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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朋乐

广东电影辉煌七十载
不同岗位影人建功勋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广东电影不断实现跨越

式发展，无论是摄制的影片还是城市影院票房，以

及农村电影市场和完成公益放映任务方面都走在

全国前列，创下多项全国第一。特别是实施院线

制（2002-2019）以来，无论是院线影院的拥有数

量，还是电影票房收入，都连续18年领跑全国。无

论是建国初期，还是改革开放以后，都有一批又一

批电影人，在不同岗位前赴后继、争先创优、砥砺

奋进，将热爱电影的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广东电

影辉煌七十载，除了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和改革

开放带来的政策与制度优势外，更离不开以王为

一、张良、梁福厚、黄树辉、蔡少林等为代表的一代

又一代电影人对广东电影所作出的贡献。

▶ 王为一：

岭南电影拓荒者中国影史“活化石”

王为一（1912 年—2013 年），毕业于上海美术

专科学校，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珠影筹

备厂长、艺委会主任等职，广东影协副主席；广东

省第一、第三、第五届人民代表和第二届、第六届

政协委员；1991年担任第 1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

委；是中国影协第一届委员、第二至四届理事。

2012 年在年满百岁之际，获得金鸡百花电影节终

身成就奖。其一生集演、编、导于一身，是粤语和

岭南电影流派的拓荒者和开创者。在长期的创作

实践中，形成了自然、朴素、流畅，生活气息浓郁的

影片风格，被喻为中国电影史上的“活化石”。由

其编导的《珠江泪》、《七十二家房客》、《山间铃响

马帮来》、《南海潮》、《三家巷》、《五福临门》等片，

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获奖无数。

王为一童年主演舞台剧《放下你的鞭子》，为

影片《渔光曲》配乐，为《桃李劫》主题曲《毕业歌》

灌制充当歌唱员。先后在艺华、新华影业公司当

场记和演员，早期与赵丹、徐韬一同加入了左翼戏

剧家联盟。其执导的第一部粤语片《珠江泪》，获

1949—1955年中国优秀影片荣誉奖。1951年调广

州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并任厂长（1952年8月暂停

办,1958重建)，后任导演、编剧等。1958年执导的

《铁窗烈火》获得中国优秀影片奖；1984年，执导喜

剧电影《阿混新传》获金鸡奖特别奖……1963 年，

不懂粤语的王为一，执导了新中国第一部内地与

香港合拍的电影《七十二家房客》，不仅成为粤语

影史经典影片，且还成为中国喜剧电影扛鼎之

作。虽然在“文革”中被定性为“毒草”遭封存禁

映，但片中采用的各种电影艺术手法，得到了电影

界的一致称赞。文革后复审通过，由中影公司出

资译成普通话版向全国发行。

▶ 张良：

做董存瑞精神传承人

当新南国影人排头兵

张良的经历和董存瑞很像，13 岁当儿童团团

长，1948年15岁参军当演员。经历了辽沈战役、平

津战役、北京和平解放和参加了开国大典（在庆典

上打小鼓）等重大历史事件。1950 年赴朝参加前

线战地宣传队……1955 年 22 岁时主演首部电影

《董存瑞》，获1949-1955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和优

秀演员一等奖，在“建国十年电影中最受欢迎的英

雄人物”的评选中夺得第一名。从此，张良立志做

一辈子董存瑞精神的传承人。调珠影厂后，借改

革开放东风转行当导演，成为中国影协第四、五届

理事。一生参演和执导作品有《革命家庭》、《战上

海》、《斗鲨》、《雅马哈鱼档》、《少年犯》、《特区打工

妹》等备受观众喜爱影片，获得众多奖项。

文革前，张良参演的《战斗里成长》获文化部

