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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2 日，潇湘电影集团

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大

会，预备党员、潇湘电影集团田羽生

工作室导演田羽生讲述了他的入党

历程，并分享了多年的创作心得。作

为中国青年导演的重要代表，田羽生

在潇影集团光荣入党，将激励更多的

文艺工作者凝聚在党旗下，共同为国

家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青年导演田羽生光荣入党

潇影集团引领红色新篇章

近年来，潇影集团党委高度重

视剧组党建工作，不断强化剧组临

时党支部功能，为影视创作人员提

供了从教育、培养到入党的路径和

指导。以导演田羽生、演员曾梦雪

为代表的中国电影界新生代，在

2022年 4月加入潇影集团后，不仅追

求个人艺术上的进步，而且不断坚

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通过不懈努

力，成功加入了党组织。今年 7 月 1
日，在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湖南广播

电视台）“七一”大会上，他们面向党

旗，庄严宣誓，现场掌声雷动、气氛

庄重而热烈。他们承诺，在今后的

创作中，将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为观众带来更多弘扬主旋律、

传递正能量的影视作品。

田羽生在大会上表示：“我来自

一个红色家庭，从小受到家人言传

身教的熏陶，深刻理解了信仰、责任

与奉献的意义。爷爷、外公、外婆、

父亲都是老党员，他们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党的伟大。我从小酷爱文

艺，大学就读于中戏的戏文专业，毕

业后创作的《人在囧途》获得了华表

奖提名，从此走上了文艺创作之

路。在潇影集团谷良书记‘打造中

国电影梦之队’的号召下，我加入了

潇影大家庭，集团所有主投主控的

项目都建立了剧组临时党支部，为

我提供了向党组织靠拢的机会。成

为一名共产党员，这是我莫大的荣

耀。”田羽生说道：“在潇影集团的引

领下，我深刻体会到，作为一名文艺

工作者，我们不仅要关注个人的艺

术追求，更要关注社会和时代的发

展，关注人民的诉求。未来，我将与

潇影集团的‘真同志’们一道，肩负

起更大的使命，用镜头讲述更多感

动人心的中国故事。”

谷良表示：“田羽生导演的加入，

是潇影党建工作的重要成果。田羽

生作为一位优秀的电影导演，他的入

党不仅为潇影注入了新的创作力量，

更彰显了‘中国电影梦之队’的红色

属性。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以

田羽生导演为代表的电影铁军，将创

作出更多优秀的电影作品，全面振兴

潇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铸造“电影铁军”

潇影集团引领影视正能量新篇章

潇影集团是在湖南这片红色沃

土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党媒国企，近

年来，始终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说

的，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作为工作

宗旨和创作原则，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强党建、促改

革、兴主业、稳经营、育人才，创作了

一部又一部“传得开、留得下，为人

民群众所喜爱”的优秀影视作品，传

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所有

主投主控的项目，电影《堡垒》《出

发》《深海之光》，电视剧《问苍茫》

《底线》都建立了剧组临时党支部，

通过党建工作，提升剧组成员的思

想觉悟和团队凝聚力。这种创新的

党建模式，为田羽生这样的文艺工

作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和

融入党组织的机会。

谷良表示，田羽生的入党，不仅

是个人发展的新起点，也是潇影集

团乃至整个文艺事业发展的新动

力。未来，田羽生将在党的领导下，

继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通过镜头

讲述更多动人的中国故事，展现时

代变迁和社会进步。潇影集团也将

在党建工作的引领下，汇聚更多优

秀的文艺人才，共同创作出更多具

有时代意义和思想深度的作品，努

力将红色基因融入到每一部作品

中，以艺术的形式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让新时代的红色文化在

银幕上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赵丽）

本报讯 7 月 2 日，历时五年打造

的粤产新中式国漫大片《落凡尘》亮

相广东优秀电影推介会。该活动由

广东省电影局主办，广东省电影家协

会、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共同协办，

南方都市报社、广东南都娱乐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承办。

《落凡尘》影片取材自《牛郎织

女》，以牛郎织女后代的奇趣故事展

开，讲述了织女后人金风为替母赎罪

下凡收服星宿，与一心想上神界寻母

的人间少女小凡意外结盟的故事。

推介会现场，《落凡尘》总制片人黄龙

谈及故事选材，直言《落凡尘》没有选

择“西游记”“封神榜”等多次经受过

观众检验的 IP，而是选择做原创故

事，从市场角度出发是一个危险而大

胆的决定。“未来的动画一定是一个

百花齐放的时代，所以必须有人原

创，必须有更多的故事类型，不能永

远都只是重复前面的标杆。”黄龙说，

“我们应该走自己的路。”

