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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钟 菡

本报讯（记者 姬政鹏）今年是谢

晋导演诞辰 100 周年。11 月 20 日，谢

晋青年电影盛典在浙江绍兴上虞举

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张宏，中

共绍兴市委书记温暖先后致辞。浙江

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来颖杰，浙江

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杨守卫，中国

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任仲伦、尹鸿、喇培

康、于冬，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

记、秘书长闫少非，中国文学艺术基金

会副秘书长牛彤，上海电影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王健儿，上海市文联副主

席李守白，上海电影集团副总裁、谢晋

电影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徐春萍以及来

自全国各地的电影艺术家、专家学者，

谢晋友人及家乡代表参加活动。

张宏表示，谢晋导演是中国电影

史上的一座丰碑、一面旗帜，举办这一

活动，正是向谢老一生辉煌成就和最

大贡献最高的致敬与缅怀，更是对谢

老为时代而歌、为人民创作的艺术精

神的最好传承与弘扬。“我们举办谢晋

青年电影盛典活动，就是要进一步弘

扬谢晋导演的艺术精神，追求梦想，努

力奋斗，勇攀高峰，创造出更多无愧于

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为中国

电影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温暖在致辞中说，绍兴是谢晋的

故乡，这片充满文化的土地，为中国电

影艺术的发展贡献了十分宝贵的力

量，为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留下了不

可磨灭的印记。“我们将深化拓展与各

方的交流合作，不断加大文化投入，持

续培育产出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

为时代明德的优秀电影作品，努力推

动新时代绍兴电影事业繁荣发展、再

攀新高，为建设文化强省、文化强国作

出更多绍兴贡献。”

整场青年盛典以“致敬谢晋”和

“致敬电影”为主线，节目紧紧围绕谢

晋导演其人及其电影作品的元素，多

维度呈现了谢晋导演的电影人生。活

动现场，《红色娘子军》主演祝希娟分

享了自己的从影经验。

1960 年，谢晋执导的《红色娘子

军》不仅吸引了 6亿人次观看，还包揽

了众多大奖，祝希娟也因此获得了首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主演

奖。回想当年的拍摄经历，祝希娟说：

“整整一个月，都在海南体验娘子军的

生活，我们这批上海姑娘，皮肤晒黑

了，但是心却变得更红了，在跟谢晋导

演 50年的交往中，我有幸和他合作了

4次，他不但教会了我怎么演戏，而且

教会我怎样做人，他是我一生中最怀

念和最感谢的人。”

在经典回眸《声临其晋》环节，《舞

台姐妹》的高放，《天云山传奇》的王馥

荔、施建岚、洪学敏，《牧马人》的朱时

茂、丛珊、方超，《芙蓉镇》的徐松子，

《女足九号》的伍宇娟、伊春德等一众

主演们从影像里走出并上台进行分

享，共同回顾谢晋导演的经典影片，大

家回忆起和谢导的相处往事，表达了

对谢晋的深切缅怀。

盛典上，还揭晓了“谢晋青年电影

扶持计划”的相关荣誉。为传承弘扬

谢晋导演精神，激励中国电影新人，助

推中国电影新作佳作与日俱增，中国

电影家协会、上海谢晋电影艺术基金

会、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设立以谢

晋命名的青年电影扶持基金，并于今

年8月正式启动了“谢晋青年电影扶持

计划”。“谢晋青年电影扶持计划”的扶

持对象是优秀青年导演和优秀作品，

宗旨是推选一批兼具时代性、人民性、

创新性和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将每

两年评选一次。在谢晋青年电影盛典

上，首届荣誉名单正式公布。

《贾思敏的兔子洞》《调解员》《世

媛》《虞美人》《秋日少年》《爱情刺客》

《长路慢慢行》获得“青年电影扶持计

划入选项目”荣誉。《生息之地》《狮子

回头》《高速爱情故事》获得“青年电影

扶持计划优秀项目”荣誉。白志强、孔

大山、杨程成获得首届“谢晋青年电影

新锐导演”荣誉。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 3月，上虞

区委区政府以谢晋之名，向中国科学

院紫金山天文台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提

出申请。紫金山天文台又向国际小行

星委员会提出申请。2022 年 7 月 25
日，国际小行星委员会将编号为

335968 号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谢晋

星”。活动现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

文台向上虞颁发“谢晋导演星”小行星

命名证书。

谢晋青年电影盛典由中国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指导，中国电影家协会、中

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绍兴市人民政府、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由中共绍兴市委宣传部、绍兴市上虞

