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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滕肖澜滕肖澜：：
““我主要不是写房子我主要不是写房子，，写的是人写的是人””

想尽可能真实地反映
百姓过日子的全景生活

问：小说《心居》的创作缘起是什么？
滕肖澜：在写《心居》之前，我刚刚写完

长篇小说《城中之城》，那部小说以浦东陆
家嘴金融题材为背景，跟我之前的小说相
比，《城中之城》的情节、架构都比较丰富，
比较“重口味”。写完那篇小说以后，我想
调整一下节奏，就想写一个比较偏家常的
题材，方向是想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当下上
海人过日子的全景生活。后来我想，只有
房子是这样一个切入点，比如生活中有人
想要买房，有人想要卖房，有人想置换，不
管身在一个怎样的境遇，每个家庭或多或
少、或远或近都跟房子有关系。所以我就
通过这个切入点，带出人物故事。《心居》我
主要不是写房子，房子只是一个进入的媒
介。我写的是人，每个人都在寻心而居，是
这样一个过程。

首次做编剧，小说写得比较随性
剧本写得比较理性谨慎

问：此次担任电视剧《心居》的编剧，是
个挺难得的机缘吗？

滕肖澜：《心居》是我写的第一部剧
本。当时这个小说的版权给了腾讯影业，
他们的制片方跟我说，你有没有兴趣自己
编剧一下？我还是挺愿意在写作上做新的
尝试，剧本是一种新的文本形式，我就说试
试看。

问：在改编剧本的过程中，你有哪些比
较深的感受？

滕肖澜：小说和剧本毕竟是两种不同
的艺术形式，写小说我可以通过主观叙述
娓娓道来，把所有人物故事描述出来。剧
本肯定不行，剧本是画面语言，很多在小说

里一笔带过的要把它具象化，放到剧本里
要说得非常详细。由小说改编剧本，是对
小说进行的二次创作，自己改自己的作品，
好处在于可能小说里没有说尽的话，我会
在剧本里加以补充、微调。有个明显的体
会，我小说写得比较随性，剧本写得比较理
性谨慎。

问：请谈谈你写剧本的方法。
滕肖澜：写剧本不像写小说，写小说的

整个过程是很自我的一件事，一个人写完
就好了。剧本当然也是我一个人写，但是
每一个阶段肯定要大家一起商量、讨论，比
如我先写一个大纲，大家一起商量，写完分
级大纲，大家再一起商量。一到五集、六到
十集，一直这样分阶段讨论，而不是说全部
写完，再拿本子给大家看。

问：这个过程中有遇到不同意见吧？
写本子时遇到难处怎么办？

滕肖澜：当然会有不一样的意见，但是
剧本创作过程总体还比较顺利。剧本开头
前五集的改动比较多，前后差不多写了六
七稿，到后面找到感觉，就慢慢顺畅了，改
得也相对少了。这个团队总体来说真的很
好，导演、制片和策划等主创团队都非常专
业，而且积极、团结，效率也很高，我很感激
他们。比如我的剧本交上去，很快就会有
回复，而且针对里面要修改的点，也会给我
一些建议。有一集冯晓琴买房子需要多一
些事例，我一个人一时也想不出那么多，有
一位策划老师就跟我说了他自己买房的真
实经历，在退定金的环节遇到上家不肯退，
最终好不容易把定金退了。事后我确实也
用了一些桥段放在剧本里。

一直努力在找一个既反映现实
又生发出戏剧矛盾的平衡点

问：你是怎样做到贴近生活的，通过讲
故事的能力抑或其他？

滕肖澜：因为一开始我就想好，要写一
个当下上海家庭生活的剧，想从方方面面
展现老百姓过日子的情境，所以我在构思
的时候确实也琢磨了一下怎么样配置人
物，从我个人出发，我是希望尽可能多地带
到当下上海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并
不是为了矛盾而写矛盾，相反是想写一种
人跟人之间的和解，比如冯晓琴跟顾清俞，
她们看似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阶层、不同
类型的女性，可能到最后两人的裂缝还是
在那儿，未必能真的成为亲人，但是不管怎
么样，两个人慢慢地都开始理解对方了。
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人跟人之间也是千
差万别的，很多时候人们虽然不能完全感
同身受、融入一体，但是人跟人的感情里面
有一种共性，因为这个共性，最后大家能够
彼此理解。我觉得这就是人和人之间保持
着一种比较友好，同时又能够将心比心的
距离感。

