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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迅 早就有心谈谈叶京的电视剧创作的意义。
适逢他的剧本《与青春有关的 日子》出版，趁此机会，就这几年电影研究的心得一块说说。
 首先，叶京以一个非专业出身的“门外汉”身份，其作品获得如此规模 的成功和反响，在当下中国
的电视剧创作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影视圈里有两种现象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一是北 京电影学院或中央戏剧学院出身的人一旦成功，总会以自己的教育背景自豪 ，媒体也会给予
大量溢美之词。
二是一旦论及社会上质量低劣的影视作品， 无论学院出身的名家，还是非学院出身的专业人士，都会
义愤填膺地大谈拍 片的“资格”。
这个资格，无非是指“教育背景”或“专业出身”。
我认为 ，这两种现象所隐含的“贵族”意识和霸权话语是不利于中国影视发展的。
 在社会经济大大发展、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视听文化大大普及的今天， 影视的“大众性”和“
民主性”已不仅仅是从观众角度讲的“大众性”和“ 民主性”，而是包括了影像生产者在内的“大众
性”和“民主性”。
虽然目 前众多高校的影视教育水平不高，虽然目前民间的影像制作还处于“初级” 或“发展中”状
态，但中国影视发展的未来将依赖这片广阔的土壤。
近十五 年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发展已经证明，社会上多层次的电影教育、多样化的独 立制作，绝对是
大电影工业发展所必需的人才来源和营养来源。
 那么，不进电影学院又怎样学习电影呢? 叶京，作为民间土壤中最先钻出来的一棵苗子，向我们昭示
了学习影视 创作的另一条道路——看片。
他上世纪90年代初期攒电影录像带，中期开始 攒LD，末期又攒VCD，本世纪改攒DVD，加在一起，
中外影片的节目量恐怕得 有一万多部。
这种靠大量看片学习电影的成功先例世界电影史上有不少，仅 举三个最有名的：美国导演昆汀·塔伦
蒂诺(《落水狗》、《低俗小说》）、 法国新浪潮电影主将让一吕克·戈达尔(《筋疲力尽》、《法外
之徒》，《 狂人比埃洛》）以及他们俩都尊崇的“新浪潮之父”让一皮埃尔·梅尔维尔( 《赌徒鲍勃
》，《独行杀手》）。
 国内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戈达尔在电影史上的地位那么高，他的电影创 作有什么东西值得如此尊崇?
从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商业导演唐·西格 尔到塔伦蒂诺，他们都只用了一个词来说明，那就是：
自由。
我们以往在评 说戈达尔的创作特点时，总喜欢使用诸如“破坏”、“颠覆”、“突破”这 样的词汇
。
其实换个角度看戈达尔60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戈 达尔对于电影语言、电影类型和电影
程式非常自由的使用。
而这种电影化的 “自由书写”现在已成为独立电影精神的核心概念。
 堪以对比的是，我们很多人在学习了一些电影知识、有了一些观影经验 后，便会很自觉地预设了一
些条条框框来武装自己、约束自己。
更糟糕的是 ，不仅如此，他们还用这些条条框框来束缚、指责别人。
比如，什么枝节的 铺排阻碍了主要情节的发展、打乱了影片的节奏；什么对白冗长耍贫嘴延迟 了叙
事等等。
这些“缺点”不光能在戈达尔和塔伦蒂诺的影片中找到，在很 多电影史名片中也可以找到。
我们为什么非要把好莱坞僵化的电影“常识” 当作自己的见解来指责别人的创作呢?也许这样的“缺
点”越大，作品失去 的观众越多，可如果创作者并未奢望那么多的观众，这种指责是不是还有意 义
呢?此外，只要有人喜欢，我们就该尊重他人的喜欢，而不能用一元化的 霸道教条来扼杀多元化的审
美趣味。
 第二，目前我国正处于电影创作观念和批评观念的转型时期，即从大一 统的现实主义观念向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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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别是类型电影观念转变。
适逢这一转型期的 叶京作品及其反响应该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叶京的作品及其反响引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
这个问题或许只 是对国内来说是重要的，因为这个问题在国外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
这个问 题就是怎样看待现实主义风格和类型的关系，以及类型电影与个人风格的关 系。
