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每周广播电视》“金色年华”周
刊上发表了我的《记忆“星河”话赵
丹》，让我想起了上世纪 !"年代影
评的故事。

!黄浦一期"的美称
还记得是在 #$%!年底至 #$!&

年初，上海市电影艺术家协会和市
工人文化宫联合举办了两期“电影
艺术基础和电影评论写作”学习班，
特别是第一期，粉碎“四人帮”以后
电影艺术作为“重放的鲜花”吸引着
广大观众，当时报名的人围满了整
个市宫大楼，从上千人中选出可以
到剧场观摩的几百人。通过考试选
出四个组几十人，加上由市电影公
司钱国民带队的各大影院的宣传干
部，作为听课的学员，开幕式在市宫
三楼小剧场举行，著名导演也是当
时的市电影局长张骏祥带一批知名
编导演参加，市影协的王世桢、边善
基、市宫曹文敏具体进行组织工作，
当时是每周听一次课，一次观摩两
部电影，每月布置一次电影宣传廊
及出一期油印刊物。而当时给我们
上电影表演艺术课的就有著名电影
表演艺术家赵丹、白杨、秦怡、王丹
凤等。
除听课外，我们还观赏了《十字

街头》《马路天使》《八千里路云和
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祝福》《林则
徐》等影片，特别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白杨和赵丹在银幕上首次合作的
《十字街头》碰撞出灿烂的火花，反
映了当时青年热爱祖国，渴望自由，
由失学、失业，彷徨苦闷，最终觉醒
走向抗战前线，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解放日报》影视记者李光一在

《星光灿烂》中写道：“这个在影评圈
内有‘黄浦一期’美称的讲座班……
颇受沪上电影界的重视。张骏祥、赵
丹等一代名流，都作过主讲。记得赵
丹主讲时，连走廊上也挤满着人。这
也是赵丹复出后，面对观众的一次

盛况。”原《上海老年报》总编助理兼
副刊部主任朱亚夫说：“提到‘黄浦
一期’，勾起了我不少回忆，我至今
还保存着当时的笔记本。有时间，要
写几篇文章。”他找出了当年的笔记
本，里面还保存着已经泛黄的当时
的课程表，在“主讲”一栏，清楚地印
着张骏祥、艾明之、桑弧、赵丹、梅
朵、石方禹、沈寂、王云阶等如今声
名如雷贯耳的大师级人物的名字。
虽然这些大师今天绝大多数已仙
逝，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艺术造诣
却长留人间。在笔记本上有他当时
的感想：学习班好似放映室，一堂堂
各具特色的“讲课”，犹如一组组真
切动人的“特写”，把我们引入了电
影知识的宝库！

!连中三元"的经历
#$!&年 #'月的一天，共青团

上海市委宣传部许妙庭打电话对我
说：“让你代表上海市青年接受一个
光荣而紧急的任务———”原来一周
前，在“上海市青年导演电影展”基

础上，团市委组织了一次 (&人左右
参加的座谈会，团区委宣传部长陶
黎明、豫园商城曹骥和我参加，并对
参展影片《巴山夜雨》《好事多磨》
《爱情，你姓什么》等影片进行品头
论足，崭露头角的青年导演吴贻弓、
宋崇、胡立德和电影演员龚雪、张
瑜、郭凯敏等也参加了座谈会与研
讨，上海的新闻媒介对刚呈复苏状
态的电影和一批热心青年观众予以
关注和报道。本来高潮已过，没想到
余波更大，见到消息特地从北京赶
来的文化部电影局领导、《电影通
讯》李文斌一行赶到上海，即到团市
委翻阅座谈会记录，当场拍板要“点
面结合”两篇文章，“点”即约我在座
谈发言基础上写成一篇三千字的文
章，“面”则是将整个座谈会青年观
众与电影导演、演员的座谈发个纪
要。文化部一行人在上海停留 )天，
要求我 (天内将文章送团市委，《电
影通讯》下期便要发稿。
任务是接下来了，得到公司团

委易静民、顾弟根的支持，可任务的

完成还是有赖于一叠卡片，这是我在
粉碎“四人帮”以后，对电影编、导、演、
故事、观众反映、青年如何看电影结下
不解之缘的第一份“观赏档案”。我信
手写下了题目《青年与电影》。文章表
达的主题：影片只有赢得了青年，才
算赢得了观众。唯有标新立异，真实
可信才是赢得青年观众的“吸铁石”。
两个多月后，刊有拙作的《电影

