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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2月 10日，由张艺谋导演，李

萌、张艺谋、王天毅编剧，雷佳音、马丽等

主演的电影《第二十条》上映并引发社会

公众广泛观众，作为首部聚焦“正当防卫”

议题的法治题材影片，该片在情与理、公

序良俗与法律法规的平衡求索中，探寻公

平正义的真正解答。

影片编剧李萌坦言，与张艺谋合作，从

他那里得到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创作要

“寓教于乐”。他认为，“寓教于乐的核心是

‘真诚’”：“观众反感的不是‘讲道理’，而是

‘生硬灌输’。《三大队》通过警察的真实困

境刻画职业信仰，《长安三万里》用诗词串

联个人命运与时代脉络，都是用故事细节

而非口号传递价值观。”

从“闭门造车”到与“市场接轨”

谈及首届夏衍年度荣誉电影剧本评

选的意义，李萌认为，首次将荣誉聚焦于

“市场验证后的剧本原点”，打破了传统

“重制作、轻剧本”的行业惯性。“以前编剧

像‘幕后透明人’，奖项多关注成片或导

演，而这次直接奖励‘故事的源头’，让我

们感受到创作从一开始就被行业和市场

看见。”他感慨，这种导向不仅提升了编剧

的话语权，更引导行业重新审视“剧本作

为产业起点”的核心价值。

面对短视频、短剧对市场的分流，李

萌坦言“电影编剧的生存压力加剧”：“观

众走进影院的决策成本变高，前10分钟抓

不住眼球就可能流失——这倒逼编剧在

开篇就要抛出强冲突、新视角。”但与此同

时，市场的多元化也带来机遇：“碎片化时

代催生了许多新职业、科技伦理等新议

题，比如脱口秀、骑行文化、AI应用等，这

些都是剧本创作的富矿。”

值得关注的是，行业对“编剧专业性”

的要求正在重构。“技术层面的故事结构、

类型套路不难掌握，但对生活的感悟、对

人性的洞察才是核心。”

在他看来，当下年轻编剧需突破“学

院派套路”，在现实生活中积累素材：“比

如《第二十条》从家庭伦理切入法治题材，

用市井气的人物让严肃议题‘接地气’，证

明了现实观照与类型创新结合的可能

性。”

类型突破：在混合与颠覆中寻找

叙事新可能

“单一类型难突围，混合类型成趋

势。”谈及创作方向，李萌频繁提及“类型

融合”的重要性。“战争+喜剧”“悬疑+科
幻”“现实+奇幻”等跨界尝试被视为破局

关键：“《美丽人生》用喜剧外壳包裹战争

悲剧，《爆裂鼓手》将音乐题材与惊悚张力

结合，这些案例证明，打破类型边界能产

生新的叙事魅力。”

在传统题材的创新上，李萌以《封神

第一部》为例，指出“解构经典不等于颠

覆价值，而是用现代视角重构情感连

接”：“纣王不再是单一的‘昏君’，而是被

赋予‘勇敢却偏执’的复杂人性；姬发的

‘质子视角’让父子关系、英雄定义更贴

近当代年轻人的自我困惑——这种改编

不是推翻传统，而是让神话故事与现代观

众的情感困境‘同频’。”

在碎片化时代捕捉“真实的共鸣”

“现实主义是所有创作的根基。”尽管

市场对类型创新需求迫切，李萌仍强调

“脱离现实的故事缺乏生命力”：“哪怕是

科幻、奇幻题材，内核也必须扎根于现实

中的人性、社会矛盾。比如‘时间循环’

‘平行宇宙’等设定，本质上是对‘选择与

遗憾’‘身份认同’等现实议题的隐喻。”

在碎片化时代，如何捕捉“真实的共

鸣”？李萌建议从“微小切口”切入宏大主

题：“不要试图概括‘整个时代’，而是聚焦

个体在时代中的具体困惑——比如职场

‘996’、教育焦虑、代际沟通等，这些‘小痛

点’更容易引发共情。”

谈及年轻编剧的成长，李萌以自身经

历寄语：“编剧之路是一场马拉松，初期不

必纠结‘完美剧本’，而是要在实践中积累

对生活的观察。”从建筑学到纪录片再到

编剧的跨界经历，让他坚信“人生没有白

走的路，每一段体验都能转化为创作的养

分”：“年轻编剧要避免‘闭门造车’，既要

深入生活捕捉细节，也要关注市场趋势，

在‘自我表达’与‘观众需求’之间找到平

衡。”