 叶京的三部电视剧应该说都是类型化的作品，或者说，他们都是在内容 和风格上带有一定现实主义
元素的类型作品。
《贻笑大方》是讽刺喜剧，《 梦开始的地方》(下称《梦》）和《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下称《青春》
）是具 有怀旧特征的情节剧。
 在《梦》和《青春》中，风格和内容的现实主义元素赋予作品一定的可 信性，但这些现实主义元素
是和情节剧的类型元素交融在一起并且服从情节 剧的主导结构的。
这两部戏的确折射了某种历史的真实，但总的来说，它们 完全是虚构作品，并不是纪录片，也不是纯
粹的现实主义作品。
故事只发生 在有限的人物之中；故事和人物自成一个封闭的世界。
这是一个记忆中的世 界，是一个感情大开大合、冲突异常激烈才会留下印记的世界。
画外叙述和 配乐强化了叙事的主观性，常常带有抒情的超现实意味。
写信与读信，离别 与重逢，次次感动仍难参透暧昧的内心；违犯与惩罚，背叛与宽宥，反反复 复却
未陷入古典叙事的道德罗网。
这些特点都与现实主义相悖，也与我们习 惯的好莱坞经典叙事相悖，而且又使我们想起梅尔维尔、戈
达尔和塔伦蒂诺 影片中的人物和情境。
 再举两个例子表明叶京注重的是主观记忆(虚构）中的表现，或者说“表 演”，而不是历史真实的记
录或客观再现。
 戈达尔早期创作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在于他对以往电影文本以及其他文化 艺术文本的自由引用。
这些“引用”既有语言的引用，也有影像(包括人物 形象、动作和道具）的引用；既有致敬，也有搞
笑。
戈达尔讲：“生活中人 们高兴的时候会引用，我们高兴的时候当然也会引用，因此我们表现人们引 
用，恰恰是为了肯定：他们引用了使我们高兴的东西。
”(《电影手册》 1962年12月号）戈达尔在影片中“自我指涉”的娱乐态度和相应的创作手法 在后来
的影视创作中可谓影响深远。
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梅尔·布鲁克斯到 90年代的塔伦蒂诺，无不步其后尘。
 叶京的引用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生活中”的引用的引用；二是直接 引用(包括“恶搞”）经典影视作品。
对于前者，相信四十岁以上的人都会记 得70年代流行的互相对语录对电影台词这些事——基本是一种
革命性和娱乐 性融合无问的“表演”。
这种“表演”被叶京在他的电视剧里引用，成了表 演的表演。
它既是虚构的人物假面，也是脱离人物的虚拟玩意。
同《贻笑大 方》里的引用(包括“恶搞”）一样，这种手法有着叙事和“表演”的双重功 能。
这种场面一出现，习惯于经典叙事和参照现实的观众便同乐于欣赏“表 演”的复合文化意味和娱乐性
的观众分道扬镳。
不能简单地评判这两拨观众 孰是孰非，但至少我们可以说，恪守现实主义的观众会失去很多观看类型
片 的乐趣，尊崇经典叙事的观众也会失去不少观看独特类型片的乐趣。
另一方 面，个人化风格肯定要冒着失去潜在观众的风险。
同样的例子，戈达尔为自 由付出的代价是失去市场，而塔伦蒂诺则证明唠叨冗长的对白和“表演”并
没妨碍他的《低俗小说》在全球收获两亿美金票房。
 第二个例子是叶京作品中音乐的运用。
“情节剧”的英文原文是 melodrama，意即“带音乐伴奏的戏剧”。
情节剧中音乐的作用一是渲染， 二是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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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叶京于此道是非常自觉的。
在《梦》中，他对意大利作曲 家埃尼奥一莫里康内音乐的引用表现了他对这位电影音乐大师的无限崇
敬。
 一些表现人物情感和大场面的重场戏，其配乐恰到好处。
到了《青春》，不 仅情节剧式的配乐得到进一步强化，叶京还特别注意了对观众情感投入的诉 求。
这一策略着重表现在片头音乐的设计上，一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可谓声先夺人。
音乐配合画面的怀旧基调一下就使观众处于非常饱满的情 感状态中，并将这一情感基调贯穿在了全剧
始终，对观众的情感投入起到了 很好的作用。
 第三，想谈谈叶京作品在同类题材电视剧中的先驱意义。
 想当年，《梦》剧大结局和200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打擂，接下 来的整个龙年，掀起了一股不
小的怀旧热潮，“梦开始的地方”成了使用频 率最高的广告词和标题用语。
从公共汽车上的广告，体育明星成长史的报道 ，到“老莫”(莫斯科餐厅）大门口的大幅招贴，都借
用了这个平实大气、情 感恣肆的表达。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作为叶京“往事三部曲”的第二部，《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本该借势《梦开始的