优秀演员三等奖；主演的《哥俩好》获百花奖最佳

男演员奖。文革后，张良执导的《梅花巾》获开罗

国际电影节荣誉奖；《雅马哈鱼档》获文化部优秀

影片二等奖、金鸡奖最佳美术奖；《少年犯》获百花

奖最佳故事片奖、广电部优秀影片奖和新时期十

年最佳影片奖；《特区打工妹》获广电部优秀影片

奖；《白粉妹》获中国人口文化一等奖……张良

2005年被国家人事部、广电总局授予“国家有突出

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2010年获广东省首届

文艺终身成就奖；2015 年获金鸡百花电影节终身

成就奖。

张良执导的大多数影片都是具有改革开放特

色的经典影片，片中主人公有个体户、打工族。这

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人物和他们从事的职业展现了

改革开放涌现的新人新事，他们对广东的经济繁

荣功不可没。1984年的《雅马哈鱼档》，是中国首

部以个体户为主角的电影，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广

东经济发展的“活广告”。1990年，张良与妻子王

静珠共同编导的《特区打工妹》首次在大银幕上展

示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特区靠双手改变命运的垦荒

建设者形象，向人们呈现了“被画了个圈”不久的

深圳经济特区充满活力的城市形象。生于辽宁本

溪的张良，不仅是“新南国”影人的代表，也是在大

银幕上展示改革开放成果的排头兵。

▶ 梁福厚：

中山第一代电影人一生爱电影不言休

梁福厚 1963 年从教师队伍选派到广东省电

影技术学校学习，后任放映员兼宣传员，成为中

山第一代电影人。在人民公社年代放电影，除

自制海报宣传外，还积极配合时政绘幻灯宣传

片……1989 年后,先后任中山市首家立体声电影

院（仙湖影剧院）、奥斯卡影城经理。调中山市

电影公司后，做过会计、统计，先后任电影招待

所长和宣发、人事、办公室副主任，工会副主席、

电影学会副会长等职。2001 年退休，再返聘 10
年。梁福厚从影近 50 年，经历了电影繁荣、萧

条、再繁荣的酸甜苦辣，见证了中山电影业发展

坎坷历程。先后获得中山先进个人、年度考核

优秀奖、广东省人口与健康科教电影汇影显著

成绩奖等多个奖项。

梁福厚退休后仍不忘初心，通过各种渠道收

藏与电影相关的藏品。目前收藏30多台胶片放映

机、近百台胶片摄影机和各个时期的电影海报、镜

画 1000多幅，计划利用原有老房子申办电影文化

博物馆。2005年，编写《电影人生》一书献给中国

电影百年华诞；2018年又编写了《图说胶片时代》

一书，既与同行交流、分享，也为下一代传承红色

电影文化。2018年，被邀参加第 27届金鸡百花电

影节，分享他一生爱电影不言休的心路历程。如

今年近八十，对电影的热爱仍没消退，仍要将收藏

胶片电影藏品进行到底。

▶ 黄树辉：

农村退休放映员不忘初心

自办电影博物馆志在传承

1972年，16岁的黄树辉成为从化县第一批乡

村流动放映员，用一根扁担挑着 8.75 毫米电影放

映机和银幕走村串巷、爬山越岭至各个村寨放电

影。1975 年，任从化县赤草村乡村电影队队长。

1993年，在赤草村成立了从化第一个农村个体流动

放映队，承包了从化地区大部分乡镇、学校、企事业

单位的放映业务。1995年，为满足观众遮风挡雨的

观映需求，在父辈的宅地上用石棉瓦盖了一间90平

方米，120个座位的“赤草放映院”。2011年，负责从

化全区的数字电影创建与普及工作……在 40多年

的放映生涯中虽然苦但也值，先后获得当地政府

颁发的农村电影年度单项先进奖、完成年度电影

放映任务奖和电影事业奉献奖等多个奖项。1999
年被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授予“全国农村电影

工作先进个人”的荣誉。

现在虽然胶片老电影基本退出市场化运营，

但其歌颂党、歌颂祖国，讴歌各行各业的英雄的价

值仍在。黄树辉退休后仍不忘初心发挥余热，利

用自建五层楼办起了“从化赤草老电影博物馆”，

成为革命历史教育基地，志在传承老电影文化和

弘扬革命先烈的爱国精神。如今，年过六旬的黄

树辉，仍利用自办“从化赤草老电影博物馆”的馆

藏放映器材和电影资料，以“请进来”和“走出去”