对于“夏衍杯”的未来，李萌期待其进

一步打通“创作—产业”链条：“除了表彰

优秀剧本，或许可以增设‘类型孵化单元

’，联合制片方、平台方搭建选题对接会，

让获奖剧本更快落地。”同时，他还呼吁行

业加强对编剧权益的保护：“编剧是‘内容

源头’，但目前话语权较弱，希望能通过行

业规范提升创作参与度，避免‘剧本被随

意修改却缺乏反馈’的困境。”

在他看来，电影的进化方向在于“体

验升级”：“从‘讲一个好故事’到‘创造一

种沉浸式体验’，比如结合互动叙事、虚拟

现实等技术，但核心仍是‘以情动人’。”

（上接第2版）

◎《第二十条》编剧李萌：在类型突破与现实观照中探寻创作生命力

斩获夏衍年度荣誉剧本：

对现实主义创作的肯定

近日，《三大队》剧本荣获首届夏衍

电影编剧周“年度荣誉改编电影剧本”，

张冀坦言“深感荣幸”：“夏衍先生是中国

电影界的前辈，这次活动在他的家乡杭

州举办，兼具文化意义与行业价值。”他

特别提到，“这不仅是对编剧的扶持，更

是对行业生态的革新——50万奖金堪比

茅盾文学奖，体现了对剧本‘创作核心’

的重视。”

在张冀看来，这个奖项既是对《三大

队》“现实主义创作方向”的认可，也是对

他深耕编剧行业十余年的鼓励：“它坚定

了我继续扎根现实、扎实创作的信念。

尤其在AI时代、影像媒介爆发的当下，观

众需求快速迭代，我们更需要沉下心来，

用真实的故事和立体的人物打动人心。”

获奖不是终点，而是“应对时代挑战的新

起点”：“年轻观众的审美在变，但‘好故

事’的内核不变——用心挖掘人性、反映

时代的作品，永远有生命力。”

只有真正用心的作品，

才能让观众走进影院

面对“中国电影编剧行业的发展现

状”，张冀客观分析了优势与挑战。他认

为，当下行业的底气在于“根基已稳”：

“相比 90年代电影院近乎绝迹的困境，如

今我们有了成熟的人才储备——导演、

编剧、技术团队都能独当一面，本土创作

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是对互联网营

销、短视频传播的运用，走在了世界前

列。”

但挑战同样紧迫：“过去观众把看电

影当‘刚需’，对内容要求不高；但现在，

随着影像媒介的多元化，观众对电影的

‘社交属性’需求降低，转而追求‘非看不

可’的优质内容。这倒逼我们必须加快

内容升级，无论是剧本的深度、人物的复

杂度，还是制作的精细度，都需要‘更快、

更好’。”他坦言，这种变化带着“内卷”的

压力，但也充满机遇：“只有真正用心的

作品，才能让观众重新走进影院，感受电

影艺术的独特魅力。”

在现实题材中深耕“中国故事”

谈及未来的题材选择，张冀明确表

示将继续聚焦现实题材：“中国不缺好故

事，缺的是对故事的挖掘与呈现。这些

年涌现的真实人物和事件，承载着时代

性、民族性甚至人类共通的情感——比

如《三大队》里的程兵，他的坚持不仅是

个人选择，更映射着中国警察的精神传

承，也能让观众感受到‘正义永不缺席’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他认为现实题材的核心是“以人为

本”：“我不会为了尝试新类型而刻意改

变，而是等‘能打动我的人物和故事’出

现。好的现实题材作品，既能让创作者

获得愉悦，也能让观众产生共鸣——因

为真实的生活和人性，永远是最动人的

‘剧本’。”