地方》作为自己的营销概念(这种 “高概念”营销手段在近十几年的国际影视营销中已证明非常有效
），不料 音像发行方却将《青春》与《血色浪漫》捆绑在一起投放市场。
这种作法不 仅张冠李戴，借势不力，更糟糕的是割裂了叶京作品的整体性以及这种整体 性所体现的
先驱意义，对观众起了很坏的误导作用。
 描写文革另类青春经历的影视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无疑是其先导 。
拿《梦》和《青春》同《阳光》认真比较，就会发现，叶京的《青春》和 姜文的《阳光》虽然都改编
自王朔的小说，但他们在创作旨趣、人物刻画和 叙事规模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姜文一方面在过去时中把叙事者还原(或者说退行）到马小军的视点，另 一方面又在画外叙述和评论
中跳回到成年马小军的视点，特别是现在时的叙 述中导演视点的出场，造成了作品叙述角度的分裂和
矛盾。
这种分裂和矛盾 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过去时叙事中的怀旧基调和青春创伤记忆；而现在时叙 事又在
与过去时叙事的对比中浮现出浅显的道德评判意味，从而使作品的艺 术性大打折扣(具体分析见拙作
《：在分裂的叙事背后》 ，载《当代电影》1996年第1期）。
 叶京则始终如一地从现在的视点叙事。
视点的主观性赋予了作品“青春 记忆”的特质。
由于叙事者现在已是成年，在回顾自己和同伴们的青涩岁月 时，不时带有一些幽默、自嘲甚至反讽的
意味。
这些都因道德评判的宽容而 显得十分统一。
一如既往的怀旧，一如既往的煽情，整个作品的基调异常和 谐。
 在人物塑造上，《阳光》依照常规电影的编剧法，主要人物有明显的主 ／配之分，笔墨分配轻重得
当。
而《梦》和《青春》则借助长篇电视连续剧 的优势，着重人物群像的塑造，个个浓笔重彩。
叙事的规模(包括时间的跨 度和内容的广度）更不能同日而语。
 拿《青春》与王朔的小说(《的就是心跳》相比，我们也会看到二者的 不同。
应该说((玩的就是心跳》在王朔的整个创作中挺另类的。
王朔本人甚 至都不大看重这部小说。
然而，这部小说的神秘气氛、谜局般的叙事、先锋 写作的暧昧和强烈的电影画面感曾使不少电影导演
跃跃欲试，但均未成行。
 叶京只是拿王朔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为己所用，根本没管那些别人看中 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他从自己经历记忆中提炼出大量的内容充实了小说中 较为空洞的结构(原结构很难撑起
一部五十二集的长篇连续剧）。
于是我们在 叶京作品中不仅看到王朔(不能提姜文，因为姜文也改编自王朔），而且也看 到王朔的过
去和叶京的过去，于是便有了“重复”和“延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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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这两个字眼所代表的现象在世界电影史上是很多见的。
正如法国著名导演让 ·雷诺阿所说，有些导演“一生拍的只是一部影片”。
伯格曼、费里尼、安 东尼奥尼、约翰·福特、约翰·卡萨维茨、梅尔维尔等等，都是这样的导演 。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法国《电影手册》批评家的文章里，这种“重复”和“ 延续”恰恰是他们鉴别“电
影作者”的重要标准。
我相信，等叶京“往事三 部曲”的第三部播放时，我们还会看到这种“重复”和“延续”。
 这两年，“恶搞”影视作品盛行，论说源头，必然要溯及叶京的《贻笑 大方》。
作为一部讽刺喜剧，《贻笑大方》一方面直刺影视圈里的歪风陋习 、投机取巧和粗制滥造语言及其经
典。
另一方面也“恶搞”了许多著名电影 ，国外的如《教父》，国内的如《我的父亲母亲》、《没完没了
》等等。
剧 中一些经典段落如“洗澡”、“角色拍卖”、“黑老大试戏”、“火腿肠大 赛”至今看来仍令人
绝倒。
其作品的超前l生可见一斑。
 最后我得声明，把叶京同那些电影大师相提并论并不是为了吹捧他。
毕 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戈达尔和塔伦蒂诺：塔伦蒂诺上台领奖时还被人骂，戈 达尔甚至被人用蛋糕
扔在脸上。
我只是想用中外的例子表明，1.在看电影中 学习电影是可行的；2.我们的电影观念亟待更新；3.叶京的
创作在中国语境 中有某种超前性，而在旧的观念影响下，我们把它忽略，埋没，甚至压制了 。
面对叶京后面更多的“业余电影人”，我们应该保护、扶植和培育他们， 因为他们是促进中国影视创
作持续进步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
是为 序，为叶京，也为未来那些有才华的业余电影人。
