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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方金这个名字，很多人应该有印象。作为《美丽的契约》编剧，去
年，他就演员在现场随意改剧本的问题，与宋丹丹打了一场口水仗。一时
间风生水起。吵完架，宋金凤从公众视野消失，写小说去了。于是就有了长
篇小说《清明上河图》。

文 l 唐骋华   图 l 资料

宋方金
好故事是真相的大河

知名导演、编剧，电影作品有《多多》《飞》《还有多

远》《美丽心灵》《空巢里的孩子》等。热播电视剧《手

机》为其编剧作品。他的作品语言犀利，风格独特，有着直

指人心的力量和别出心裁的戏剧节奏、情节张力与叙事激

情。他相信最好的故事不会是一个梦，而是一条真相的大

河。他希望自己能写出这样的故事，并一直在为此而努力。

宋方金 Songfangjin 

北宋版“城市规划图”反映心灵的变迁

Q:你是编剧，而《清明上河图》是小说，一位知名编剧怎么写起小说来了？

A:因为2010年以后影视剧创作进入了大跃进状态，很难再有优质的作品产生，使

我有了回归小说创作的念头。加之写小说的都把手伸到影视这边来了，我们编剧也准备

把手往图书市场伸一伸（笑）。

Q:伸一伸的效果如何？

A:目前来看非常艰难，但手已经伸出来了，也必须硬着头皮伸下去。

Q:第一次伸手就选择《清明上河图》，是你对这幅画情有独钟？

A:其实2001年就有了构想。当时在中戏上写作课，基础训练是还原、发展一幅图或

照片，我就选了《清明上河图》，但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才完成。我对这幅画做过一些功

课，来上海看过动态电子版《清明上河图》。当然研究谈不上。我写的不是纯粹的历史小

说，而是对历史的一种猜想。我是以《清明上河图》为核心来展示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

Q:这算首创吧，理由？

A:据我所知是首创。我认为李师师应该美得非常自然，不能有人工雕琢的痕迹。

Q:感觉自从去年的“两宋之争”，你增加了对剧本的掌控力。

A:首先，“两宋之争”对我本人没什么影响和改变，但对影视行业来说，是一次小

小的推动。改变在哪里呢？原来演员改剧本是明目张胆地改，现在是无声无息地改；原

来现场就改，现在至少知道回到宾馆再改。嗯，不管怎么样，至少知道收敛了。

Q:照这个说法，“两宋之争”并没有带来实质性变化？

A:也有，但要分开来说。电视剧编剧的地位在显著提高，很多编剧都已经是自己

作品的核心。比如我，有了《美丽的契约》的前车之鉴，我在拍摄前都会跟演员充分沟

通，定稿后不得再改剧本！但同时，电影编剧的地位显著降低，基本上是“被侮辱与被

损害”的对象。这种现象不改变，电影质量就会越来越低。

Q:现在演员改剧本比较普遍，反而编剧对剧本的话语权没那么大。这是为什么？

A:以2010年为界，在这之前，制片人、导演和编剧是影视剧的核心，之后，演员成了核

心。原因是演员片酬暴涨，尤其是大牌演员，这样他很难被替换，于是就掌握了话语权。我

不是说剧本不能改，二度创作那是必须的，但得有一定的规则：可以修改，不能乱改。

突破写作边界

Q:编剧地位的弱势会让你感到沮丧、失望吗？

A:我从事编剧这个职业很多年了，每天都在失望，每天又都在希望——希望下一部

作品会遇到好的团队、好的平台。当然，这基本是个白日梦。现在，有一些编剧已经行动起

来了，准备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接下来的拍《清明上河图》也是自己做制作人。虽然

我经常批评于正有抄袭嫌疑，但他做制作人的能力，还是需要很多编剧学习的。

Q:具体说，需要学习什么？

A:我以前说过，于正擅长制造明星，又能合理分配生产关系，做得到这一点的人

很少。作为编剧，你能把控的事情比较有限，除非能力出众，这部剧的创作配置又很合

理。但这种情况不多。所以我希望，有制作能力的编剧都去当制片人，更多地掌控自己作

品的命运。

Q:会不会做导演，这样能更强有力地把控剧本。

A:不会。2006年我做过一次导演，事实证明我干不了，所以以后不会再做了。术业

有专攻，我当好编剧，再好好做制片人就可以了。目前影视创作乏力，主要原因就是都不

想干自己的事儿。演员想当导演，导演想当制片人，制片人想当上市老板，乱象不断！

Q:所以你最近一部电视剧是抗战题材？

A:《决胜》，今年9月份开播。光剧本我就花了八年。期间我看过很多抗战剧，发现

绝大多数都是在消费这个题材，并没有呈现抗战的真正状态。所以我呢，绝对不要写成

雷剧、神剧，我是为了给抗战剧正名。

写历史不是为了写历史，而是

为了写当下。如果说这个想法

很穿越，是因为现实生活已经

很“穿越”了。

Q:具体点说。

A:小说主题是城市变迁，这是当代中国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涉及到千家万

户。我把《清明上河图》理解成宋代的“城市规划图”，看起来美轮美奂，但背后藏着其他

东西。我表面上写的是北宋开封，实际上写的可能是北京或任何一座正在变迁的城市。

Q:但是小说的情节毕竟在北宋展开，如何平衡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A:我把历史与现实当作两个平行的宇宙。北宋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时空，小说

《清明上河图》则是它的平行时空。小说有自己的逻辑体系，符合小说逻辑的历史材料

我会留下，不符合的，我用想象填充。这么写，主要是为了体现故事的主题：环境的变

迁、人际关系的变迁和心灵的变迁。

整过容的不要，剧本不能乱改

Q:作为编剧，会把这本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吗？

A:会，电影、电视剧和舞台剧。电影已确定年内开拍，我是编剧，也是制片人。目前

最大的难题是，找不到人演女主角李师师。因为要从十六七岁演到七八十岁，很考验演

技。此外我还设了一条硬规定：凡是在自己身上动过刀的演员，我们敬而远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