从《中国合伙人》《亲爱的》到《三大

队》，张冀的创作始终紧扣现实脉搏。正

如他在采访中反复提到的“扎根生活”，

他用一部部作品证明：现实主义不是对

生活的简单复刻，而是对人性的深度挖

掘、对时代的敏锐洞察。在影像媒介快

速迭代的今天，这种“扎根”的定力，或许

正是中国电影创作最珍贵的底气——唯

有立足现实、直面人性，才能让故事跨越

时空，在观众心中留下印记。

今年五一期间，我来到了杭州，在

这个钟灵毓秀之地逗留了数日。我也

曾去到灵隐寺，攥着三支清香站在寺

檐下，默念着希望前路利好。很快我

接到组委会通知，我的剧本《亲爱的生

活》入围了第十九届“夏衍杯”。

《亲爱的生活》讲述了在杭州的一

家三口在大时代中的故事，这个以杭

州为故事舞台的剧本，正将我引回它

的精神原乡。一切都得到了最好的

安排。

整个编剧周，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活动是编剧改稿班。改稿班首日，袁

媛老师趿着帆布鞋走进教室，这位创

作出《滚蛋吧！肿瘤君》的编剧“大

咖”，倒像是邻家姐姐来串门。她将十

年创作心得化进寻常问答，如同茶艺

师分杯，让每个学员都尝到回甘。她

很尊重每个人的表达，从每个剧本的

创作缘起出发，明确了核心表达之后，

润物细无声地把剧作技巧不动声色地

灌注到剧作的肌理中。能把自己从业

十几年的宝贵经验倾囊相授，这是一

种毫无保留的慷慨。

教室里坐着形形色色的追梦人，

学员们组了一个群——“夏衍班同

窗”。一个长期定居香港的女编剧张

英令我印象深刻，她的手机永远在震

动，活动结束后她都会见缝插针工作，

上一秒吃着饭，下一秒就抱起电脑开

启加班模式。第二天她会顶着熊猫

眼，苦笑着说，昨晚又加班了。穿着一

身时尚套装的编剧刘沈更像一个都市

传说，时尚、干练，有着强大的亲和力

和组织能力，让我们的课余活动更加

丰富多彩。还有九四年出生、擅长喜

剧创作的年轻编剧诗云，初次尝试电

影剧本创作就入围的美女网文作家李

娟，口才好到可以上台讲脱口秀的北

电年轻教师婉仪……编剧周让我们天

南海北相聚在一起，我们都有一种找

到组织的感觉，短短几天就建立起了

革命友谊。作为编剧日常更多的是单

打独斗，面对资方的挑剔、市场的严

苛，我们觉得自己是客体，服务好每一

个环节，满足不同人的要求。而在改

稿班，我体会到的竟然是被人呵护的

感觉。我们的创作被充分尊重，像从

沙砾中将细碎的矿石小心翼翼地捧

起，再打磨成了璀璨的钻石。

5月 21日下午的颁奖仪式之前，

平素朴实无华的编剧们，大多不知正

装为何物，我们互相整理上台的服装，

兴奋而紧张地彩排，当得知获奖情况

时，我们紧紧拥抱着说恭喜。一个编

剧说了一句令我记忆犹新的话：“这就

是我们人生的高光时刻了吧！”这几天

太短暂了。那一刻我心中充盈着感

动，也有点心酸。

当舞台追光落在身上时，我犹在

梦中。作为一个编剧，我们都不适应

被光芒照耀，更熟悉的是孤独。这些

年习惯了在深夜与文字默然相对，我

们不习惯被“看见”。而这一刻，在夏

衍电影编剧周的舞台上，我们被“看

见”了。我们也看见了自己，看见了彼

此，看见了编剧这份职业依然被尊重，

被善待，被期待。

此刻我清晰听见自己沙哑的声音

穿透麦克风：“也许正是因为偿还了足

够多的孤独，才迎来了片刻的灿烂。”

