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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 平

五部儿童电影的幕后故事 “银幕意蕴”
首次落地中国

2023年11月，恰逢中国儿童电影诞辰101周

年的纪念日。

且不说从 1922 年春天开始，上海大木桥一

个简单的摄影棚里拍摄的那部到当年 11月正式

上映的《顽童》；也不说后来从1981年 6月1日成

立的、有过八位厂长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曾

经创作生产了那么多的优秀电影；更不谈从1922
年到 1949 年，从 1949 年到 1978 年，从 1978 年到

2003 年，中国电影改革之前儿童电影的发展历

程。我们只有一句话可讲，那就是：筚路蓝缕、历

尽坎坷，但中国儿童电影人一直是不畏，痴心

不改。

要说的儿童很多很多。我想就说五部，因为

这五部电影，恰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他是这

样说的：“心有榜样，就是要学习英雄人物、先进

人物、美好事物，在学习中养成好的思想品德追

求。我国历史上有很多少年英雄的故事，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

也涌现了大批少年英雄，他们中不少人的名字同

学们可能都听说过。过去电影《红孩子》《小兵张

嘎》《鸡毛信》《英雄小八路》《草原英雄小姐妹》

等，说的就是一些少年英雄的故事。”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五部影片台前幕后的

故事。

应该说，五部电影都各具风采，各有特色，都

是经典，甚至是经典中的经典。比如说崔嵬导

演、欧阳红樱导演以及当年还是场记的黄健中、

张华勋等前辈们拍摄的《小兵张嘎》，真的是太难

复制了，真的是很难逾越的艺术顶峰——儿童电

影创作的顶峰。我出席过不少国内外儿童电影

的活动，在国际交流中惊讶地发现，《小兵张嘎》

竟是被作为示范影片拿出来讨论和学习的，甚至

国外一些电影学院都拿《小兵张嘎》中的长镜头

来给学生上课。所以，经典是值得我们仰视的。

又比如《红孩子》，这是一部表现 1934 年苏

区红军长征之后儿童团员坚持与敌人斗争的故

事。以往我们曾经忽略过这部电影是怎么创作

出来的。我们只知道这部电影的导演是苏里先

生，但是很少有人关注《红孩子》编剧是谁。今年

6月，作家乔羽老师离开我们，在一些回忆他生平

的文章中，居然很少提及他曾是一位电影编剧，

特别是他有《红孩子》这样的经典作品，恰如许多

人不知道《小兵张嘎》的作者是“嘎子”的原型徐

光耀老同志。我觉得他们都是不能忘却的。当

年，《红孩子》的剧本被长影相中，确定由严恭来

担任导演，而严导却谦辞，说他已经有《三毛流浪

记》《祖国的花朵》这些儿童题材的作品了，同时，

自己是南京人，又长在上海，对《红孩子》中描述

的那段江西岁月不是特别熟悉。于是，他推荐了

在《祖国的花朵》中合作过的副导演苏里。此时，

苏里已导演过《平原游击队》《哥哥和妹妹》等影

片，严恭说苏里有相当的能力能独立完成影片的

导演工作，特别说苏里曾经是新四军战士，熟悉

革命战争和红色故事。看吧，老一辈的艺术家之

间就是这样互相关心，互相关爱的。

我迄今还记得 1997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

童牛奖，苏里导演应邀参加，作为颁奖嘉宾，他提

出能否请严恭老师一起上台，但因为严恭老师当

时腿脚不是特别利落，没能来了。苏里导演自费

买了火车票，要去南京看望恩师严恭（其实他俩

年龄也相差不大）。我听说了之后，立刻请上海

永乐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谢鲍鑫派车送苏

里导演，我陪着去的。到了南京一见面，苏里导

演第一句话就是：“‘黑脸小皮匠’看您来了。”为

啥自称“黑脸小皮匠”？一问才知道，苏里导演的

父亲是个皮匠，他从小脸上有一大块黑色胎记，

解放前当涂那一带拐卖孩子的多，因为他脸上有

个黑疤，谁也不要他，所以他就没被拐卖掉。苏

里自己打趣地说是这“黑脸”救了他。后来，他

参加了新四军，因为有在革命部队里的这段经

历，他便特别成功地导演了《红孩子》。但我记得

有一次，我主持电影活动介绍苏里导演时，说到

他曾导演过《红孩子》和《祖国的花朵》，没想到苏

里导演当时就站起来说：“啊，不不不，江平同志，

允许我纠正一下，《祖国的花朵》我只是副导演，

我不是导演，也不是联合导演，也不是执行导演，

我是副导演——副导演呐！”这就是那一代的电

影人。这部影片有一个最大的亮点是拍摄时，毛

泽东主席到摄影棚去看望大家。那天，剧组正在

争分夺秒工作，摄影棚大门忽然开了，大家一抬

头，发现是毛主席来了！大家激动极了，苏里导

演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毛主席与他握手，并

挨个跟小演员唠家常。毛主席问扮演“细妹子”

的宁和：“你叫什么名字啊？”宁和答：“我叫宁

和。”毛主席又问：“什么宁？什么和？”宁和答：

“宁静的宁，和平的和。”毛主席笑了：“哦，宁

和……我们搞这个建设呀，是要有宁静和平的环

境啊！你晓不晓得白杨、张瑞芳、秦怡这些大明

星啊？你长大之后要干什么啊？”宁和答：“我要

当科学家。”毛主席说：“当人民的演员也很好

啊！”接着，毛主席又看了看摄影棚里的布景问：

“这些个戏为什么不到苏区去拍呀？”

