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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28日，由国家国防教育

办公室、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美术家

协会、中国电影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国防万映·百影

百千画”大型国防教育公益主题展演

活动在陕西美术博物馆拉开帷幕。此

次展出的 100 幅中国画和 500 幅少儿

创意画，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电影

基金会组织军地有关专家学者，从各

省（区、市）报送的 3000 余幅成人中国

画和 5000余幅少儿创意画精选的优秀

作品。这些作品，紧紧围绕“赞颂辉煌

成就、军民同心筑梦”这个主题，用不

同的绘画技法、表现风格，精彩再现了

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

幅幅历史画面。主题展持续至 9 月 3
日结束。

活动现场的 500 幅少儿创意画人

气颇高。“狼牙山五壮士”、“洪湖赤卫

队”、“小兵张嘎”、“长征”等主题少儿画

作，吸引了不少“大手拉小手”的观众。

“这幅画讲的是小兵张嘎与敌人斗争并

成长的故事，他聪明机智、不畏艰险”、

“这幅画讲的是英雄杨子荣剿匪成功的

故事，他智勇双全”……现场的不少小观

众十分兴奋地讲述着自己知道的革命英

雄故事，言语中满是对英雄的崇拜。

看到此情此景，中国电影基金会理

事长张丕民十分感概，“我小时候看到

电影《英雄儿女》，当王成喊出那句‘向

我开炮’时，热血沸腾。我从此立志要

当兵，圆自己的英雄梦。后来，我当了

一名铁道兵。英雄情结一直伴随我的

一生。现在的青少年接触这些国防教

育主题的影片比较少，以这次活动为契

机，相信他们会更多地看英雄、学英雄、

做英雄。”

青少年处在个体人格形成的关键

时期，这时让孩子们接触共和国的英雄

楷模故事，种下英雄的种子，对他们一

生意义深远。本次活动的价值在于，不

是让学生们走马观花地看电影，而是让

他们参与进来，进行深入理解、绘画创

作，加深对英雄事迹的认识，德育、美育

融为一体。今年六年级的赵晨曦同学，

创作了一幅《长征》，她不仅反复观看了

影片，更在网上搜集和学习了大量有关

长征主题影片的资料，最后一笔一画地

画出了自己对长征的认识。赵晨曦说，

“在创作过程中，我深刻体会了将士们

奋斗的艰辛，新中国是用他们的鲜血和

生命换来的。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我们一定要珍惜，要好好学习，让他

们安息！”听到孩子一番话，赵晨曦的父

亲非常激动，“现在不少孩子的偶像是

明星、‘小鲜肉’，可以说有一部分原因

是他们很少接触和了解到共和国英雄

的事迹。孩子能够以英雄为偶像，我非

常高兴。”