区人民政府、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上海

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谢晋青年电影

扶持基金联合承办。

本报讯 2023 年 11 月 21 日，是著

名电影导演谢晋的百年诞辰日，自今

年 5月启动的纪念谢晋百年诞辰系列

活动将进入新一轮高潮，包括“致敬·
百年谢晋”纪念仪式、《百年谢晋》纪录

片、纪念谢晋线下影展等，文艺界名人

与广大影迷共同参与，铭记大师风采，

传承弘扬谢晋精神。

沪浙两地同日举行纪念活动

致敬谢晋导演光影人生

今年 5月，上影人走亲谢晋故里，

拉开了纪念谢晋导演百年诞辰系列活

动的序幕。11 月 20 日，上影集团、上

海市电影家协会、上海谢晋电影艺术

基金会，在上海市文联的指导下，于上

海福寿园主办“致敬·百年谢晋”纪念

仪式，通过回顾谢晋导演生平、“谢晋

计划”青年导演致敬等环节，向一生

“为人民而作、为时代而作”的谢晋导

演表达深切的缅怀。上影集团负责

人、上影艺术家代表、上海谢晋基金会

代表以及谢晋的亲友代表、曾与谢晋

合作的艺术家代表等参加活动。纪念

仪式由上影导演代表江海洋主持，上

影演员剧团演员赵静、张芝华、马冠

英、陈龙将献上诗朗诵，向谢晋导演送

去来自上影的声声思念。

同一天，在谢晋导演的故乡浙江

上虞，“追忆先锋 致敬经典”纪念谢晋

诞辰100周年系列活动开启，通过青年

盛典、专家座谈会等活动向大师致

敬。谢晋导演的成名成家之地上海与

诞生成长之地上虞，两地纪念活动遥

相呼应，绵延光影情缘。

纪录片《百年谢晋》精粹版上线

近百位文艺界名人深情忆谢晋

11月 13日，上影集团与上海谢晋

电影艺术基金会携手推出的纪录片

《百年谢晋》首发预告。纪录片从谢晋

的艺术人生出发，采访了近百位与谢

晋导演有交集的文艺界知名人士，串

联成一部珍贵的回忆录。11 月 14 日

起，纪录片精粹版分集上线网络，带着

广大观众一起追忆谢晋导演。

说起谢晋，每位受访者都有难忘

的故事。上影著名电影作曲家吕其明

感叹：“他为中国电影留下了不可磨灭

的印记。”谢晋弟子、上影导演石晓华

深情回忆道：“他为了这个艺术，连死

都不怕。”主演了电影《红色娘子军》的

著名演员祝希娟笑着说：“我这辈子最

大的幸福就是演吴琼花……”

谢晋导演在上影写就了光影生涯

的辉煌篇章，上影也背负着传承谢晋

精神的使命。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王健儿在纪录片中表示：“谢晋导

演曾经说过，创作者要有冲的精神，实

在冲不上去，倒在地上做个人梯，让年

轻人踩着前人的身体继续前进。我想

请谢晋导演放心，上影有一批正在追

随您脚步的年轻人，他们已成为上影

新时期的培养重点和对象。”