在故事呈现上，《落凡尘》将中国

传统文化与当代情感思想进行了有

机结合，故事内核无关爱情，却是爱

的延续，呈现了牛郎织女后代的至爱

亲情。在映后主创交流环节，导演钟

鼎表示：“金风玉露和二十八星宿的

故事，关乎家人与陪伴，关乎责任与

担当，也能关联到生活中的每一个你

我，将激发不同代际观众的共鸣。”

二十八星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牛郎织女》

《西游记》《封神演义》里的昴日星官

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神话人物，都出自

古人对这些星宿的奇思妙想，电影

《落凡尘》则首次将星宿神话搬上了

大银幕。

“二十八星宿是这部片子的创意

来源，相比起源于西方的十二星座已

为大家所熟悉，其实我们中国也有二

十八星宿的文化值得大家了解与普

及。我们希望做出一部情感细腻的

动画作品。”映后交流环节，咏声动漫

副总裁陆锦明分享道。

一级文学编辑、广东省电影家协

会主席团成员陈学军盛赞影片实现

了中国动画电影题材的“别开生面”，

将二十八星宿、四象等许多中华传统

文化都包裹在影片中。“应该通过动

画这种大众文化产品，把我们优秀的

传统文化更多地传播给我们的孩

子。”

近年来，广东涌现出了一批以咏

声动漫等为代表的优秀动画企业和

系列优秀作品。2015年，咏声动漫启

动了青年动画艺术家扶持计划，直至

2019 年孵化了 4 部原创国漫作品：

《落凡尘》《凤凰与我》《狮子学狮》《觉

醒》，这四部作品分别以中国民间传

说、中国图腾文化、醒狮文化和中草

药文化等传统文化元素为核心，传递

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用国漫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为广东电影产

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也始终是广东动

画企业的坚定使命。 （影子）

本报讯 7月4日，由张冀监制，陈

颖心编剧、执导，孟滚、赵子毅主演，

车永莉、黄俊鹏、尕斗扎西、旦正昂

加、旦正多杰特别出演的治愈系轻

喜剧公路电影《巧克力和酥油花》在

北京举办全国首映礼。张冀、陈颖

心、赵子毅、车永莉四位主创亮相映

后环节，与台下观众和嘉宾真诚交

流。 陈思诚、戴墨、董润年、秦海燕、

张新成、周雨彤等业界同仁惊喜现

身观影，并纷纷发表感言，赞其为

“氧气电影”。

在映后现场，陈颖心坦言，藏区

之美曾治愈了低谷期的自己，也带

来故事的灵感，希望能够把这份力

量同样传递给观众。监制张冀打

趣，自己把作为编剧与陈思诚合作

的收入全部拿来投资妻子陈颖心的

电影作品，引来现场笑声掌声不

断。同时张冀也格外肯定陈颖心对

于电影的坚持和影片取景的艰辛，

并动情表示：“任何创作者，只要把

心交出来，一定会做出好的作品。”