英雄是引领国家精神和民族精神

的灯塔。此前一段时间，网络上各种调

侃、戏谑、丑化英烈的事件多次出现，极

大地伤害了人民的感情，也凸显了相关

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今年 3 月

份以来，在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国家

电影局指导下，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

电影基金会共同主办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国防万映·百影百千画”大型国

防教育公益主题展演活动，组织广大艺

术家走进军营，为基层部队官兵创作精

美艺术作品；开展送电影进校园、进社

区活动，放映近千场爱国主义题材电

影，引导少年儿童以“我爱我的祖国”为

主题进行绘画创作，重温历史，讴歌英

雄，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 （田心）

一代代薪火相传

他们是经典影片幕后的掌舵手

《封面——我的电影故事》采访

到了一些当代中国最有影响、最有声

望的导演，优秀的电影离不开这些杰

出的掌舵手。吴贻弓、谢飞、赵焕章、

丁荫楠、滕文骥、郑洞天、王好为、于

本正等导演艺术家讲述电影人生中

的“小故事”。

1981年，一部农村题材喜剧电影

《喜盈门》红遍全国，电影的导演就是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赵焕章。在

1980 年代初，他拍出了脍炙人口的

“农村三部曲”：《喜盈门》、《咱们的牛

百岁》、《咱们的退伍兵》。89 岁的赵

焕章在接受采访时，不断地说编剧如

何修改打磨剧本、演员如何体验生

活，却很少提自己的功劳，显得异常

可爱又让人肃然起敬。

同是第四代导演的滕文骥聊的

是拍音乐片的体会，郑洞天讲了一段

他和丁荫楠在上学时到《烈火中永

生》剧组看于蓝演戏并客串演员的经

历，王好为谈的是她自己眼中最难拍

的电影《哦，香雪》，张华勋则说的是

跟着崔嵬拍《小兵张嘎》选小演员的

故事……

与祖国同呼吸共成长

他们是生于1949年的共和

国同龄人

《封面——我的电影故事》受访

嘉宾中，年龄最小的是几位1949年出

生的电影人。作为真正的“共和国同

龄人”，这些艺术家身上满载着与祖

国同呼吸共成长的时代印记。值得

尊敬的是，他们仍然活跃在今天的影

坛，仍然在创作崭新的作品。

导演王冀邢 1949 年生于山西。

他用现实主义艺术方法创作的电影

《焦裕禄》，曾经于1990年在全国引起

轰动。他执导的革命历史题材佳作

《红星照耀中国》，刚刚于 2019年 8月

上映。

演 员 王 庆 祥 1949 年 生 于 北

京。电影《生死抉择》成就了他电

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奖和百花奖

最佳男演员奖之路。《一代宗师》、

《天下粮仓》、《北平无战事》等影视

剧展现了他极深厚的表演功力。

在采访当天王庆祥穿着休闲短裤，

根本不像 70 岁的人，谈起演正气人

物，他坦言曾通过银幕向老一辈演

员“偷艺”。

演员王馥荔 1949 年生于江苏。

这位被誉为“天下第一嫂”的演员，其

实演过多个复杂角色，在《封面——

我的电影故事》，王馥荔就侧重聊了

聊电影《日出》中突破很大的翠喜一

角的表演。

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道》制片

人孟娟介绍，策划推出《封面——我

的电影故事》是致敬新中国成立70年

以来，曾在银幕上给观众留下生动记

忆和鲜活形象的电影艺术家，“他们

已经不再年轻，但他们是中国电影永

远值得珍视的‘宝贝’，是我们心中永

远的封面人物。”