通讯》（总第 ''期）便寄到了手上。
没想到，几个月后我又收到了北京
电影制片厂寄来的《电影创作》，上
面全文转载。不久，由上海文艺出版
社出版的《电影选刊》（#$!#年第 )

期）又作了选摘。此时，我更感觉到
建立并运用档案对评论的重要。这
“连中三元”也曾在大学中文专业成
果展上展出。
两个故事虽是我经历，但多少记

录了上海曾经轰轰烈烈的群众影评
活动以及这个城市的另一条文脉。

记忆“星河”话影评 ! 李汝保

! ! ! !李汝保 现为中国图书评论学

会会员!中国散文诗研究会会员!中

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 中国著作

家协会会员"在报刊发表人物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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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铁骊与电影《红楼梦》 ! 秦来来

! ! ! !上个世纪 !&年代以后，中国电
影家的艺术探索更趋多元化，尤其
是对名著的改编也在不断探索。其
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谢铁骊导演的
*部 !集系列故事片《红楼梦》，谢
铁骊由此而荣获 +$$"年第 +"届中
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谢铁骊是中国第三代电影导演
的代表人物，一生执导了 ("多部影
片。除《红楼梦》巨制之外，还有《聊
斋》《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暴
风骤雨》《早春二月》《海霞》《知音》
《包氏父子》《清水湾、淡水湾》《大河
奔流》等影片。'"++年中国电影导演
协会授予他“终身成就奖”。

+$!%年 ,月，著名导演谢铁骊
和北影的老厂长汪洋（电影《红楼
梦》的总监制）带领北京电影制片厂
《红楼梦》摄制组，低调地移师上海
青浦“大观园”，开展拍摄工作。正是
这一年，由央视王扶林导演的电视
连续剧《红楼梦》正热播大江南北。

在北影的老同志的推荐下，我
于 ,月 (日赶往青浦“大观园”拍摄
现场，找到了指挥若定的谢铁骊导
演。那天拍摄的场景是“元妃省亲”
一场，场面浩大、人员众多、调度繁
忙……也许因为是朋友所托，谢导
顾不得连日拍摄的疲劳，放弃休息，
在现场与我做了一次长谈。
虽然已经过了花甲之年，我面

前的谢导依然精神饱满，思路敏捷，
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胖
胖的脸上架了一副金丝边眼镜，与
其说他是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导
演，不如说他是个学识丰富的学者
更为贴切。
我们的谈话，从“已经有了电视

剧《红楼梦》，为什么还要拍电影《红
楼梦》”开始———
“问题不是要不要拍，而是应该

由我们这一代拍，还是由下一代来
拍。”
早在 +$!(年，北影的老厂长汪

洋就在艺委会上慷慨陈词，提出要
拍《红楼梦》。谢导说：“当时讨论的
焦点是，这部巨著‘应该由我们这一
代拍，还是由下一代来拍’。研究的
结果，还是由我们这一代人来拍更
好。虽然一代人也就是 '"岁左右的
时间吧，但从接受民族文化的熏陶
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对《红楼梦》所
表现的内容更容易理解、差距更小
一些。我们感到，对于这部伟大的著
作，倘若今天没有胆量、没有魄力把
它搬上银幕，作为电影工作者的我

们，不仅会感到遗憾，更会感到惭
愧。因此，汪洋同志集中大家的意
见，作了决定：拍！
“而由我来担任导演，此事确实

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首先是我过
去读过《红楼梦》，读过两遍，不太
全。第一遍读的是 +'"回的，第二遍
读的是 !"回的，后 )"回没读下去。
而现在要拍《红楼梦》了，我就不能
只是一般地再读一遍，而是从拍电
影的角度，可能还是不可能。”
为此，谢导专门去请教夏衍老，

他给谢导的意见是：不拍为好！心有
不甘的谢导又去讨教了启功先生，
启功先生给他的答案是：最好不拍！
他们的看法很一致，就是：这是一件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曾有记者问谢导：“你决定拍这