片中“巧克力小孩”唐宇的饰演者赵

子毅与饰演唐宇妈妈的车永莉也分

享了自己的片场回忆。车永莉回忆

起拍摄时遇到的藏族孩子的眼睛，

那种清澈让自己时隔五年记忆犹

新。生活在条件艰苦地区的他们那

种由衷开心快乐的生活态度，让自

己也更珍惜生活中的美好。赵子毅

则从片中的六年级小学生成为即将

进入高中的少年。谈起和“酥油花

小孩”桑丹的饰演者孟滚在拍摄时

的相处，赵子毅很感谢他在自己高

原反应强烈时的默默陪伴和鼓励。

这段经历对自己很有意义，让自己

也对未来有了更清晰的目标。

嘉宾交流环节，导演陈思诚提出

《巧克力和酥油花》是国内电影市场

少有的类型，为青少年观众提供了更

合适也更丰富的观影选择，同时还特

别肯定了小演员的演技。导演戴墨

称：“这部电影更多是给父母看的，孩

子的物质丰富固然应该关注，但更需

要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导演董润

年称：“这是一部让人安心、愉快、金

句频出的电影，很多成年人也能从中

得到灵魂的洗涤。”演员张新成以“特

别干净”形容影片气质，表示看到了

主创投注的真心和真诚，非常治愈。

演员周雨彤直呼被这部电影净化，尽

管有些东西注定会融化，但往前方走

和找寻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随后

导演杨荔娜、制片人尹露、导演秦海

燕等现场嘉宾们的感言也提供了多

重观看视角，是对《巧克力和酥油花》

的肯定和赞美，也让观众对影片更添

期待。

《巧克力和酥油花》由张冀监制，

陈颖心执导并编剧，路潞制片，贺文

进策划，沙金成担任摄影，才让东主

担任美术，严若胜担任灯光，杨红雨

剪辑，冯彦茗声音，周墨调色，黄勇作

曲，于7月9日全国艺联专线上映。

（影子）

“2024中国电影导演之夜”上，影

片《爱情神话》（2021年）的编剧、导演

邵艺辉荣获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21
年度青年导演”和“2021年度编剧”两

项荣誉。邵艺辉自北京电影学院文

学系毕业后，从事编剧工作，几经波

折，直至自编自导的《爱情神话》问

世，才为大众熟知。此次登台领取荣

誉的邵艺辉仍不忘为编剧在海报上

的署名权发声。她的“编剧之声”为

“导演之夜”延展出新的话题。

邵艺辉提到的“编剧署名权”问

题，已是多年来制约中国内地影视行

业发展的一大顽疾。既然邵艺辉成

名于《爱情神话》（2021年），不妨从另

外两版《爱情神话》谈起。

一、“我怕剧本，让人憎恨又

不可或缺的剧本。”——影片

《爱情神话》（1969年）编剧、

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

编剧工作有多难呢？电影大师

费德里科·费里尼回忆说：“在当导演

之前，我写了很多剧本。这是一份常

常令我难过、惹我生气的工作……我

怕剧本，让人憎恨又不可或缺的剧

本。”邵艺辉所用片名，正是致敬费里

尼执导并参与编剧的影片《爱情神

话》（1969年）。

不同于小说家，影视编剧是为银

幕与荧屏而写作。这是一项可以由

一个人起步、却无法由一个人终结的

艰难工作。其艰难还体现在写作之

外的合作关系中。尤其是编剧与导

演之间的磨合，犹如一组微妙的爱情

关系，往往需要相互制衡。其间裹杂

着分歧与冲突，乃是难以避免的正常

现象。理想状态中的“编导如一，心

心相印”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爱情

神话”。

为了独占主导地位，导演群体祭

出了“电影作者论”的法宝，试图通过

“编导合一”使电影成为导演个人的

作品。当很多中国电影人执迷于某

些西方电影观念时，又通过“电影是

导演的艺术”等俗语，进一步放大这

件法宝的效力，并延伸到电视剧领

域。例如，某些电影教育中，将“电影

史”片面地简化为“导演史”并教学相

承，从人才培养到宣传评介，齐力灌

输“导演中心制”。

实际上，少数优秀导演固然能够

一肩挑起两副重担，但失去制衡后的

隐患极大。编导合一之路，如果一意

孤行，很容易走窄走偏，往往成功者

少，失败者多。尤其是在需要高效运

转的当今影视行业中，多数导演更没

有足够的能力与精力来实现真正的

“编导合一”。

谢飞导演就曾告诫过：“多数导

演是没有独立创作剧作的能力的。

导演的职业造成我们把许多时间和

精力花费在找剧本、拉资金、制片、处

理合作关系等繁杂事务活动之上；而

且拍片题材不断变化，打一枪换一个

地方；再聪明、再有才华的导演，也很

难像作家或剧作者那样沉静下来，长

久地观察、体验、分析生活中的人与

事，细致、从容地构思、想象、打磨作

品。”