的方式，面向广大中小学生和农民观众，继续放映

《闪闪的红星》、《洪湖赤卫队》、《上甘岭》、《英雄儿

女》等老胶片电影。既向青少年观众传播老电影

革命历史文化，也让老观众重温革命历史。黄树

辉自筹资金办私人老电影博物馆，不忘初心传承

老电影文化的行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新老电

影人的敬佩。2018年，登上第 27届中国金鸡百花

电影节“讲述——基层放映员的坚守”讲台，分享

他与老电影的情缘。

▶ 蔡少林：

影院外来工敢想敢干

邀请省委书记看电影

“80 后”蔡少林来广东打工之前，在老家做过

公安局治安队的班长。2002 年到广东打工，当过

保安和流水线工人。2005年应聘到青宫影城当保

安，通过努力，两年后被提为保安主管，三个月后

又因工作表现突出，提为值班经理负责整个影城

的运营工作，之后又升职为营运经理至今。

蔡少林认为出来打工不仅是为了挣钱，还应

多关心国家时事政治和社会现象。2010年深圳富

士康十多名青工相继跳楼自杀事件引发思考……

想与影城外来工自费包场请汪洋书记（时任广东

省委书记，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

席）看珠影外来工题材影片《所有梦想都开花》，希

望通过请省委领导看片引发社会对外来工生存状

态的关注。尽管这个想法成为同事的笑柄，但他

还是将信寄出，想不到书记回复要请外来工看电

影。省委书记请外来工看电影的新闻引起社会强

烈反响，《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和

《工人日报》等几十家报刊追综报导，采访日程排

得满满……蔡少林与汪书记合照一时轰动羊城。

他把书记的关怀厚爱作为动力，在努力做好本职

工作的同时，还利用业余时间上职业大学管理课；

并借东风创建了全国首支外来工志愿放映队任队

长，专门为城市社区、工矿企业外来工和中小学生

放映公益电影。9年来共放280场，观众约5.6万人

次。

虽然蔡少林给汪洋书记写信的事不值得效仿

和提倡，但他积极进取、敢想敢干，克服重重困难、

一步步去实现自己目标的奋斗精神，不仅激励了

外来工，也给广东青年电影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广州华影青宫影城早已成为外来工的家园，

全国影院建设的优秀典范——曾多次创下年度上

座率和平均单座票房收入全国影院第一。2011
年，年票房 5015万元，平均单座年产值 4.94万元，

在全国年票房收入 4000 万以上的影院中排名第

一。2012 年，又刷新纪录创下两个第一（上座率

51.83％，单座产值 5.1万元）。2013年上座率再创

新高，以 52.66%蝉联全国冠军……2015年青宫影

城重新开业 10 周年系列活动之际，国家电影局、

中国影协给发来贺信。2019 年，获得由共青团中

央、广电总局等 21 个单位联合评选的“2017—
2018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称号（全国仅有一家电

影院当选）。

本报讯 12月1日，“非凡的白娘子——

金静越剧电影《白蛇传》主创见面会”在京举

行。白娘子的扮演者、著名越剧表演艺术

家、国家一级演员金静和电影《白蛇传》的主

创人员齐聚京城，与观众进行了亲密互动。

众多越剧名家及北京、上海、嵊州的戏曲专

家参加了见面会。

伴随着金静弟子们合唱的越剧戚派经

典唱段《迎新曲》，北京的观众迎来了期待

已久的白娘子、许仙、小青的扮演者金静、

阮建绒、叶婧及该片导演陶海。金静向大

家讲述了拍摄电影《白蛇传》的初衷，以及

对发扬越剧艺术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

果，并与合作者们分享了电影拍摄花絮和

趣事。

此外，为发扬越剧戚派艺术，“金静工

作室”落户中国越剧戏迷网·爱越小站北京

海棠站,站长郑韶姝接受了金静的授牌。

来自北京高校的学生代表表达了对金静的

喜爱，希望越剧名家能多到北京高校交流。

越剧《白蛇传》是戚雅仙、毕春芳两位

越剧宗师于上世纪 50 年代创排的经典剧

目，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是越剧戚派

艺术代表剧目的“白血双玉”（《白蛇传》、

《血手印》、《玉堂春》、《玉蜻蜓》）之首。作

为戚派非遗传承人，金静于 2012年创排拍

摄越剧电影《白蛇传》。影片以戚雅仙版同

名剧目为蓝本，并在传统戏曲音乐的基础

上大胆创新，可谓名家荟萃，不拘一格，在

音乐和表演等方面有了时代新貌。

《白蛇传》是金静以实际行动践行文化

自信的具体实现，自首映以来不仅在国内

获得好评，在国际上也收获颇丰。2015年

受邀参加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大舞台”

演出，金静荣获“中国戏剧表演传播大使”

称号；2018 年参映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

2019年荣获荔枝国际电影节最佳戏曲影片

奖。同年 9 月底，《白蛇传》应邀参加圣赛

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展映，受到外国观众

的欢迎。

这次北京的见面会活动，是 2019年中

国越剧戏迷网《白蛇传》全国爱越小站巡映

活动的收官之作。在此之前，该片已经在

嵊州、武汉、新疆、成都等地的爱越小站巡

映。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单位，嵊州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张鹊屏表示，“嵊州是