苏里答：“现在是冬天，江西的树叶都掉了，

没有新鲜的这种感觉了。”毛主席点点头：“所以

你们就做了假的。”一句话把大伙儿都逗乐了。

毛主席接着说：“拍电影是可以‘弄虚作假’的，干

工作就不可以了。”大家都会意地笑了。

前面提到的《小兵张嘎》，也有一些鲜为人知

的往事。筹拍时，崔导演坚定地要求演员要下

生活，要求整个摄制组要下生活，并想办法把一

些因为特殊原因被冷落了的或是当时处境比较

艰难的演员请来在片中出演角色。这就有了在

北大荒劳动的张莹老师和管宗祥老师扮演的罗

金宝、伪军小队长等银幕形象。说起这部片子

的“下生活”，著名剪辑师傅正义老师曾回忆，当

时他们跟聂晶摄影师一块儿下去看景的时候，

聂晶带着大家爬上爬下，然后说哪个长镜头可

以如何如何运用机器调度，一气呵成，回头还征

求一下傅正义的意见。傅正义说：“你怎么拍，

我就怎么剪，你说这一镜到底，只要你拍得稳，

我一定尊重你，一定按照你的拍法来剪。”这就

是《小兵张嘎》里面留下很多长镜头的创作佳

话，可见下生活有多重要！

再说《鸡毛信》。我们大家看到的基本上不

是上世纪50年代上映的版本，尤其是我们这些

1960和1970年代的人，都是在复映时看的。很

遗憾，特殊年代，放电影时片头上是没有字幕

的。《鸡毛信》被剪掉片头，一个重要原因是石挥

导演在 1957 年之后，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他

想不通，投海自杀了。为此，他的名字就要消

失，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海报，都有明显的涂改

痕迹，上面用纸条贴着“导演张骏祥”的字样。

张骏祥老局长曾说：“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石挥

不应该被遗忘，因为他是《鸡毛信》的编剧之

一。我是根据原来的故事和一个抗战的小说改

编的，编剧虽然写的是我，我认为我只是之一，

而导演绝不是我一个人。石挥应该是第一导

演，副导演是谢晋。还有像电影《林冲》也有类

似的情况。”1978年拨乱反正之后，老局长一再

提出，从此以后说《鸡毛信》，不要提我张骏祥，

一定要提石挥。

电影《英雄小八路》也有体验生活的故事。

这部戏的主演洪兆森老师也 80 岁了。他告诉

我，这部影片最大的亮点是留下了一首歌，就是

今天的中国少先队的队歌——《我们是共产主

义接班人》。当时，“金门炮战”不久，去采访的

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陈耘同志。陈老师把几个少

先队员的故事写成了一个话剧，后来又把它改

成电影。电影的编剧是周郁辉，周老师又找来

了作曲家寄明，他们一起去下生活。寄明老师

是一位老革命，她来到厦门前线，在那里，在一

个叫做何厝的地方，找到了一群当时被解放军

称作“英雄小八路”的孩子们聊天。他们就是剧

本中主要人物的原型。寄明老师就问他们：“炮

火那么厉害，你们往前面去送水，还用手拉手帮

解放军接电话线，不怕被炸飞？”有一个少先队

员很自豪地说：“我们不怕牺牲，因为我们是共

产主义接班人呀！”寄明听了这话很激动，把这

句话记了下来，回来就跟周郁辉说：“那个孩子

回答的时候我一点儿不觉得他是在说豪言壮语