谢晋影展全国接力举行

“百年回顾展”诞辰日北京开幕

《鸡 毛 信》《牧 马 人》《女 篮 5
号》……谢晋导演的电影经历时光的

考验，至今与广大影迷的心紧密相

连。纪念谢晋导演百年诞辰的影展活

动，从2023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向大师

致敬”单元起步，在全国各地接连举

行，让影迷们通过重温谢晋导演的经

典之作，共同参与纪念谢晋百年诞辰

的重要时刻。

8 月 13 日，谢晋百年诞辰倒计时

100天之日，上海电影博物馆启动了谢

晋经典电影全国巡展，成功走过北京、

长春两站后，来到了上海站——11 月

11日至11月21日，由上海电影集团指

导，上海电影博物馆和上海市对外文

化交流协会联合主办的“赤子之心

——谢晋诞辰百年纪念影展”，在上海

电影博物馆和上海临港演艺中心分别

展映《女篮5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

妹》等七部谢晋导演的经典作品。

在 11 月 21 日谢晋百年诞辰日当

晚，中国电影资料馆、上影集团携手策划

的“谢晋导演诞辰百年回顾展”则在北京

开幕。回顾展将以沪语版《大李小李和

老李》作为开幕片，放映谢晋导演创作生

涯各阶段的十余部代表电影，并结合谢

晋电影主题珍贵物件展陈、谢晋相关专

家映后交流等形式纪念谢晋导演。

（上影集团供稿）

今年是谢晋导演诞辰100周年。

他一生拍摄 37 部电影，执导电影

涉及风格样式之多，在中国电影中绝

无仅有。

他曾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

口碑”，他的电影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观

众。

谢晋1923年出生于浙江上虞的一

个书香门第家庭。新中国成立后，谢

晋作为中国电影第三代导演的领军人

物，在各个重要历史时期，通过不同类

型和题材，奉献出一部又一部无愧于

时代的杰作。从《女篮五号》一战成名

开始，谢晋从未停止自己的艺术追求，

无论是《红色娘子军》《牧马人》，还是

《芙蓉镇》《清凉寺钟声》，每一部作品

无一例外影响了整代中国人；甚至古

稀之年，他仍有过人的勇气以磅礴气

势的《鸦片战争》首开中国电影大片之

先河。

剧作家陈荒煤曾总结，谢晋的作品

是在表现真实的人性和美好的心灵。

谢晋在《探索和追求——<牧马人>导演

总结》中写道，张贤亮的《灵与肉》小说

发表后，一个直接的社会效果是宣传

了爱国主义思想，电影要将这些思想

自然地、潜移默化地而不是“直露浅

粗”地让观众感受到。

“文学即人学，创造典型环境中的

典型性格，是文艺创作多年来所应遵

循的根本规律。文艺作品只有真正表

现了人的思想和感情，表现人性、人

情，它才会有强烈的感染力，才会有艺

术魅力，才会有生命力。”在拍摄《芙蓉

镇》时，他也思考“文艺的作用到底是

什么”“《芙蓉镇》影片拍成后，我希望

它既有教育作用、娱乐作用，又有美育

作用、警世作用。”

电影《牧马人》中，许灵均解除了

劳教后，留场当了放牧员，他有了一个

安身的破旧土屋，老牧民董宽大爷给

他挂了个挡风的门帘，董大娘送来了

热腾腾的面。“这些都是很平常的生活

小事，但它却体现了劳动人民朴实的

人性美。”许灵均手里握着冷馒头，眼

望着两碗冒着热气的面条，耳边响起

了：“吃饱饭不想家，吕蒙正当年还要

过饭呢，人要往远处看。”董大娘这几

句话听上去很平淡，也很平凡，但这种

平凡的小事中激荡着人道主义精神。

谢晋在这场戏后面，紧接了一个小马

吃奶的镜头，把许灵均的感情又往上

推了一步。

谢晋认为，把剧本中的思想化为

独特的形象，找出各种各样的细节，是

导演的基本功。“一个戏有没有艺术魅

力，就取决于独特的形象的多少。事

实证明，可见的艺术形象的教益，远比

说教式的大道理要深刻得多得多。”