某种新的未来被开启了。对于那些业

余时间跨行业写剧本的编剧而言，这

更是一种来之不易的褒奖，甚至是某

种转折点。就像张英说的，“这次以

后，我需要重新考虑未来的路了”。

后台有记者问我，坚持到现在，是

因为热爱吗？我不能对热爱影视行业

的年轻人说，如果热爱，请进入这个行

业。因为这份爱，也许会在数不清的

挫折中，被打磨到所剩无几。我常常

会想，到底是什么让我坚持了下来。

长达数年不稳定的生活，数不清的项

目夭折，长期处于自我怀疑和焦虑的

状态，入行十年依然没有所谓的“代表

作”。尤其是近年来影视行业的现状，

编剧们谈到未来，常常蹦出的词是

——朝不保夕。如果十年前的我能预

知未来，我还会选择进入这个行业吗？

回去的前一晚，骤雨忽至，我们几

个同窗坐着车绕西湖一周，呼吸着扑面

而来的夜雨夹杂泥土的香气。去西湖

转转是我们的执念。光影交错中，我反

复咀嚼“执念”二字，清晰听到了答案：

会的，我依然会坚持当初的选择。

终于明白支撑我们穿越寒冬的，

从来不是悬在终点的奖杯，而是途中

这些吉光片羽的风景。为了这份执

念，我们才相聚在西湖畔，虽然即将回

到平淡的生活中，但一切都不一样

了。每当新建文档的空白页在午夜闪

烁，那些潮湿的、发光的记忆便会漫上

来——有人和你一样，正在世界的某

个角落，固执地在生活中书写故事。

2025年是中国电影诞辰 120周

年，电影界有很多大事要办。本身就

是中国电影文学最高荣誉的“夏衍杯”

今年升了级，在浙江杭州举办了“首届

夏衍电影编剧周”。

“夏衍电影编剧周”是崭新的，新

得像明前的龙井，首先她是在夏衍先

生的故乡杭州举办，我印象中以往“夏

衍杯”多是在北京办；其次，“夏衍电影

编剧周”的举办规模、活动内容和嘉宾

阵容较“夏衍杯”都有跨越式升级；今

年的“夏衍杯”因此革故鼎新，首次设

立了“院校单元”，表彰了一批院校生

创作的电影剧本，同时也增设了针对

院线电影的“年度荣誉电影剧本”单

元，表彰了两个原创剧本和两个改编

剧本。我创作的《三大队》非常荣幸地

获得了本届“夏衍杯”的“年度荣誉电

影改编剧本”，这也是我第一次获得

“夏衍杯”荣誉。

这次的“年度荣誉剧本”除了荣

誉，也给出了实实在在的奖励——50
万元的奖金，这是中国编剧界各类评

选活动里最高的奖金额，让“夏衍杯”

成了中国编剧界的“茅盾文学奖”。据

我所知，“夏衍杯”今后每两年都将评

选出两个年度的荣誉原创和改编剧

本，“夏衍电影编剧周”也正式落户

杭州。

“夏衍杯”规格的种种升级，彰显

了电影主管部门和电影行业对编剧的

重视达到了新高度，本届获得奖励的

编剧首次涵盖了成熟编剧、年轻编剧

和学生编剧，呈现了承上启下的梯队

形态，足见“夏衍杯”的苦心、真心和

雄心。

同时，本届“夏衍杯”也把行业和

观众对好剧本的渴求明明白白地颁了

出来，我们电影行业从来没像今天这

样需要一个好剧本，但好剧本不是从

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靠拍摄现场随便

攒出来的，好剧本首先是要靠一个好

编剧一场场戏、一句句对白写出来，它

凝结了这位编剧的技术、经验、情感、

知识积累和人生阅历，同时也要求这

位编剧具备开放和合作的胸襟，诚恳

地把写好的剧本交给接下来的创作者

去完成，给导演、演员、摄影、美术和剪

辑等人去二度创作。

“夏衍杯”给编剧颁发荣誉和奖

金，是在告诉编剧们，一个编剧最重要

的任务是写出好剧本，结束抱怨，少些

争吵，专心专注，保持创作初心和赤子

之心，有了好作品就一定会被行业和

观众看到，就一定会获得尊重和回馈。

新的影像媒介的爆发和观众的迅

猛迭代，正让中国电影面临剧烈的时

代挑战，我们电影人对此必须适应和

作出改变，但同时也要守正清源，不慌

不乱。当我们在 AI时代谈论剧本创

作，我们仍应像夏衍先生一样到人民

中去，到土地中去，像他一样与传统文

化根脉相连，潜心学习外来知识，高擎

剧本创作的文学性和社会意义，在历

史、社会和个人的联系中落笔书写。

越保证编剧作为人的主体和情感，我

们就越能运用AI作为补充去写出反映

时代特征的好剧本。

我们作为编剧，都有一个梦想，就

是有一天写出一个剧本，把该讲的话

讲完了，也讲好了，接下来导演只要把

它原原本本拍出来，演员演出来，你相

信这样的剧本存在吗？就像老舍的

《茶馆》、夏衍改编的电影剧本《祝福》

和《林家铺子》。重点不是有没有，而

是你是否相信一个好剧本的意义和价

值，举办夏衍电影编剧周就是要鼓励

这种相信，实现这种相信。

参加首届夏衍电影编剧周有感

西湖夜雨淬锋笔
——首届夏衍电影编剧周有感

■文/张 冀

■文/林 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