原创之间的看法却是
复杂的。内在的逻辑是这样的：以往
编剧是原创的核心，但是现在在90%
的新剧都源自小说IP的情形下，编剧
从一个剧本的原创者变成了剧本的
改编者，这固然是一种角色革新，但
也未尝不是一种无奈。

《武媚娘传奇》编剧潘朴就认为：
“创作者最大的乐趣还是原创，成果
更令人有满足感。对于IP改编，我也
能够接受。其实去改编一个自己喜
欢的小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一个
IP可以当作一个素材来看，改编时由
编剧重新赋予它新的生命。原创和
IP改编，编剧可以有自己的喜好，但

绝对都可以做。”
虽然不再是原创，但是对IP的改

编依然对编剧提高了要求。“其实改
编并不比原创轻松”，曾经改编过《小
李飞刀》和《赵氏孤儿案》的编剧陈文
贵深有感触。水平特别高的小说其
中蕴含的意识性很强，思想上的东西
很多，但人物间语言、行动相对很少，
改编为剧本时难度很大。

《小丈夫》编剧李潇则以最喜欢
的美剧《行尸走肉》为例，阐明了自己
的见解：“原著小说一般都有强大惊
人的内核，这就要求编剧同时要有强
大的自我意识，能够根据自我喜好去
驾驭原著。我认为改编很成功的美
剧《行尸走肉》就改编自动漫，但电视
剧整体意识包括价值观、情节等方面
都高于动漫。所以这种驾驭能力是
很重要的。”

《离婚律师》编剧陈彤则将自己
的观点用生动的比喻表达了出来：

“原创像自己生孩子，改编像代孕。
都很有难度，改编需要更多、更高的
辅助性手段，更需要加强对知识产权
的维护意识。”虽然看法见地各有不
同，但各编剧均纷纷表示赞同的是，
原创没有改编束缚，可以自由松弛地
创作。小说和影视剧属于不同的门
类，好的小说也需要“手艺人”用心改
编才能适合电视剧的拍摄。改编也
需要倾情投入。有能力的编剧可以

全能，选择上还是要根据自身情况，
不必要纠结。

编剧需要“话语权”
但投资方显然对IP改编有更大

的倾向性，“好的原创故事和IP我们
都喜欢，都会投资拍摄，但我们还是
更倾向去投资好的IP，因为它们已经
过市场检验，较原创风险更小。”

但是当编剧从一个原创者变成
了改编者之后，他们的“话语权”正在
经历一场新的挑战。因为购买了IP，
投资方与制片方，必定会参与到剧本
的改编之中，对编剧的干预很多。编
剧话语权的问题也是行业内深受关
注的话题。

编剧李潇认为有时候编剧自我
意识太强，看待剧本像看待自己的孩
子一样，可能有失公允。这时候是需
要听取别人意见的。但同时也需要
有自我判断。因为编剧不仅仅是文
字工作者，更是一个影视城你也上下
游之间沟通调整的桥梁。

编剧彭三源则从投资方的角度换
位思考：“编剧如果有名气话语权会更
大，一流编剧遇到大修改很少。但修
改剧本对编剧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们需要考虑投资方，要对投资方制
片方抱有感恩的心。我相信如果每个
编剧都谨遵职业操守遵循公平交易的
原则，编剧界会更上一个台阶。”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做演员，秦海璐有天赋，
尤其是拿到金马影后之后，她就自动
被归类为演技派了。也因此，她这次
应邀担任了201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
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单元的评委。
难能可贵的是，演技派秦海璐也并不
排斥娱乐化，较高的宽容度让她轻松
游走影视界。