谢晋曾说：“我每导演一部影片，

都是我一次生命的燃烧。”谢晋的作品

之所以能够受到不同年龄的观众喜

爱，就在于他的作品始终牢牢地根植

于中国的现实大地，遵循艺术规律，尊

重生活本身，以千锤百炼的工匠精神

进行创作。

电影《红色娘子军》文学剧本中原

来写过一场戏：娘子军撤退到深山以

后，红莲在这艰苦的时刻临产，生下一

女后，死去。这一段戏在排演时虽然大

家看了都颇为感动，但谢晋认为，它给

人总的感觉是压抑的，最终征得作者的

同意，在影片中作了修改。“革命斗争的

道路十分艰苦，一定要在作品中反映

这种艰苦性，但同时必须突出革命者

的乐观主义精神。”谢晋曾在《<红色娘

子军>导演创作札记》中曾详细剖析过

革命艰苦性戏的处理难以令人满意的

原因，反对把戏的情调搞得十分低沉、

压抑，或处理得简单化、概念化，不真

实、不可信。“有不少时候，把‘英雄人

物牺牲’、人物之间‘生离死别’的情境

处理得悲悲切切、悲而不壮，使观众心

情始终处于压抑状态，这样的处理，会

形成玩弄感情，忘记了创作的目的。”

创作《芙蓉镇》时，谢晋曾激励摄

制组要有创新意识，“经验不要变成包

袱。我很欣赏毕加索的一句名言：‘我

讨厌抄袭自己’……巴尔扎克讲过：

‘创新，不管在哪方面，那就是受尽煎

熬。’这句话，我自接受筹拍《芙蓉镇》

起，就一直用来勉励自己。要真正做

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谢晋是一个注重细节的导演。上

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主席丁申阳曾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

美术师，先后为《生死抉择》《邓小平·
1928》《走出西柏坡》《女儿谷》《绝处逢

生》《阙里人家》等影片设计片名。他

至今记得谢晋说过，“片名像衣服上的

纽扣，缺一不可，若能表现好，会非常

出彩。”

晚年，谢晋仍然想继续投入长片

创作。2008年，85岁高龄的谢晋应邀

参加 SMG“《2008 分之一》公益短片行

动，执导拍摄了 3分钟短片《中国站立

成树》。短片为汶川地震灾区祈福，讲

述了一粒种子飘落在地，经历重重考

验而顽强发芽、长大，成长为参天大树

的故事，这也是他人生最后一部作品。

不管题材如何改变、风格怎样演

化，谢晋的作品总能紧扣时代命脉，触

动百姓心弦，留下了一个以自己名字

命名的电影时代。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谢晋执导的《女篮 5号》《红色娘子

军》《舞台姐妹》等影片都贯穿了新旧

社会对比的主题，让当时的观众忆旧

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上世纪八

十年代，谢晋执导的《天云山传奇》《牧

马人》《芙蓉镇》等影片，则注重于在历

史、文化、人性和民族的心理上多层

次、多角度地进行刻画和思考。

上世纪 80 年代，电影界曾有人批

评所谓“谢晋模式”，陈荒煤为他鸣不

平，“即使谢晋导演的影片有一种‘模

式’，而这种‘模式’还确有广大观众喜

爱、接受，那么，现在许多人大声疾呼

要研究美国娱乐片的同时，为什么独

独要打倒谢晋的所谓‘模式’？”

时间证明，谢晋的作品像礁石一

样屹立不倒，至今仍为年轻观众所喜

爱。豆瓣上，《高山下的花环》《芙蓉

镇》《牧马人》等影片都有9分以上的高

分。贴近生活、讲好普通人的故事，就

会受到观众的喜爱。

谢晋与妻子徐大雯育有一女三

子，大女儿庆庆生于他们婚后的第二

年——1949 年，隔年又生下大儿子衍

庆。阿三、阿四生于 1953 年和 1956
年。但遗憾的是，谢晋的三个儿子中，

有两个都患有智力障碍。1991 年，阿

三因病去世，谢晋一度痛苦万分，关在

房中不见人。之后，谢衍又不幸身患

癌症，2008年8月23日去世，一个多月

后，谢晋也走了。谢晋最疼爱的是小

儿子阿四，阿三去世后，他把双倍的情

感倾注给阿四。

谢晋去世后，安卧在上海福寿园

艺博苑，在福寿园人文纪念馆中，有一

件小闹钟。据福寿园人文纪念馆工作

人员介绍，这件小闹钟据说是阿四送

给谢晋的，“谢导外出拍戏时，都会把

它带在身边。”