据悉，《封面——我的电影故事》

拍摄采访的对象有两个基本条件，一

是年龄要70岁以上，二是有突出的艺

术成就，70 人名单中多数是导演、演

员，但也有编剧、美术、摄影等其他工

种杰出的电影工作者。 （影子）

8月27日，沪剧电影《雷雨》在江浙

沪 200 多家影院全面上映。影片根据

戏剧大师曹禺代表作改编而成，由上海

沪剧院、上海新文化影业联手打造，由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沪剧代表

性传承人茅善玉、陈瑜领衔主演，朱俭、

王明达、洪豆豆、钱思剑、凌月刚、金世

杰参演。影片随处可见的经典魅力，独

特软糯的沪剧唱腔，精心搭建的演员班

底，别具一格的镜头设计，时尚快速的

剪辑节奏，吸引了大批老中青观众走进

影院。

8月29日，沪剧电影《雷雨》在北京

举办首场观摩会，再度收获了专家学者

的一致好评。该片导演梁汉森，曾执导

中国第一部 3D 立体动画电影《齐天大

圣前传》，以及动画片《悟空大战二郎

神》、《猴王出世》等，三部戏曲电视剧

《谢瑶环》、《瘦马御史》、《南诏奉圣乐》

都获得过飞天奖。近 4 年转战戏曲电

影领域成绩不菲，先后担任了评剧电影

《赵锦棠》出品人和制片人、沪剧电影

《雷雨》导演以及 30多部戏曲微电影导

演。他透露，接下来还有《猪八戒招亲》

等至少6部戏曲电影拍摄计划。

《中国电影报》：曹禺代表作《雷雨》

多次改编成话剧、影视剧，这次是什么

机缘，使得您执导了这部沪剧电影《雷

雨》？

梁汉森：接到执导沪剧电影《雷雨》

的邀请，勾起了我的上海情结。我曾外

祖父孙佐臣，当年号称胡琴圣手，早年

在北京曾与京剧鼻祖程长庚、谭鑫培入

宫演奏，后来在上海长期与京剧大师谭

鑫培、汪桂芬、陈德霖、余叔岩、孟小冬

等合作。我祖父梁俊圃在上海多年，是

30年代红极一时的花脸演员。我父亲

梁次珊在上海曾与麒派大师周信芳多

年合作，后来和俞振飞、张君秋、马连良

拍摄了戏曲电影《打渔杀家》、《玉堂春》

等。至于我个人，早年专攻京剧老生，

今年 6 月还在上海举办了个人京剧演

唱会，演唱了我特别喜爱的周信芳代表

作《徐策跑城》、《斩经堂》和余派唱段

等。

上海沪剧院是国内顶尖的戏曲院

团，《雷雨》中饰演繁漪的茅善玉是国内

顶尖的戏曲演员，再加上《雷雨》顶尖的

戏剧魅力，这些都使得沪剧电影《雷雨》

具备了出精品的基础。我希望合作拍

摄沪剧电影《雷雨》不负众望，打造戏曲

电影的经典之作。

《中国电影报》：您之前执导影视

剧、动画电影，在业界有很好的口碑，近

年为何把重心放在戏曲电影、戏曲微电

影的拍摄和推广上？

梁汉森：之前我出品、执导的三部

戏曲电视剧都获得了飞天奖，我希望再

为中国的戏曲电影建设做出点贡献。

我现在是专门推广戏曲电影的北京乡

音乡愁电影院线董事长，是国家艺术基

金扶持的中国戏曲微电影网总编辑，多

重身份集于一身，我就是认定了一件事

情，致力于将中国戏曲电影制作、发行、

推广形成全方位产业链，让戏曲电影重

回百姓生活。

近 4年来，我们在北京国际电影节

举办了连续三届的戏曲电影论坛，将戏

曲电影推向国际视野平台；北京乡音乡

愁电影院线致力于放映戏曲电影，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社区和学校加盟；连续三

届的戏曲微电影颁奖盛典，促进了国内

300 多部戏曲微电影的创新制作和传

播；中国戏曲微电影网栏目众多，日渐

成为戏曲微电影的重要推广平台；我在

上海举办的个人京剧演唱会，网上收听

达到 13 万人之多……同样，我希望凭

借这些新的传播手段和方式，助力沪剧

电影《雷雨》的传播再上一层楼。

《中国电影报》：您此次执导沪剧电

影《雷雨》，跟之前的沪剧舞台戏《雷雨》

相比，导演手法、理念有哪些不一样？

梁汉森：将家喻户晓的《雷雨》故

事，以沪剧电影的方式再度演绎，我和

主演茅善玉以及主创团队都经历了很

多挑战。

戏曲电影的难点在于，如何把戏曲

和电影完美结合在一起，做到虚实融

合，所谓“虚”就是戏曲审美的虚拟化、

程式化，所谓“实”就是电影真实性、生

活化、蒙太奇的美学原则，做到既要尊

重戏曲，又要考虑今天不同观众群，特

别是年轻观众的审美情趣，拍摄出时代

感、时尚感。我们确定了以实景拍摄作

为沪剧电影《雷雨》的美学实现，一方面

依托于舞台剧的唱念做表，一方面突出

电影写实风格。眼下，很多投资方耗资

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拍摄一部戏曲电影，

如果仅仅为了资料存档，那显然太奢侈

了。我的目的是，让沪剧电影《雷雨》像

故事片一样好看，呈现出戏曲与电影融

合的特质，让所有观众包括年轻人发自

内心地喜欢这种类型片。

在撰写电影分镜头剧本和拍摄中，

我充分考虑了戏曲和电影的美学融合

处理手法，将五幕戏改成了 100多个场

景，前期录音时就确定削减 7个主要角

色的 7段唱腔，让整部电影着力塑造繁

漪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以繁漪的视

