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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春，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待拍的剧
本《编辑部的故事》，呈报到了北京市广播电
视局待审。

葛优、吕丽萍等演员已陆续定下，香山摄
影棚的内景也已经搭好，只等审查通过，即可
马上开拍。

剧本也送到了曾任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
长、时任广电局艺术顾问的张永经手中。他看
了剧本后，非常兴奋。“故事里这拨人朝气蓬
勃，敢作敢为，尤其是他们的创新精神，十分
可贵。”他告诉记者。

现年 #$岁的张永经说话笑呵呵，像个老
小孩。他离休之后，有时会经不住诱惑去剧组
玩票，常莫名其妙地笑场，传染得整个剧组忍
俊不禁。

虽然张永经也隐约感觉到，剧本里多有
调侃的情节和语言，很可能难以符合领导的
要求和部分群众的口味，但他还是没想到，剧
本在广电局讨论之后，面临着被枪毙的危险。

干脆拿自己开涮
多位主创人员告诉记者，《编辑部的故

事》是为葛优量身定做的。
“电影《顽主》放映之后，我们就想给葛

优、梁天和谢园各写一部戏，这部戏就是为葛
优写的。”策划兼编剧之一的魏人告诉记者。

魏人是海马影视工作室初创时期的主要
成员之一。这个大腕云集的松散的民间影视
创作团体，由王朔牵头，于 %"&"年初成立。

海马影视工作室先跟中央电视台进行了
接触，没有谈成，转而与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合
作。主管业务的时任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副主
任郑晓龙与王朔的交情早已有之，两人曾一
起合作编剧《空中小姐》。

郑晓龙目前正在执导《编辑部的故事》续
集，续集将于 '(!)年 *月与观众见面。拍摄
间隙，他抽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郑晓龙告诉记者，%"&"年 %%月，他召集

了海马影视工作室的王朔、魏人、葛小刚、朱
晓平和苏雷等人在北京友谊宾馆“侃片子”。

参加的还有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美工冯
小刚。“冯小刚跟我说想参与写剧本，他之前
跟我合写过《遭遇激情》，有一些功底。我说来
吧，写得好就用。后来发现他模仿王朔模仿得
非常好。”郑晓龙告诉记者。

郑晓龙先给这个片子定了调：写喜剧，反

映社会生活。
“那会儿不能拿工农兵、老干部调侃，我

们就干脆拿自己开涮，调侃知识分子，我们最
熟悉的是编辑部。”《编辑部的故事》的另一位
策划兼编剧葛小刚笑着告诉记者。

这些人都有在编辑部工作的经历。郑晓
龙在上大学之前曾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当过
记者，王朔曾在《解放军文艺》工作，魏人在
《啄木鸟》，葛小刚在中国戏剧出版社，苏雷在
《戏剧电影报》任编辑。朱晓平则在中国作家
协会工作。
“侃片子”的第一步是确定人物和相互关系。
最先定下的人物是冷幽默、“谁拿他开涮

都不在乎，一不留神还就把你装进去”的男编
辑李冬宝和伶牙俐齿、得理不饶人的女编辑
戈玲。两人互相帮衬，关系有点儿暧昧，但又
不停各自与人相亲。
“当时编辑部多是新老交替，经历过‘文

革’时期的老人都在，于是得有一个思想僵
化的‘马列主义老太太’，还有一个自私、爱
打小报告的刘书友。当时是商品经济时期
吧，得有一个跑江湖的余德利。还有一个老
干部，就是左右逢源、形象正面的张主编。”
葛小刚说。