啊，他是发自内心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呀’，说得特别平实，咱们歌名儿就叫这个吧。”

于是，周郁辉一气呵成把歌词给写出来了。寄

明老师又把福建渔歌和厦门儿歌中的特色揉进

去，这就成了今天这首脍炙人口的《我们是共产

主义接班人》。

最后要说《草原英雄小姐妹》，这是一部动

画片，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摄制，也是习近平

总书记提到的五部儿童电影中唯一的一部美术

片（动画片）。这部影片是根据 1964 年发生在

内蒙古草原的两个少先队员保护集体财产的英

勇事迹改编的。当时，上海美影厂已拍过很多

动画片，但是大部分是以传统故事、神话故事或

者是其他的民间小故事改编而成，表现现实生

活中的真人真事的影片不多。这部片子的导演

是钱运达、唐澄，编剧是何玉门、胡同伦，作曲是

吴应炬。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另外两个不可忽略

的幕后人物，那就是造型设计戴铁郎老师（《黑

猫警长》的编剧、导演）和动画设计常光希老师

（《宝莲灯》的导演）。当时，这二位很年轻，初生

牛犊不怕虎。下生活时，戴铁郎和牧民们在一

起生活，看到他们衣服上午怎么穿，中午怎么

穿，下午怎么穿，从蒙古袍、蒙古靴、蒙古帽的不

同时间、空间的搭配上得到了灵感去设计服装。

影片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之作，戴铁郎老师功不可

没。常光希那时候也是以助理的身份在组里参

与工作的。导演要求大家下生活，他就跟着去

了，一部动画片，他们在内蒙草原待了三个月，找

到了小英雄龙梅、玉荣两姐妹，听她们讲述那个

月黑风高之夜、那个风雪弥漫之夜，她们所经历

的惊心动魄的那一幕，然后记录下来，这就变成

了后来的《草原英雄小姐妹》。蓝天白云，暴风骤

雪，那一幅幅的画面都是从生活中来的。

五部影片幕后的创作故事，我得出了一个

结论，就是生活、生活、再生活。习近平总书记

在 2014 年 10 月 15 日的北京文艺座谈会上强

调：“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

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

活。”由此可见，生活是我们创作的唯一源泉，儿

童电影也是如此。我们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生

活，深入群众，才能创作出深入人心的儿童电影

作品。我们一定要象习近平总书记说得那样，

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

笔下有乾坤。”

（作者为资深电影监制、一级导演，中国儿

童电影制片厂原厂长）

本报讯 11 月 17 日，“银幕意蕴——意大利新

片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于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中