问：不少观众都说感觉这个剧与生活

几乎同步，这是你对生活特别的观照吗？
滕肖澜：可能因为我定位的就是一个

现实题材的家庭作品，写的时候我脑子里
的那个空间、时间，确实就是当下。写的时
候我更多想的是真实，是要真实地贴切当
下。这样一来，不管是人物配置也好，故事
走向也好，矛盾的架构也好，所有东西都必
须真实。因为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家庭里
边，如果一假，观众就会知道了。难的是对
分寸的把握，一方面我写的是现实家庭作
品，另一方面它毕竟又是个文艺作品，不可
能完全照搬现实中的平淡场景，必须有冲
突、有矛盾，如何找到一个既反映了现实，
又能生发出戏剧矛盾的平衡点，这是当时
我写剧本时一直努力在做的。

人生不易，更应该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
问：从烟火气中提炼文学气，你有什么

秘诀吗？
滕肖澜：放在电视剧里边，就是牢牢地

抓住真实。我比较注重台词，会假设里面
每个人物都是真的，所有的台词就按照不
同的人物性格去想。我希望台词既是真实
的又是有趣的，让人一听，先是觉得生动，
同时又觉得这个话就是生活中的人能说得
出来的。包括剧情，我也希望观众看了会
觉得，虽然有它戏剧性的一方面，但这种事
情好像就发生在自己身上。我希望达到一
种所有人都符合他的人物形象的分寸感，
观众一看，说的话做的事就是贴切这个人
物的。

问：你的人物设定有没有原型，比如顾
家大哥的知青身份？

滕肖澜：我剧中人物都没有原型，只不
过写着写着，对有些细节、台词会有情感共
鸣。我自己是知青子女，虽然跟剧中的施
源境遇不同，但会特别同情这个人，他身上
的悲剧感太强了，写的时候也会叹息。施
源的妈妈也是一个非常不讨喜的角色，但
是即便这个人再怎么不讨喜，我依然会觉
得她有值得怜惜的地方。我也能够理解观
众在看剧的时候，可能会对顾家这一家人
有些看法。其实再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这
家人真的很不容易。发生了那么悲剧的事
情，还能保持克制和善意，相当难得了。我
是希望在这个剧里传达出一种比较有温度
的感觉，人生不易，更应该珍惜当下，珍惜
眼前人。即使身处逆境，依然对人生抱有
希望。

写作给我一种幸福感
问：你是如何开启写作之路的？
滕肖澜：我以前在机场工作，我一开始

写作的时候，就是自由投稿。那时候谁都
不认识，就把稿子打印出来寄出去。机场
工作对我写作有很大帮助，那时我上两天
休两天，有完整时间可以写作。这对我来
说很珍贵，因为写作真的不像别的劳作，写

作需要相对比较大块的时间连续劳动。
2009年，我离开机场，加入上海作协成为一
名职业作家。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挺
幸运的人。

问：一直支持你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滕肖澜：我喜欢写作，写作特别给我一

种幸福感。这并不是说我写得一直都很
顺，而是写作这个动作本身，就足够让我幸
福了，我还挺满足于这个感觉的，只要让我
写，我就很开心。

问：会给自己定位写作风格吗？
滕肖澜：没有。对我来说，每次找到一

个我感兴趣的题材，然后用自己比较有把
握的一种方式把它诠释出来，在此之前，
我不会去想这部小说的风格一定要什么
样。如果那样的话，我觉得其实就自己给
自己框了一个框，未见得是好的方式。我
觉得每个作者都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我要
做的就是积极调动自己所有的因素，写每
篇小说都让自己处于彼时的最佳状态，就
可以了。

问：你平时阅读、追剧有什么偏好吗？
滕肖澜：我看东西很杂，什么都看一

些。我觉得读书不用归那么多类，一定要
怎么样，看了觉得有意思就行。我看影视
剧也挺杂的，英剧、美剧、国产剧、韩剧、日
剧，我都看。

问：看自己写的剧是什么心情，有点激
动？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吗？

滕肖澜：我没有看过成片，所以现在是
每天追剧，看两集。听着音乐响起，看着屏
幕上熙熙攘攘的上海早晨，看着原本写在
纸上的文字，变成一个个真实场景。滕华
涛导演用他自己的镜头语言，把生活氛围
抓得特别好，很多可能剧本里一笔带过的
东西，导演用他的经验、艺术感受力拍得特
别有质感，挺棒的。对我而言，把剧本写
好，做好我的事，别的我不会去多想，就是
顺其自然。我还是继续写作。