越剧的发源地和诞生地，北京是全国的政

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从嵊州出发来到北京，

希望能够得到领导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为

越剧艺术搭建一个更广阔的平台，提升越

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越剧博物馆馆长俞伟从保护历史遗珍

和主动拥抱未来的角度，畅谈了在越剧艺

术继承和发展工作中，越剧博物馆和中国

越剧戏迷网的定位和规划。观影活动结束

后，还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举行了“非凡的白

娘子——金静表演艺术研讨会”，围绕金静

从事越剧艺术 40 年的艺术历程和越剧传

承发展工作等进行了研讨和总结。

（支乡）

近日，在受邀浏览某电影画册入选艺

术家名单时，我提出应该加上导演杨小

仲。没想到年轻编者居然一头雾水，问我：

“杨小仲是谁？”我笑笑：“他啊，上影拍片最

多的导演。”“多少？”“故事片就拍了将近一

百部。”“啊？这么多！”年轻人的惊异和感

叹情有可原，但一些同行对这位中国电影

先驱者、拓荒者的漠然，突然让我感到有必

要为这位已经离开我们五十年的前辈说点

什么。

我没见过杨小仲导演，但我看过他导

演的《兰兰和东东》、《宝葫芦的秘密》，他给

我们的童年抹上了色彩，带来过欢乐。遗

憾的是我进上影时，他已作古。他的离去，

是十年浩劫中的一曲悲歌。尽管他的历史

没有反动的色彩，但他在旧上海十里洋场

沉浮，在灯红酒绿的名利场打拼，在风花雪

月、香风毒雾里浸淫，造反派的任何不实之

词都能演绎出一则荒诞离奇的故事而置他

于死地。于是，无休止的残酷批斗、无底线

的身心折磨，无节制的痛打迫害，他的生命

被强制性地在 70 岁就画上句号。听老人

们说，他体型较胖，又患有多种疾病，尤其

是高血压导致的心血管病，怎么承受得了

这种非人的遭遇？他挣扎过，抗争过，无奈

劫难不期而至，1969年一个沉闷凄凉的黑

夜，病魔悄悄地将这位被折磨得身心疲惫

不堪的老导演掳走了。他的生命终止了，

可蒙受的冤屈、妄加的罪名并没有随之而

去，家庭、子女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也没有就

此中断。黑色的大幕依然将这个多子女的

家庭裹得严严实实。直到文革结束，他才

被洗刷冤屈，平反昭雪，笼罩多年的阴影才

渐渐散去。40多年后，我曾与他的小女儿

有过接触，谈起那段刻骨铭心的遭遇，仍然

唏嘘哽咽。

往事不堪回首，然而杨小仲对中国电

影的建树和贡献，不会被历史的风尘湮

灭。100年前，杨小仲就以中国第一部长故

事片《阎瑞生》编剧的身份，奠定了他在电

影界无人可以撼动的历史地位。一个年方

二十、半工半读出身、喜欢电影的青年人，

既没有专业背景，也缺少理论功底，凭着对

电影的热情和兴趣，怀着敢为天下先的勇

气和执着，用《阎瑞生》开启了自己的电影

人生，也打开了中国电影长故事片的大

门。将他列入“开山鼻祖”，没有过实之嫌。

开山不易，拓荒更难。从编剧到导演，

他努力了足足五年。1925年以《醉乡遗恨》

开始了自己的导演生涯。初生牛犊不怕

虎，对富有梦想、思维敏捷的杨小仲来说，

理论上的缺陷，反而让他的创作少了一点

羁绊，拥有更大的自由发挥的天地，仅1926
年，在拍摄条件极其简陋、工作环境十分艰

苦的前提下，他导演了《母之心》、《不归

路》、《马浪荡》等三部电影，其激情之高涨、

精力之旺盛，令人叹为观止。纵观他的作

品，题材广泛、类型多样，社会、生活，家庭、

伦理，历史、传说，武侠、神话，喜怒哀乐、悲

欢离合——虽然还带着戏剧创作的底色和

舞台表演的痕迹，但是他和他的同辈——

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们，为一门全新艺术

的诞生和崛起，铺就了一条希望之路。

杨小仲的一辈子，与电影结成了生命

的共同体，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动荡和生

活的起伏，都没有隔断他与电影的情缘。

从 1925 年的《醉乡遗恨》到 1963 年的《宝

葫芦的秘密》，38 年间他导演了近百部电