（文章转载自“检票员甲”公众号；

图片提供：上海影协原秘书长葛燕萍）

今年是谢晋导演诞辰 100 周年。

他用一生践行自己的至理名言：金杯

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真难忘啊，

18 年前谢晋导演来江阴的点点滴

滴……

那么，谢晋导演怎么会来到江阴

的呢？这个故事听时任上海电影家协

会葛燕萍秘书长说起过的：当时上海

影协与长泾镇开策划会时，我时任长

泾镇党委书记，提出是否能请到谢晋

导演？葛秘书长登门恭请谢晋导演时

一开口，谢导立马就答应了！谢导说，

四十年代，我和上官云珠是“华光戏

校”的同学，还指导过她演话剧呢，这

个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六十年代，我

拍《舞台姐妹》影片中人老珠黄的越剧

女演员商水花一角，是我请上官来演

的，这个配角的戏挺难演的，仅两三

场，但上官云珠把人物刻画之精彩，好

演员啊！小葛你告诉长泾领导，我一

定会去！

2005 年 5 月 20 日，由上海电影家

协会和长泾镇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

电影百年华诞暨上官云珠铜像揭幕仪

式在上官云珠家乡长泾隆重举行。上

影集团 100多位电影艺术家莅临长泾

出席活动。我作为长泾镇党委书记，

有幸零距离接待了德艺双馨、慕名已

久的谢晋大师。当时谢导已 82 岁高

龄，但他步履矫健，走路生风，精神?
烁，声音宏亮，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大

牌导演的架子。现场人山人海，长泾

老百姓听说谢晋、秦怡等著名老艺术

家们前来，纷纷涌来一睹大师风采。

谢导和秦怡老师等艺术家们在现场和

热心的群众热情打招呼，并在上官云

珠铜像前和时任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

等留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合影！揭幕

仪式结束后，在镇政府休息室，我赶紧

请谢导为我签名留念，谢导边签边对

我说：一个乡镇能为一位艺术家塑铜

像，是真正出于对上官云珠的爱戴、敬

重和肯定！是非常了不起的！此举让

所有电影人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并

为其他艺术家诞生地起到了一个示范

效应。谢导亲切地话语当时令我非常

感动！18 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仍然

十分温暖。

5 月 21 日上午，谢晋导演等艺术

家一行前往徐霞客故居参观并进行采

风活动。当谢导一行来到徐霞客出生

的故居正厅，导游拿着喇叭正在讲解，

刚讲了两三分钟，谢导打了声招呼，就

“抢”过喇叭，对导游说：我来讲，我对

徐霞客比你熟悉。徐霞客是一位非常

伟大的地质学家、旅行家、文学家。谢

导越讲越激动，干脆就坐到大厅里的

八仙桌上，为我们做起了激情讲解，谢

导这位“临时导游”让我们亲身感受到

了谢晋导演一团火的风采！谢导说，

他从小就崇拜徐霞客，学习徐霞客，从

事导演工作后，也曾暗暗立誓要在有

生之年亲手拍一部真正的徐霞客传记

电影。三十多年前，国家文物局局长

曾写过一个剧本，因为种种原因没拍

成。现在想拍岁数大了，没有精力，成

了终生遗憾。这也是江阴最大的遗憾

啊！

（图片提供：上海影协原秘书长葛

燕萍）

纪念谢晋导演诞辰100周年

谢晋青年电影盛典浙江绍兴上虞举行

沪浙京三地接力

纪念谢晋百年诞辰活动再起高潮

谢晋诞辰百年，重温他的经典银幕作品

中国电影的旗帜，观众心中的丰碑
——深切怀念18年前来江阴的谢晋大师

■文/王利峰

电影人分享与谢晋导演的合作往事
谢晋导演办公室，右起：朱天纬、谢晋、葛燕萍

谢晋导演激情讲解，右一为王利峰（沈建一 摄）

上海电影人在福寿园谢晋铜像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