据《北京青年报》 李喆/文

滕肖澜著有长篇小说五部，作品集十余部，其中中
篇小说《美丽的日子》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入选
2014年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暨文化名家。此次，她
也担任了电视剧《心居》的编剧，3月底的一天，滕肖澜
直言对上海的深厚感情是她创作该剧的动力，“写的时
候我更多想的是真实，要真实地贴切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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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赵忠尧觉
得五年的等待太长了，他
决定自费赴美国留学。
他东挪西借，加上申请到
了一些补贴，终于在 1927
年实现了赴美国留学的
愿望。

赵忠尧在美国进入
了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著
名的 1923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得者密立根（R.A.
Millikan）教授。当年他
在东南大学时，学的就是
密立根教授编写的英文
版物理教科书。在作博
士论文时，密立根教授给
赵忠尧出了一个题目，有
人告诉他，这个题目很不
错，不仅好做，而且实验
设备都是现成的，这样就
可以轻松地拿到学位
了。人们原以为赵忠尧
会很高兴，可是他的想法
不一样，他认为自己到美
国来是要学习先进的科

学，不是为了混文凭。他
担心做这个题目，虽然拿
文凭比较容易，可是学不
到什么东西。思前想后，
他横下一条心，准备向密
立根教授提出，要求更换
论文题目。赵忠尧的朋
友们听说后，都很吃惊。

密立根教授给学生
定的题目都是经过深思
熟虑的。现在学生竟要
求改换题目，那不是向教
授的尊严和威望挑战
吗？果然，当赵忠尧向密
立根教授提出，给他换一
个更难的题目时，密立根
教授吃惊了。在他的教
学生涯中，尽管也遇到过
喜欢专拣“硬骨头”啃的
学生，但是要求改论文题
目的学生从来没有见
过。不过，教授并没有生
气，也许天下的老师都喜
欢爱找难题做的学生。
几天后，他真的给赵忠尧

换了一个题目——“硬
伽马射线通过物质时的
吸收系数”。密立根教
授按照平常的说话习
惯，绅士风度十足地对
赵忠尧说：“这个题目你
考虑一下。”

赵忠尧按中国人的
思维方式想，既然是教授
让他“考虑”，那就是还可
以商量。他担心这个题
目的难度还是不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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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半夜的时候从
南面来了一列火车，到了
豆罗突然停了下来，车门
打开，下来一群一群的伤
兵，有的拄着拐杖，有的
躺在担架上，有的挂着手
臂……或许是错车的缘
由，这辆车停了好长时
间，伤兵们有的吃饭，有
的喝水，有的抽烟。

甄排长密切注视着
前面，老班长碰碰他：排

长，看那边！
甄排长顺着老班长

的手势，看到火车尾部下
来一名军官模样的鬼子，
那鬼子抽起烟，还在站台
上来回走几步，不知什么
原因，这名军官竟急匆匆
地向甄排长和老班长潜
伏的地方走来。两人开
始以为是小鬼子发现了
他们，小鬼子走到半路停
下来。

原来这小鬼子走下
站台方便来了。

就在这时站台上突
然响起集合的哨子，伤兵
们返回火车上，火车缓缓
开动了。那个小鬼子竟
然没有听见集合的哨子，
看见火车启动急得大呼
小叫。老班长说时迟拿
时快飞起来扑在那个小
鬼子的身上。小鬼子还
要挣扎，老班长几拳头砸
下去，那家伙没了声音。

甄排长和老班长拖着这
个小鬼子到了远处。

火车已经远去，两人
翻过这个鬼子，发现这是
一名少尉军官。

老班长说：这家伙没
用，干掉算啦！

老班长说完从路边
搬过一块大石头。

甄排长从这名少尉
身上搜出一本笔记本，上
面划着莫名其妙的地图。

甄排长伸出手说：等
一等，这家伙说不定有用
呢。把他绑起来，拉回
去。

老班长把鬼子少尉
捆个结结实实，从附近村
里找了头小毛驴把这家
伙拉回到了八路军营地。

几个月后，当八路军
收复晋西北七县、甄排长
给董一飞他们讲起这件
事时还是绘
声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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