影，亲自见证并参与了电影从无声到有

声、从黑白到彩色的发展历程。他拍片数

量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实践经验丰

富，驾轻就熟，周期短，成本低，又与市场

走得近，受到资本的青睐，常常奔走于多

家公司。解放后，安逸的工作和生活、优

越的创作环境，消除了他的后顾之忧，给

了他精心创作的机会。他激情依旧，以严

肃的创作态度把目光投向了儿童片，创作

了《兰兰和冬冬》、《宝葫芦的秘密》这样的

经典之作。同时出于对中国戏曲的挚爱，

他还在戏剧电影画廊里留下了绍剧《孙悟

空三打白骨精》、京剧《红楼二尤》、锡剧

《庵堂认母》和《周信芳的舞台艺术》等名

片佳作。

作为拍了百部电影的老资格电影艺术

家，杨小仲自然受到观众的拥戴、同行的尊

敬，也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1957
年，他当选上海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第一副

会长，1960年他又出任第一届上海电影工

作者协会副主席。这在当年，是多高的荣

誉啊。回想这么多年，我一直在上影和上

海电影家协会任职，竟然没有为他举办过

一次纪念活动，心有愧疚。我想，尽管记忆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模糊、淡化，但历

史不会忘记他，中国电影会永远记载着他

驰骋影坛的业绩和荣耀。

（作者为上海影协副主席）

■文/范丽珍

越剧电影《白蛇传》及主演金静
与北京观众见面

不该遗忘的一位电影拓荒者
——追记著名电影导演杨小仲

本报讯 近日，徐峥“囧系列”最新力作《囧

妈》发布“进击的莫斯科”特别视频。预告中，

浪漫绮丽的俄罗斯大冒险终于揭开面纱，各种

风光奇景令人目不暇接，精彩旅途再添新成

员，主演贾冰、郭京飞惊喜亮相。加之此前透

露的特约主演袁泉、特别客串沈腾，《囧妈》已

曝光了不少演员阵容。

谈及两位演员的加盟，徐峥表示：“贾冰是

一个创作型的演员，他的作品有一个剧作架构

在里面，这样的演员，我觉得我们要把他往电

影队伍里面拉。”而郭京飞谈及与徐峥的再度

合作坦言：“亲情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题材，这是

一个能让大家娱乐开心的同时，又有一定的提

醒意义的故事。”

为了让更多观众在其中找到欢乐与共鸣，在

演员的选择上，徐峥表示自己颇费苦心：“对我来

说只有一个表态，就是要合适，必须合适这个角

色。我更加希望观众能够进入到故事，进入到人

物中，被人物感动，相信人物是真实的。”

电影《囧妈》将于大年初一全国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12 月 7 日，由周申、刘露编剧兼导演，

任素汐、吴昱翰、刘迅、汤敏主演的爱情喜剧电影

《半个喜剧》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了“正经说笑”特

别见面会。

《半个喜剧》由《驴得水》原班人马历经三年打

造，2016年《驴得水》便是在中传开启校园巡演第

一站。此番“笑友”回归，亦不负期待，观影过程

中，千人观众全程爆发出 100多次大笑，途中更是

多次自发响起十余次掌声。观众点赞：“《半个喜

剧》比《驴得水》更贴近年轻人的生活，一半非常好

笑，一半着实戳心。”

影片的优质呈现和强烈的代入感离不开演员

鲜活的演出，为了找到合适角色的演员，导演团队历

经四个月的海选从近六百人中精心挑选演员。在剧

本的创作上，团队开启以人为“本”的新模式，追求真

实体验。周申透露：“在创作中追求演员的真实反

应，只提供简单的故事框架，让演员在情境中丰满角

色的台词和细节。”任素汐在片中饰演飒爽的大龄单

身女青年莫默，贡献了数场情绪激烈的片段。她表

示：“每一次的全新投入，都像褪了一层皮一样，角色

内心的拉扯自己全都感同身受，就像经历了一次全

新人生，这也正是演员这个职业的魅力。”

电影《半个喜剧》将于12月20日全国上映。

（杜思梦）

开心麻花电影《半个喜剧》千人放映赢得上百次笑声

徐峥《囧妈》发布“进击的莫斯科”视频

金静（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