 2006.12.25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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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讲述的是主人公方言及其伙伴高洋、高晋兄弟，以及许逊、卓越、汪若海、冯裤子等一批出生于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生长在北京某军队大院的孩子们所共同经历的特殊年代的青春往事——公共厕
所里恶作剧，公共浴池里瞎折腾，什刹海冰场上追女孩，莫斯科餐厅里耍豪情，劳改农场被教育，碴
架、碴舞、当兵、下海，被骗，年少的轻狂，青春的残酷，唯一不变的是友情的深挚和爱情的纯真⋯
⋯　　本书改编自叶京导演的同名电视剧，灵感来自王朔小说《玩的就是心跳》，因其对北京大院孩
子的生动描摹，刚一播出就受到了一大批粉丝的追捧，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被誉为“电视剧版的
《阳光灿烂的日子》。
”　　作者叶京，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
但如果说道《甲方乙方》中那个把全村的鸡都吃光了的大款，想必你不会陌生。
那个在村头苦盼奔驰的大款，就是叶京。
叶京和著名作家王朔是“发儿小”，一块儿长大的朋友，从小和王朔在一个大院长大、比王朔大一届
。
　　书中有配有多幅精彩剧照、还有叶京自己的老照片，以及“青春词解”等——可以说，这是整整
一代人的青春档案，一代青春幸存者的回忆和追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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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京，1957年9月4日凌晨，降生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301总医院妇产科，成长在革命军人的家庭，受
文化大革命的熏陶学无所成。
1976年参军，效力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坦克六师二十一团，担任炮长职务，多次被评为
我军优秀军事人才。
1978年被授予“学习雷锋积极分子”光荣称号。
1979年底，退役后被安置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工作。
1983年辞职，混迹街头，倒买倒卖，并开过北京第一家个体川菜饭馆，不久倒闭。
80年代中期，南下广东深圳，几经商场沉浮，空手而归。

　　总结半生——虽没渡过江，但也扛过枪；虽没下过海，却也经过商；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开始创
作了第一个剧本《梦开始的地方》，从此一发不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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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第六集第七集第八集第九集第十集第十一集第十二集第十三集第十
四集第十五集第十六集第十七集第十八集第十九集第二十集第二十一集第二十二集第二十三集第二十
四集第二十五集第二十六集第二十七集第二十八集第二十九集第三十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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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白玲家在东城区某胡同的一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里，李白玲自己单独 住在后院。
李白玲掏钥匙开门进院，方言和冯裤子跟在后面。
 方言（小声问冯裤子）你来过这吗? 冯裤子 （显然对这里很熟）我们和高洋有段时间天天泡 在李白玲
家。
 方言在这刷过夜吗? 冯裤子没有，她从来不让我们在这过夜。
 李白玲（在前面开里屋门）你们俩干嘛呢?快点呀。
 方言（快步过来）哎，你爸你妈呢? 李白玲打听那么多干嘛，这是军事秘密。
 冯裤子她爹她妈不住这，就在前面那个院。
 方言（问李白玲）那你爸你妈他们不过这边来呀? 方言和冯裤子跟着她进屋，李白玲拉亮了灯，没等
李白玲回答方言，冯 裤子抢先说。
 冯裤子她爹她妈长期在外地，且回不来呢。
 方言（埋怨地）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 李白玲进了厕所，冯裤子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故意冲着方言
打了个臭 酒嗝。
 方言（用手扇）真臭，你从来不刷牙吧? 冯裤子 （朝厕所喊）李白玲，我饿了，你这有什么吃的 吗? 