可叹的是，许多力有不逮的导演

又试图将编剧降级为听命于己的写

作工具，以此形成名不副实的“编导

合一”。更有甚者，成则揽功于己，败

则诿过于人。这样，“一剧之本”的编

剧观念虽被继承下来，但在实际操作

中却被置换为由导演或制片人等主

导的“一剧之本”。

由此日积月累，导演群体因失衡

而伴生的隐患未除，编剧群体却会变

得地位越来越低，待遇越来越差，收

入越来越少，声量越来越小。而进阶

为导演或制片人，则成为很多编剧的

终极目标。剧作专业出身的“邵艺辉

们”在被剥夺与被歧视中饱尝失败与

痛苦，被迫走上编导合一之路。其中

脱颖而出者，又被划入“导演的胜

利”。如此周而复始，许多编剧竟至

署名权都已难保。

登台领奖的邵艺辉应该很清楚，

如自己一般多能而幸运的编剧终究

是少数。人间没有那么多的神话。

编剧之声，由此而发。

二、“剧本不能随随便便写，

要写就写最好的。”——韩剧

《爱情神话》（2001年）编剧

金英贤

早年提起《爱情神话》，许多观众

想到的是“韩流”初潮期的同名韩剧

——韩国女性剧作家金英贤编剧的

《爱情神话》（2001 年）。爱情题材历

来是韩国影视剧的强项。而韩国编

剧在编导合作中的地位，更如“爱情

神话”一般，令中国编剧向往。

邵艺辉在获奖感言中提到，自己

站在领奖台上的最大意义，是给其他

女编剧、女导演和女性创作者带去力

量和鼓励。而众所周知，女性编剧是

韩国编剧群体的主力军。她们在相

对完善的影视制作体系中可以游刃

有余，并无性别劣势。

多年以来，业界时常讨论：韩国

电视剧所推行的编剧体制，能否为中

国电影和电视剧产业所借鉴？其实，

影视有别，中韩电视剧在制播模式上

的差异更大。虽然对韩国的“编剧神

话”不可迷信盲从，但韩剧的编导合

作机制确实是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

韩国电视剧产业将优秀编剧确

立为创作核心，切实保障“一剧之

本”。编剧在剧作上拥有充分的权

威，导演和演员都不能擅自修改编剧

的剧本。许多优秀编剧深受广大观

众的喜爱和信赖，成为作品的宣传名

片，由此带动新剧的热播。他们以高

质量作品缔造出巨大的经济收益，成

为质量与收视的保证。“金牌编剧”的

能力、经验和信誉成为投资者的信心

来源。他们往往身兼多职，参与导演

和演员的选定，其影响力贯彻创作

始终。

在待遇和收入之外，韩国编剧令

人称羡之处，还在于他们能够保有独

立的思想与原创的活力，并得到导演

及制作方的充分尊重与配合。影视

产业的不竭动力源自于编剧的原创

力。以此为基石，才能形成权责明晰

的编导合作机制。韩国影视剧之所

以为世界瞩目，得益于对编剧原创力

的高度重视。

反观中国影视行业，地位低、收

入少、待遇差、维权难，使许多编剧长

期处于尴尬境地。收益与质量形成

恶性循环，以致编剧人才流失，原创

匮乏。侵害编剧权益的现象屡成焦

点，更是严重打击从业者的信心。近

年来，仅“海报不给编剧署名”的问

题，就屡屡引发舆情和诉讼。

韩国政府面对版权盗用猖獗、收

益分配失衡的现象，会与业界共同制

定“标准合同”，以保护编剧权益不受

侵害。美国编剧会通过行业罢工来

团结维权。中国要切实解决“编剧维

权”的难题，应将其上升为保护原创

的国家行动，依法保障编剧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十七条规定：“视听作品中的电影作

品、电视剧作品的著作权由制作者享

有。”既然导演没有独立的著作权，将

一部电影视为导演作品则属违法。

导演享有署名权，而法定排序在编剧

之后。因为编剧对其创作的剧本可

以独立行使著作权，是剧本版权孕育

了影视剧版权。依照法定排序为编

剧署名，体现的是对国法的遵循和敬

畏。在海报上保留导演和演员署名，

却删除编剧署名，无疑是倒行逆施的

违法行为。海报署名权之争已是编

剧群体退无可退的底线之争。希望

邵艺辉发出的编剧之声能够再次触

发业界对编剧地位的深切思考。

（作者为四川传媒学院副教授、

二级文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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