青年报：这次担任白玉兰奖评

委，也是对您演技的高度认可。作为

实力派，您会不会在评选过程中对演

员的演技特别挑剔？

秦海璐：我觉得不是“挑剔”而是
秉承着一种专业的眼光公正公平的
去评判。我现在每天看剧到很晚，去

年热播剧都看了一遍，这在于态度，
你不能按照大家的评议，要自己真正
看过别人的表达，找你当评审也是相
信你的专业判断能力。

青年报：会不会觉得太辛苦？可

能这比拍片或者参加综艺累多了，毕

竟也没片酬赚。

秦海璐：没办法用钱衡量，没有
谁花几千万元当评委，你做这个评委
是得到业内的认可，你也给了若干从
业者改造或者是命运升华的机会，这
是很骄傲的事情是不能辜负的。

青年报：和张国立老师的合作如

何？会有交流吗？还是特别避免交

流？

秦海璐：张老师是这一次评委会
主席嘛，跟他的沟通和交流主要还是

在讨论关于这一次评委会的工作内
容方面。

青年报：现在很多小鲜花、小鲜

肉凭借人气得到了很多机会，尤其是

一些网剧，似乎对演技的要求没那么

严格了，观众反而说，有缺陷的演技，

看起来更自然，您怎么看待这个现

象？

秦海璐：首先我觉得大家都很喜
欢看美好的事物，所以小鲜肉肯定会
受到大家的喜爱。至于演技我觉得
是需要有机会给到大家去磨练的。

青年报：有人认为，电视剧是娱

乐商品，自然应该各环节娱乐至上；

也有人认为，电视剧应该多一些情

怀，您比较支持哪种观点？

秦海璐：我觉得娱乐是让人放
松的舒服的，这是打开观众“想看”
的一道门，而作品真正传递出来的
价值观和核心思想内容也是非常
重要的。

青年报：好像影视界对题材的现

实主义或者娱乐主义，还是争论挺激

烈的。类似现在热门的玄幻剧，像

《花千骨》这种，您怎么看待？

秦海璐：中国历史悠久，本来就
有部分观众是相信玄幻题材的，而且
随着CG技术发展，当文字中色彩斑
斓的世界变成现实，势必会引起追
捧。这并不仅仅是年轻人的题材，
老年人也爱看啊，我婆婆和我妈都
看，只是她们的反馈没有在网络上
呈现而已。我自己拍了很多现实题
材，其实也想尝试这种玄幻题材，能
够飞起来。

青年报：那现在市场这么热，您

有没有冲动过，制片人、导演这些角

色考虑尝试吗？

秦海璐：我很喜欢幕后的工作，
因为有想象空间，也有很大的满足
感。但这个市场目前很热，我觉得反
而这个时候应该思考一下。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

来，近几年资本大量流入影视产业，

文化企业融资并购事件层出不穷，仅

2015年就存在196起，已披露金额近

1500亿元。同时，涉及广播、电视、电

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类挂牌新三板

的企业也不断增多。与资本大量流

入相对应的是，电视剧行业 IP 剧泛

滥、翻拍无数、“小鲜肉”效应、刷收视

率，甚至出现抱团造假，一片虚假繁

荣的局面。

对于这种情况，昨日，出席上海

国际电影电视节目论坛的嘉宾们一

致呼吁：现在影视行业被假数据包围

着，收视率、粉丝等都存在着造假现

象。这种行业乱象伪造了观众的趣

味，阻碍了真正好剧的创作。一些好

的演员如陈道明等，因为没有好的剧

本，很长时间没戏可拍。

被称为“手艺人”，演员王茜非常

赞同。她说，其实我们都是通过双手

来创造劳动成果的人，演戏、编剧或

制片等是我们的手艺。对于资本席

卷时代所带来的影响，王茜也是非常

有感触的。她说，现在演员的生存状

态非常两极化。比如有的演员，年

轻、演技一般，但有话题度，片酬一报

就是八千万。而另一部分受关注度

不高的演员，片酬不升反降，他们被

资本市场抛弃。

著名编剧兼作家宋方金认为，电

视行业出现这样的乱象局面，很大一

部分原因是资本。尤其是那些有贪

欲的人，利用资本，主导了编剧，导

致很多剧本不是真的反映生活，传

递正能量，而是为了迎合市场，纯为

盈利。

其实，资本市场也并不完全是急

功近利。作为一名投资人，韩钢表

示，影视技术最终的价值体现肯定是

影视作品。自己从没有买过IP，也没

有改编过IP，都是从原创开始，支持

正能量作品。他还说，手艺人分两

类，有人急功近利的，有人有长远目

标。投资人也是，相信两类同样具有

长远目标的人会联合起来，把行业泡

沫挤干净，让大家重拾对文化产业的

信心。

虽然部分像韩钢这样的投资人

是冷静的，有责任感的，但行业的健

康发展仅靠道德来约束肯定是不够

的。编剧汪海林呼吁，影视界也需

要政务公开和透明，更需要通过立

法来约束和制止那些造假行为。只

有在法律的监管之下，影视行业造

假和浮躁的现象才有可能尽快散去，

尽管这种乱象什么时间结束谁也不

知道。

行业立法虽然最有效，但毕竟存

在滞后性。在这个资本席卷、行业造

假的时代，手艺人如何保持自己的尊

严？王茜说：“与其出卖自己，不如抽

身而退，保持清醒的头脑，做个简单

的演员。”当然，她坚信行业的这种乱

象不会太久。

也许资本和手艺人联合才是最

好的方式。韩钢表示，保持尊严很重

要的方法是行动，要守住自己的阵

地。资本也需要手艺人，需要那些有

情怀，有真正能力的人。能够与这些

手艺人合作是他非常希望的。

青年报见习记者 明玉君

原创者变成了改编者

IP时代，编剧的生存路在何方？

秦海璐：谁说玄幻题材只有年轻人爱看

■快评

从演员到评委，秦海璐成功转身。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资本时代
手艺人如何保持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