李白玲（从厕所出来）你怎么老爱饿呀，今天在老莫就 你吃的最多。
 冯裤子别提了，哥们儿今天跟老莫吃的那点东西全吐 澡堂子里了。
 李白玲你自己去胡同口的馄饨铺买去吧。
 李白玲掏出五块钱给冯裤子，冯裤子没接。
 冯裤子你怎么不让方言去? 方言废话，我又不饿。
 冯裤子方言，就冲我今天晚上救了你和李白玲，你也 应该为我跑一趟。
 李白玲那倒是。
 方言（不耐烦地）你怎么那么多毛病呀。
 方言站起来，李白玲给他钱，他没接。
 方言我这有，干脆咱们一起去吃得了，我也有点饿 了。
 李白玲我不饿，你们俩去吧。
 冯裤子哎哟，方言，你怎么学得这么罗嗦呀?你就快 去吧，啊。
 方言你才哕嗦呢，冯裤子，你是不是想找一借口把我 给支开呀? 冯裤子哎哟，你可真逗，我干嘛要把
你支开呀? 方言废话，你那点阴暗心理我比谁都清楚。
 冯裤子谁心里阴暗了?噢，我让你帮我买碗馄饨我心 里就阴暗了? 方言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呀? 冯裤子
哎哟喂，这都是什么人呀，好好好，我自己去 吃行了吧。
 冯裤子起身拿起军大衣朝外走，走半截又停住了。
 冯裤子呆会我吃完就不回来了，方言，这下可满足你 的阴暗心理了吧? 方言你丫说什么呢? 李白玲 （
去拉方言）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不明 白了，不就为吃个馄饨吗，怎么就和阴暗不阴暗的瞎联 
系呀，其实大家心里都挺光明的，谁跟谁阴暗呀。
 方言哎呀，你不懂。
 冯裤子我也没弄懂。
 方言冯裤子，你装什么傻呀! 李白玲（急了）哎呀，都别说了。
你们俩在这等着，我 去给你们买行了吧。
 李白玲拿起围脖往外走，冯裤子拦住她⋯⋯ 冯裤子算了，还是我去吧，我这人向来就是谦让的命，
苦啊。
 方言你少装可怜。
 冯裤子（平心静气地）我没装，我本来就命苦。
李白玲 你歇着吧，我马上就回来。
 方言不屑地吧唧一下嘴，刚想说什么⋯⋯ 冯裤子（温和地）方言，刚才都是我不好，对不起啊。
 我这就把馄饨给你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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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对了，你想吃几碗呀? （方言不吭声，乜斜他）三碗够吗? 方言（苦笑）哎哟喂，我不吃。
 冯裤子你就别生气了，真的，我是诚心诚意的问你。
 李白玲就是的，人家冯裤子都给你赔礼道歉了，别生 气了啊。
 方言谁生气了?我没他那么高尚。
 冯裤子不管你怎么误解我，我反正会用实际行动证明 给你看，早晚你会了解我的。
（冯裤子开门要走） 方言不许给我买啊。
 李白玲哎呀，你这人真小气。
不至于吧? 方言抬腿就走，走到门口，冯裤子挡住他的去路。
 冯裤子方言，你要是现在走了，就说明你永远不会原 谅我了。
 方言你让开。
 李白玲冯裤子，你让他走，我真看错人了。
 方言我也看错了人。
 冯裤子（抓住方言手）方言，我求你了，别走，真的， 哥们儿离不开你。
 冯裤子的眼里有泪光闪烁，他真诚地看着方言。
 方言（回避他的目光）你，你真是这样想的? 冯裤子（激动地）我可以把心掏出来给你看。
 方言 （低头发现他的两手在抖）你先放开我好吗? 冯裤子（抓住方言的手不松）你不原谅我，我就不
放。
 方言 （闪烁其词地）哎呀，其实咱俩本来就不存在谁 原不原谅谁。
 冯裤子方言，我知道你从小到大一直看不起我，可我 心里最佩服的就是你。
 方言没有，真的没有。
 冯裤子 （突然失声痛哭起来）你要是还不原谅我，我就 磕死在你面前。
 方言（抱住他）冯裤子，我真没想到你这么重情义， 我⋯⋯我永远是你的好兄弟。
 方言和冯裤子抱头痛哭。
 冯裤子我对不起你⋯⋯方言⋯⋯ 方言是我对不起你⋯⋯冯裤子⋯⋯ 李白玲（也被感动得哭了）哎呀