角设置镜头，来揭示周家两代人的爱恨

纠葛。为了让年轻观众感受到时空交

错的电影语言，突出视觉冲击力、叙事

感染力，我多次调整分镜，使全片剪辑

之后达到了 1000 多个镜头，大大加快

了故事的叙述节奏。更大的改变是原

来舞台剧中很多幕后戏，我都搬到观众

面前来了。比如，原来舞台戏中繁漪喝

下药后，痛苦地跑下台去只需三四秒

钟。拍摄电影时，我设计了繁漪跑出客

厅、周朴园父子冲到第二客厅、繁漪跑

过二楼台阶、穿过走道、把门重重关上

掩面而泣等镜头。这些处理，虽然给拍

摄带来了很大工作量，但却在戏曲电影

如何结合“戏曲性+故事片性”方面，探

索了全新的、适应时代欣赏要求的创意

表达模式。

去年，我在观看金鸡百花奖送审的

26部戏曲电影时，就有很多感慨。眼下

各地拍摄戏曲电影热情高涨，这是一件

传承传统文化的好事。应该说，戏曲电

影不缺好演员，缺的是真正懂行的导

演。懂得如何将戏曲艺术和电影手段

虚实完美结合，这是一部戏曲电影成功

与否的关键。

新时期拍摄戏曲电影，如何协调戏

曲艺术规律与电影表现方法的虚实融

合，艺术创作与市场需求的统筹兼顾，

虚与实关系的顶层设计，宏观格局与微

观细节的战略思考，主角与配角的个性

化镜头处理，唱腔和音乐如何适配电影

的节奏需要，以上诸多方面，我希望因

沪剧电影《雷雨》的守正创新，提供业界

理论和实践的探讨，推动更多的戏曲电

影再塑辉煌。 （文 瑾）

本报讯 8 月 29 日上午，西影电

影艺术体验中心、胶片电影工业馆

在西影电影圈子正式开馆，中国电

影基金会理事长、原国家广电总局

副局长张丕民，陕西省委宣传部常

务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王吉德，省

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陈梦榆，省广

播电视局副局长单子孝，铜川市常

务副市长严维佳，西安市委宣传部

副巡视员陈永利，西安曲江新区管

委会主任姚立军，西安市雁塔区政

府党组成员、市小寨地区综合改造

管委会专职副主任李占良以及西影

集团董事长王勇、总经理赵文涛、纪

委书记黄献松等出席了开馆仪式。

据介绍，西影电影艺术体验中

心是一座集收藏、展览、教育、娱乐

等为一体，全面展现电影历史与电

影艺术、西影电影艺术成就的综合

性、互动性电影艺术博物馆，填补

了 陕 西 专 业 电 影 博 物 馆 的 空 白 。

体验中心展厅面积达一万平方米，

由主题序厅、电影老爷车博物馆、

电 影 胶 片 收 藏 库 、大 话 西 游 奇 妙

屋、电影制作技术科普体验区、电

影服化道展示体验区、世界电影放

映 机 收 藏 博 物 馆 、光 影 互 动 体 验

区、西影厂史馆等功能区组成。展

厅 内 ，纵 贯 世 界 电 影 发 展 历 程 的

300 多台电影放映设备，众多经典

电影生产过程中的创作手稿和艺

术档案，以及大量展现光影艺术原

理和科技魅力的互动体验设备，将

为参观者开启一场奇妙的光影之

旅。而胶片电影工业馆，至今还保

留着完整的电影胶片洗印生产线，

系统展示了传统胶片时代电影从底

片到发行拷贝，以及胶转磁、数字化

修复等全部工艺流程。

王吉德表示，西影电影圈子打

开围墙，电影艺术体验中心和胶片

电影工业馆正式开馆显示了具有 60
多年的西影厂焕发了新的生机。希

望西影集团借开馆之际，把电影圈

子运营好、管理好，让广大观众通过

参观西影电影圈子，体验电影艺术

体验中心和胶片电影工业馆，更加

了解电影、热爱电影、支持电影，更

多走进电影院看电影，也希望西影

集团能够在自己努力拍好影片的同

时，利用好电影圈子，进一步创造合

作发展的平台，进一步提供优质的

服务，吸引更多电影企业、电影人走

进西影电影圈子，共同推动陕西电

影的繁荣发展。

赵文涛表示，三年多来，西影团

队广泛征集关于电影的藏品，就是

要做一个充满乐趣的电影艺术体验

馆，让更多人了解电影，让更多孩子

爱上电影。西影电影艺术体验中

心、胶片电影工业馆的建成开馆，也

标志着西影电影圈子打开围墙对外

开放。下一步将吸引更多影视企业

入驻园区，促进影视产业集聚、影视

文化交流、影视教育发展，共同推动

陕西影视产业发展。

另据透露，由西影出品的真人

版儿童喜剧电影《大话西游之成长

的烦恼》宣布定档国庆上映，以及院

线电影《再见汪先森》、《扶眉战役》，

电视剧《战争零距离》等也将在今年

下半年陆续上映播出。随着电影圈

子产业布局的完善和影视产业上下

游公司的加速入驻，电影圈子必将

为这座城市、市民游客以及广大影

视人，提供一个充满电影文艺气息

的公共文化空间、影视创作家园。

（西影集团供稿）

（上接第1版）

“国防万映·百影百千画”主题展西安举行

沪剧电影《雷雨》导演梁汉森：

让戏曲电影像故事片一样好看

填补陕西专业电影博物馆空白

西影电影艺术体验中心开放

《雷雨》导演梁汉森、主演茅善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