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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仆二主》剧照《一仆二主》剧照

从记者到作家再到编剧
是人生的一个偶然

很多人说，陈彤“看着就像是编剧”，但其

实，直到2003年，她一直是一名记者。

这一年，她生了一场大病，这是她人生中

最大的挫折。因为生病她无法继续工作，便

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写专栏。

医生建议她写一些长一点的东西，慢慢

写，但无论过程有多少悲欢离合，结尾一定要

是美好的，算是给自己的祝福和暗示。

于是，她便开始写小说，然后出了书。从

记者到作家，陈彤说，这都是命运使然，是一

种被动选择。

2004 年，身体基本康复的陈彤，突然接

到了著名编剧王海鸰的电话。

“王老师说想找我合作一起写个电视剧，

所以我进入（编剧）这个行业是完全偶然的。

属于天降贵人吧，王老师就是我的贵人。”

陈彤和王老师合作的第一部作品，是由刘若

英、郭晓冬、梅婷等主演的电视剧《新结婚时代》。

两人的这段合作经历，也成为一段佳话，

在编剧圈里流传开来。

陈彤回忆，当时和王海鸰的创作，是陈彤

“三天写一集，然后王老师修改，一般当天就

会给反馈意见，然后继续写下一集。”60 天，

写完了20集剧本。

“中间就停了一天，因为那天邮箱出了问

题，稿子怎么也传不过去，我是抱着笔记本电

脑到王老师家给她送的剧本。”

后来，《新结婚时代》播出，王海鸰是第一

署名编剧，陈彤为第二署名编剧。

作为陈彤入行的引路人，王海鸰不仅手把

手教她如何将剧本修改到最好，同时，还非常照

顾她，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她作为编剧的创作力。

“当我后来独立创作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打电话向她求助时才知道，其实当时我们的剧

本发给制片方，得到过很多意见，但她都帮我屏

蔽了，没让我知道。因为她知道编剧是非常脆

弱和敏感的。她先过滤掉不靠谱的意见，只和

我谈靠谱的，并把她修改过后的剧本发给我，用

红字标注出来，让我明白怎么把一个不完善的

剧本，或者一场不完善的戏改好改完善。”

编剧要善于倾听
还要善于分辨

有很多人觉得这个题材好入手或是容易

赚钱，所以愿意选择这个题材从事创作。

但陈彤认为，文艺创作来源于生活。陈彤

拿她写的《离婚律师》来举例，创作过程中，陈彤

接触了大量的案例，请教了许多专业人士，并将

许多真实的案例，以及她对于现代婚姻和女性

爱情观、婚姻观的理解和态度，写到了剧本中。

陈彤不是高产编剧，一是身体的问题，几

十集的电视剧剧本，对她来说是一项浩大的

工程；另一方面，一个剧本从构思诞生到最终

成为影视剧播出，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

其中，改稿对于编剧来说，是一个“惊心

动魄”的过程。

“比如说很多公司会给你提五花八门的意

见，但是没有修改方案，或者每次给你的修改方

案，都是下次又推翻的。编剧也是人，创作热情

一旦消耗殆尽，非常可怕。”

后来，她打电话向王海鸰“求助”，“王老师

说，编剧要善于听取意见，还要善于分辨意见。”

陈彤渐渐明白，谈剧本就像找对象一样，

有时可能不是哪方有问题，而是得找最合适的。

“就拿《一仆二主》来说，开机后，我一直

在组里，随时调整修改剧本，非常开心。因为

我知道导演和演员都是真心喜欢我的本子。

比如张嘉译老师，他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帮

我完善了人物。这就是大家的心都是往一处

去的，希望剧本有更好的呈现。”

另一件今年刚遇到的事情，也让陈彤感

触颇深。她告诉记者，之前制片方对剧中主

角年龄并无要求，年轻人中年人都可以，只要

人物立得住，形象饱满即可。

“从今年以来，好像所有的人都希望你写

的戏，主角最好年龄在二十几岁，30 岁还能

忍受，绝对不能超过35岁。因为他们说现在

小鲜肉小鲜花的演员，观众比较买账。”

陈彤告诉记者，有一个爱情故事她已经

写好了，但是制片方忽然说，能不能把人物年

龄从中年改到年轻的。

“当然能（改），但那基本就是重写。因为

人物年龄的改变，和之前完全是两类人，说话

方式、处理问题的方式⋯⋯全部都不一样”。

这样的“困局”，陈彤和同行们，几乎每天

都在以不同的形式遇见。

北上发展的编剧陈彤 有自己的幸福和困局

写都市生活，遇到那些尴尬

问：都说编剧圈“水深”，创作者常常会遇到关于署名、稿酬等方面的问题？

陈彤：实际上，相对于演员、导演的行业地位来说，编剧在影视行业的地位是比较低的。

很多编剧有过被“洗稿”的遭遇。就是编剧写的剧本，曾拿给某影视公司、制作团队或导演看。但过段时间，编剧会发现某部在播剧中有自

己剧本的影子，也就是所谓的桥段很像。而其中的主创就是之前递过本子的人之一。遇到这样的情况，编剧往往很难维权。我个人应对的方

式，就是尽量不接受委托创作，即编剧根据他人提供的创意或故事把剧本写出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无法判断委托方的创意是否是剽窃，你

的创作就会有风险。

王丽萍：国家一级编剧，杭州人，现在上海生

活、工作。主要作品有《保姆》、《双城生活》、《媳

妇的美好时代》等。

陈舒：杭州人。曾在浙江艺术学校主修

舞蹈，后在中戏主修编剧。

2010年，陈舒的电影编剧处女作《盲人电

影院》就获得了第 15 届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

“最受观众欢迎奖”；2014年上映的电影《绣春

刀》，让更多的人认识她。其新作电视剧《大嫁

风尚》正在热播中。 本报记者 裘晟佳 整理

都市生活类题材
她们这样写

陈彤

作 家 、

编剧，就职

于中国青年

报，现居北

京。

电 视

剧：《新结婚

时代》（与王

海鸰合作）、

《你是我爱

人》、《一仆

二主》、《离

婚律师》等。

电 影 ：

《我愿意》。

图 书 ：

《有多少爱

可以胡来》、

《女人的幸

福与什么有

关》、《当男

人说想你的

时候》等。

本报记者 裘晟佳

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到男欢女爱、生老病

死，几乎都可以在一个叫都市生活类电视剧

的类别里找到。

能够成功驾驭这类题材的编剧，大多为

女性。丰富的情感、细致的观察、细腻的笔

触，再平凡的家长里短、爱恨纠葛，都能引起

人们最大的好奇心。

从浙江走出去的编剧陈彤，就是这其中

的一员。

如今，陈彤生活在北京，她手机微信群，成

员是浙江的舅舅舅妈以及表哥表妹，“过年也会

在群里发发红包。编剧朋友圈是一种松散关

系，平常谁的剧播出，都会祝贺。”

虽然回浙江机会不多，但陈彤说自己喜

欢杭州，“只要有时间，每年都要回”。而她写

的故事中，有些人物，或者发生在人物身上的

事件是来源于浙江，但百分百的家乡的题材，

她还没有尝试过。

观众耳熟能详的《你是我爱人》、《一仆二

主》、《离婚律师》、《我愿意》等影视剧，都是陈

彤独立创作的作品。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合作的导演、

演员是因为喜欢剧本才导才演的。”陈彤说出

了她的心声。

圈内

关于编剧的传言

被洗稿 是不少编剧的遭遇
这是真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