，看你们俩把我都感动 了，我真羡慕你们，你们要是老能这样该多好啊。
你们 俩先在这推心置腹地谈心，我去给你们买馄饨。
 冯裤子（一边揩泪）你多穿点，外面冷。
 方言（倏然站起）还是我去吧。
 方言抢在李白玲前面快步跑了出去。
 冯裤子方言，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去吧? 李白玲真应该你陪他去，方言不认识路。
 冯裤子没事，方言多聪明呀。
 冯裤子很快恢复了常态，他往厕所走。
 李白玲发现方言没穿大衣，她把大衣挂在门后。
 李白玲（自言自语地）外面起风了，方言忘穿大衣了。
 冯裤子 （在厕所洗脸）白玲，我刚才是不是特丢人呀? 李白玲没有，我觉得挺感人的。
 冯裤子（从厕所出来）你觉得我这人真诚吗? 李白玲我发现你对朋友特真诚，他们老欺负你，你从 来
不跟他们计较，你有时候真是挺可爱的。
 冯裤子（神情恍惚地）真的? 李白玲真的，不骗你⋯⋯ 李白玲一转身愣住了，冯裤子已经跪在她身后
热泪盈眶地看着她。
 李白玲（惊讶地）你这是怎么啦? 冯裤子（哆哆嗦嗦地）我⋯⋯我真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好。
 李白玲（去拉他）你别这样好不好，事情都过去了，方 言不是也原谅你了吗? 冯裤子 （拒绝起来）可
你还没原谅我。
 李白玲你本来也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我原谅你什么呀? 冯裤子可我现在就要做对不起你的事了。
 李白玲哎呀，你快起来吧，别开玩笑了。
 李白玲刚要拽冯裤子，冯裤子突然把她抱住了。
 李白玲（不知所措地）你，你这是怎么啦? 冯裤子（亲吻她头发）我喜欢你好长时间了。
 李白玲（半推半就地）不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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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裤子真的。
我向毛主席保证。
（冯裤子的眼泪又流了 下来） 李白玲你快起来，一会方言就回来了。
 冯裤子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李白玲我答应你什么呀? 冯裤子答应和我交朋友。
 李白玲咱们不早就是朋友了吗? 冯裤子我喜欢死你了。
 冯裤子突然不顾一切地把李白玲按在沙发上，李白玲奋力挣扎着，她无 意中发现窗户有个人影晃动
⋯⋯ 李白玲谁呀?你快起来，有人。
 冯裤子狼狈不堪地爬起来，一边整理衣装一边看窗外。
 冯裤子哪儿有人呀? 李白玲真讨厌，你也不管我愿不愿意就胡来，这要是 让人家知道了还得了。
 冯裤子你不会说出去吧? 李白玲我还怕你张扬出去呢。
（想起什么）噢，我明白 了，难怪刚才方言说你心理特阴暗呢。
 冯裤子和李白玲听到方言哼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从外面回来⋯⋯方 言进屋时，冯裤子已经若无
其事地坐在沙发上，李白玲在厕所对着镜子梳头 。
 冯裤子哎哟，怎么那么半天呀?我还说怕你迷路去找 你呢。
 方言你幸亏没去，我跑遍了这附近，所有铺子都关 门了。
（冻得原地直跺脚，他瞟了眼厕所的李白玲）冻死 我了，李白玲呢? 冯裤子快坐下暖和暖和。
 方言（客气地）对不起啊，让你挨饿了。
 冯裤子应该是我对不起你，让你受冻白跑一趟。
 李白玲（从厕所出来有些不自在）你怎么也不多穿点 呀?快到我那屋暖和去。
 李白玲拉着哆哆嗦嗦的方言进里屋。
李白玲的卧室有一张大床，床头上 挂着一张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相片。
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李白玲手持红宝书， 站在天安门前傻笑的照片。