定下人物后，接着侃故事，寻找社会流行
的、矛盾集中的话题。

先由各位编剧自报：“我有一个什么故事
……”然后大家一起补充、丰富，朱晓平作记
录。这样一共侃出了将近 *(个故事来，后来
精选出 )(集。

分工时，朱晓平认领了 *集，王朔 +集，
苏雷 +集，冯小刚 + 集，葛小刚 , 集，魏人 %

集，海马影视工作室的另外两位成员傅绪文
和马未都，分别领走 *集和 %集。

“我们的剧本就是照你写的”
几个月后，剧本汇总到郑晓龙手上，风格

各异，质量参差不齐。
“王朔的是最好的，朱晓平的有点陕西

味。其他有的喜感强，有的喜感弱。有的格调
高，幽默风趣；有的格调低点，玩笑有点低级。
各有各的感觉，很不一样。”郑晓龙告诉记者。

不巧，正逢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搬家，其间
剧本不慎遗失。王朔只好带着冯小刚，按照原
来的印象重写了一遍。王朔写了 %)集，冯小
刚 "集。

后来冯小刚向郑晓龙提出，他的剧本同时
署王朔的名，王朔的也署他的名。“我说没问题，
大家都是集体创作嘛，跟王朔一说，他也说可
以。”郑晓龙告诉记者。所以，王朔与冯小刚所写
的 ,,集，最后都是合署的两人的名字。

此外，魏人写了《小保姆》（马晓晴饰），苏
雷写了《胖子的烦恼》（梁冠华饰），葛小刚与
王朔合写了《无中生有》（濮存昕饰）。其他人
则未署“编剧”的名，只署“策划”。

搞剧本创作的同时，找演员的工作也在
进行。

在郑晓龙的授意下，冯小刚去找葛优谈。
他和王朔在葛优家楼下等了一两个小时，葛
优才回来。
“穿一件咖啡色的风衣，戴一顶帽子，人

看上去很瘦，所以显得风衣特别的肥大，走起
路来踢哩突噜。”这是冯小刚第一次见到葛优
真人的印象。

冯小刚说明了来意之后，葛优表示，已经
答应了另一部戏。冯小刚问是主角还是配角。
葛优说，是配角。冯小刚说，我们的剧本就是
照你写的。

得知经过后，郑晓龙跟冯小刚开玩笑说：
他要不上咱们的戏，咱就封杀他。

其时吕丽萍刚拍完冯小刚和郑晓龙联合
编剧的电影《遭遇激情》。她后来回忆：“完事
儿他俩就说找到‘编辑部’的女主角了。我当
时看完剧本后并没觉得自己特别像戈玲，但
我觉得葛优特别合适李冬宝。”

剧本写就，演员到位，摄影棚也已搭好。
万事俱备，但剧本送到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后，
却未获审查通过。

老局长的“花招”
一天，广电局的一位负责人来约请曾任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时任广电局艺术顾
问的张永经，一起去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宣布
下马的命令。
“我玩了个花招，对他说‘这几天我不舒

服，等下周再说吧’。”张永经告诉记者。
张永经连夜选了 )集剧本，包括劝说人

们不要传谣、信谣的《飞来的星星》、揭露产
品质量的《甜蜜的腐蚀》等，急送主管宣传、
文化和思想工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王光和
宣传部长李志坚手中，并附上了亲笔信。张
永经与李志坚在解放初期曾一起在石景山
发电厂搞青年团的工作，一直保持着很好的
私人关系。

信中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电视系列喜
剧，很新颖别致，老百姓从没见过，拍成后一
定会受到欢迎，关于内容、手法，有些不恰当，
有些调侃过分，我来负责和编剧一起修改。我
建议不要轻易把它否了。现送上几集样本，并
请将审阅意见从速告我。”

不到一周，张永经收到了二人的回信，肯
定了这部戏，但也提出了一些意见。

宣传部长李志坚说：“轻喜剧是一个品
种，如果能早一点拍出来，北京尽早占领这块
地盘，从大局看是有利的。”

市委副书记王光则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严肃、敏感的政治问题不要作为调侃题材。”
“力避格调不高的语言、动作和情节。”

有了市委领导的“尚方宝剑”，《编辑部的
故事》在北京广播电视局顺利通过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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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批评这部剧里有些内
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拿政
策开玩笑，是一棵大毒草。关键
时刻，冯小刚站起来向李瑞环抛
出了关键问题：瑞环同志，您看
了我们的《编辑部的故事》了吗？

" 编剧冯小刚与主演葛优在拍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