心举行。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思、意大利驻华大

使馆文化参赞菲德利克、意大利文化部电影和视

听总局国际化顾问和特别项目负责人罗贝托·斯

塔比勒，以及电影行业嘉宾共同参加了发布会。

“银幕意蕴——意大利新片在海外”由意大利

外交与国际合作部（MAECI）、意大利文化部电影

和视听总局（DGCA-MiC）及其委托机构罗马电影

城（Cinecittà）、意大利电影大卫奖联合发起，致力

于推广意大利最新电影、电影发行基金、开发及

制作激励措施、税费减免政策以及意大利众多电

影取景地。

发布会上，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思上台致辞，

他在强调中意电影交流重要性的同时，也对“银

幕意蕴”活动进一步巩固中意两国电影现有的合

作，为未来的共同发展创造新的思路和机遇表达

了期待，希望其为跨国合作搭建交流的桥梁，帮

助更多制片人到意大利进行电影拍摄。

随后，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菲德利克

邀请意大利文化部电影和视听总局国际化顾问

和特别项目负责人罗贝托·斯塔比勒为在场嘉宾

详尽地介绍了“银幕意蕴”项目、意大利各项电影

扶持基金以及未来的推广交流计划。

据罗贝托·斯塔比勒介绍，“银幕意蕴”旨在

通过文化和产业两个层面在世界范围推广意大

利影片，并推动这些影片在当地的发行：“我们希

望未来能够顺着长城在中国的各个省份去推广

意大利电影。当然，我们也非常重视在北京、上

海等地的电影节。而在威尼斯电影节，我们也会

组织专门针对中国电影的活动。”罗贝托·斯塔比

勒解释道，“中意电影合作是我们一直持续的双

边合作。”

意大利电影发行基金则是用于鼓励意大利影

片在海外的发行，面向影片的各国发行商开放申

请，其每年的扶持金额高达 210 万欧元，院线发行

的影片最高可获得单部 5 万欧元的基金支持，而

线上发行最高则可获得单部 1.5 万欧元的基金支

持。此外，意大利国家及各个大区为跨国影片在

意大利的拍摄提供税费减免。

此次“银幕意蕴”北京特别活动由意大利驻华

使馆与北京意大利文化中心共同主办，并已于 11
月 16 日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举行《水与茴

香》放映活动。接下来，“银幕意蕴”也即将于 11
月 23 日至 30 日在中国香港展映包括《奔驰之心》

《旦丁》在内的 10 部意大利影片，并将在本年度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为观众继续带来 6 部意大利新鲜

佳作。 （花花）

本报讯 11 月 17 日，2023 年德国电影展开

幕。开幕式上，德国电影协会总经理西蒙娜·鲍

曼、德国电影协会中国代表安珂、北京德国文化

中心·歌德学院（中国）院长欧彬，以及德国驻华

公使葛若海表达了对此次影展顺利举办的祝贺。

本届德国电影展由《忆梦记》作为开幕片拉开

帷幕，本片入围了 2023 年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

青年单元。《忆梦记》的导演桑雅·海斯在放映结

束后通过视频向观众表示了问候，并且进行了线

上问答环节。

本次影展将放映 12 部影片，都是在 2022 到

2023 年完成的新电影，触及不同主题，在各电影

节上有所斩获，并在德国本土票房也获得不菲成

绩。放映片单除了《忆梦记》外，还包括了柏林国

际电影节银熊奖获奖影片《音乐》、“德国新电影

四杰”之一沃尔克·施隆多夫导演的最新纪录片

《造林人》、知名学者戴锦华盛赞的《戏梦空间》、

豆瓣评分 8.1 的高口碑纪录片《德黑兰七冬》、充

满自由与梦想的《东德时尚往事》等。

此外，多场特别活动也将同时进行。作为

2023 年德国电影展的特邀嘉宾，《东德时尚往事》

导演艾尔伦·戈特将来到北京，向中国观众介绍

她的影片，她将出席两场放映的映后谈环节。何

小培导演也将携纪录片《中华坏女人》在北京德

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与观众进行交流。

本届影展还特别举办了“个人印记与时代切片 -
中德女导演对谈”活动，主持人是本届电影展选

片顾问车琳，嘉宾分别是《中华坏女人》导演何小

培、《东德时尚往事》导演艾尔伦·戈特。

本届德国电影展与往年一样，十分荣幸地邀

请到了两位资深电影研究者——李迅、车琳出任

影展的选片顾问，他们立足中德文化交流，连接

历史与当下，对本次展映的德国影片给出专业而

独到的见解。

德国电影展举办至今，已经展映了上百部影

片（影院展映单元及特别放映单元），影片类型多

样，包含了剧情片、纪录片、喜剧、惊悚、实验影

像、互动电影等。德国电影展旨在持续地为中国

观众带来最新的德语新作，为身处两国的影迷和

创作者搭建交流的平台。

（花花）

2023德国电影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