床头柜的上方挂着一把日本军刀。
 李白玲（拉着方言进屋）快，快点上床。
 方言看着墙上的日本军刀，他伸手摘下来爱不释手地欣赏着。
 方言这是你的? 李白玲是我爸爸当年在战场上缴获日本鬼子的。
你快 脱鞋上床吧。
 李白玲把刀拿过去挂回墙上。
 方言我身上可脏。
 李白玲哪儿那么多讲究呀。
 李白玲去脱方言的鞋。
 方言我自己来。
 方言脱下懒汉鞋勉强上床，李白玲给方言盖上被子，方言缩在被窝里打 了个冷战。
 李白玲（摸他的头）呀，你发高烧了。
 方言没事。
 李白玲我去给你找感冒药。
 方言（拉住她）不用了。
 李白玲抬眼看方言，方言正含情脉脉地看着她，李白玲掩饰着要抽身离 去。
 方言别走。
 方言的脸慢慢凑近她，李白玲似乎在期待着他，就在他俩要接吻时，冯 裤子出现在卧室门口。
 冯裤子 （若无其事地）方言感冒啦?厉害吗? 方言和李白玲迅速分开，恢复常态。
 李白玲烧得挺厉害的，我去给你找药啊。
 冯裤子要不然我陪方言上医院吧。
 方言不用了，我睡一觉就好了。
 冯裤子那你就安心睡吧。
 李白玲有些恋恋不合地看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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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裤子（拽李白玲）让列宁同志睡吧，别打搅列宁同志 了，列宁同志明天还要参加彼得堡党中央会
议。
 P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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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像老牌愤青一样讲话　　杜丽　　　　有家不回，在外面过夜，叫做“
刷夜”； 女孩子一律叫“婆子”；不正经的女孩则叫做“圈子”； 在大街等不同的场所追素不相识
的女孩子，和她们交朋友，叫做“拍婆子”；如果一个女孩有意让你追求她，那就是“找拍”；如果
一个女孩子主动追求你，那就是“倒拍”； 如果一个女孩很吸引人，大家会说这女孩真“飒”（行话
叫“飒蜜”）； 如一个女孩长得很丑，就说这女孩“巨悴”；爱耍小聪明、从不吃亏上当的人，叫做
“鸡贼”⋯⋯还有“碴架”、“碴舞”、“碴琴”、“碴冰” ⋯⋯　　这些，都是上个世纪70年代北
京大院孩子们挂在嘴边的流行语，通过那部叫做《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的电视剧，迅速流传，成为新
一代孩子们的行话。
现在，与电视剧同名的书开始上市，书中将这些大院黑话一网打尽，由作者叶京亲自撰写了“青春词
条”，嵌在字里行间，用词解这一形式，给那个特殊的年代做了一份档案。
难怪书的封面的广告语叫做：“一代人的青春档案，幸存者的大院往事。
”　　在我看来，本书固然是“档案”，但更是致敬，是那代人——那代青春幸存者们的互相致敬，
在该书的后记里，叶京本人揭秘了该剧和王朔的渊源：多年前，刚刚完成《贻笑大方》电视剧创作的
叶京，闲来无事，信手翻出王朔那部长篇压箱之作——《玩的就是心跳》，重温起来，他感觉自己依
旧像见到思慕已久的梦中情人那般怦然心动，欲罢不能，特别是出自王朔小说《橡皮人》里的那句“
从小就一块偷幼儿园的向日葵，从楼上往过路的身上吐痰玩⋯⋯”的平淡无奇的家常语，却实在容纳
了太多的内含和充满了阳光般的诗意，轻而易举的让人穿越时光倒流的隧道，回到了昔日那美好的童
年。
谁会想到，就是这样一句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玩笑话，竟成了支撑叶京创作的潜在动力和灵感的源
泉。
他和他的剧中人物始终同呼吸共命运，从此踏上了漫长而梦魇般的创作迷途。
前后几经周折，耗时三年多的时间，终于成稿，“一起谱写了人生中的那段悲欢离合的华彩乐章。
”　　正是这遥遥的相互致敬，给阅读本书带来了别样的感受。
在后记中，叶京还再次显示了他作为一个老牌愤怒青年的本色：“如果真有来世，我仍将一如既往、
义无反顾的选择那段刻骨铭心的青春，那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我会继续活在自己的“桃花源”中，
坦然真实的走下去。
”这掷地有声的铿锵话语，出自年届天命之年的叶京之口，今日的青年们当屏息谛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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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代人的青春档案，幸存者的大院往事！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确实给我看疯了，我连续看了三天，当真事看了，那简直就是一部长篇小
说。
当年我放过话：一不留神就写个《红楼梦》，最损了也是个《飘》。
现在我不必写长篇小说了，那个就是，叶京当长篇小说写了——谁的电视剧敢那么写啊，当电影拍了
。
完全用拍电影的方法拍，还升格倒叙，哪儿是电视剧的手法？
叶京完全知道什么有用，而且沉得住气，而电视剧别人拍得都不如他⋯⋯；真的谢谢叶京，一下让我
想起了我是谁⋯⋯；你看《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它的革命性就在这⋯⋯它写一阶级的挽歌，花还没开
呢就蔫了，像玉兰似的，没开春呢，就被风吹了。
——王朔　　王朔的作品都让拍完了，就剩下《玩的就是心跳》了。
现在好多人看不懂这个小说，其实这个小说特前卫。
我和王朔这帮人，是个小群体，不能代表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人。
我俩有共同的生活，他写的东西就是写他自己啊，他和我的生活轨迹共同，所以我特别了解他的东西
⋯⋯王朔为什么感谢我，我让他想起了他的小时候，他的出生，他的来龙去脉，他看清自己到底是谁
。
他是什么？
他什么都不是，他就是出生在海淀区公主坟北京复兴路29号院里的红孩子⋯⋯——叶京　　　　该书
讲述的是主人公方言及其伙伴高洋、高晋兄弟，以及许逊、卓越、汪若海、冯裤子等一批出生于上个
世纪五十年代末、生长在北京某军队大院的孩子们所共同经历的特殊年代的青春往事——公共厕所里
恶作剧，公共浴池里瞎折腾，什刹海冰场上追女孩，莫斯科餐厅里耍豪情，劳改农场被教育，碴架、
碴舞、当兵、下海，被骗，年少的轻狂，青春的残酷，唯一不变的是友情的深挚和爱情的纯真⋯⋯　
　本书改编自叶京导演的同名电视剧，灵感来自王朔小说《玩的就是心跳》，因其对北京大院孩子的
生动描摹，刚一播出就受到了一大批粉丝的追捧，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被誉为“电视剧版的《阳
光灿烂的日子》。
”　　作者叶京，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
但如果说道《甲方乙方》中那个把全村的鸡都吃光了的大款，想必你不会陌生。
那个在村头苦盼奔驰的大款，就是叶京。
叶京和著名作家王朔是“发儿小”，一块儿长大的朋友，从小和王朔在一个大院长大、比王朔大一届
。
　　书中有配有多幅精彩剧照、还有叶京自己的老照片，以及“青春词解”等——可以说，这是整整
一代人的青春档案，一代青春幸存者的回忆和追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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