部影片时，是否考虑过，将来你拍的
影片不能为广大的观众所接受，对
你的声誉带来不利影响怎么办？”
谢导对他说，我没有考虑这么

多，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红楼
梦》搬上银幕，给广大观众创造一个
从形象上了解《红楼梦》的机会；老
实讲，中国人人数不少，但真正读过
《红楼梦》、并且愿意读下去的人还
不多。而电影则不同，它可以争取更
多的观众来欣赏这部巨著。
“已经有了越剧电影、电视连续

剧，为什么还要拍电影？”面对我的
问题，谢导也是早有思考———
“一部伟大的巨著，电视剧拍

了，电影再拍，决不嫌多。因为从改
编来说，我们取舍不同；在导演处理
上，也就是解释这部作品的方法也
不一样，就拿开头来说，电视剧是以
贾雨村、甄士隐‘好了歌’开始；我们

则从‘太虚幻境’开启大幕，把金陵
十二钗正册、副册都展示一下，等于
全剧的一个序幕。”

为了这个“开头”，谢导征求了
一些“红学”专家的意见，反对的不
多。通过这样不同取舍的方法，跟电
视剧起了一个互补的作用。谢导说：
“再看看国外，很多名著都是几次、
十几次被搬上银幕，雨果的《悲惨世
界》先后 '!次被搬上银幕、荧屏”。
好几位“红学”专家在开拍前的

剧组培训班上明确表示，对于《红楼
梦》这部巨著，“不要有了一部电视
剧、一部电影，就到此为止了，以后
若有新的解释，还可以再拍。”

+$!% 年由央视播出的王扶林
导演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长达
(*集，自然也不能说涵盖了《红楼
梦》这部巨著。对于大银幕的电影来
说，如何取舍、拍成什么样呢？
谢导也给了我明确的答案———
他们要把这部 +'"回的巨著压

缩成六部系列故事片，不叫“集”。
这六部的划分是这样的：
第一部，从“太虚幻境”开始，到

“元妃省亲”结束；
第二部，从宝玉探袭人家开始，

到梦造绛云轩为止；
第三部，从“螃蟹宴”开始，到庆

元宵、闹花灯为止；
第四部，从老太妃去世，贾家去

吊唁，包括 +'官分散到各个夫人、小
姐身边去，探春出嫁，再交错出现红
楼二尤的悲剧。尤二姐死后，宝玉到
潇湘馆问黛玉，说他心里有种不安，
为什么好端端的女子，总是一个个投
井、吞金、上吊而死？黛玉感慨地说，
“红颜薄命古今同”。到此落幕。

需要说明的是，那个时候，第
三、第四部分的划分还待最后定稿；
第五、第六部的剧本尚未写成。不
过，谢导对我说，大致是这样：第五
部从怡红院中海棠枯死后又突然开
花开始，一直写到晴雯的死；这部戏
中，晴雯的戏比较集中。第六部就是
“调包计”、黛玉焚稿而终。黛玉死
后，宝玉赶考得中，然后出走。贾政
南巡坐在船上，这时画面稍稍虚幻
一些，似乎是梦境，又似乎是现实，
忽见宝玉到来，向他辞别，然后一僧
一道携宝玉飘然而去。宝玉站在空

中低头一看，大地白茫茫一片……
整个六部戏从“虚幻”开始，到

“虚幻”结束，首尾呼应。
“和电视剧（指 +$!%版）不同”，

谢导说，“我们基本参照高鹗的后
)"回本，但是删掉他描绘贾府复兴
的这一节，因为我们认为这不符合
曹雪芹的意愿。”
由于央视王扶林导演的电视剧

《红楼梦》开播以后，剧中欧阳奋强
饰演的贾宝玉，陈晓旭饰演的林黛
玉，张莉饰演的薛宝钗，邓婕饰演的
王熙凤等，给观众留下较深的印象，
电影版《红楼梦》的演员阵容，就更
为广大观众所关心。当我向谢导提
出这个问题时，谢导一脸得意，当然
这是他这一“巨制”能否成功的一大
关键，他怎能不早作谋划———
老祖宗贾母，由林默予出演，因

为她曾在谢导的影片《知音》中扮演
过蔡锷的母亲，“她的气质具有接受
相当教育的大家闺秀的气度”（谢铁
骊语）。

那个颇具滑稽色彩的刘姥姥，
请了评剧演员赵丽蓉扮演。她在评
剧电影《花为媒》中演活了那个媒
婆，虽说是彩旦路子，“但是演戏的
分寸掌握得合适，并且具有含蓄、幽
默的部分”（谢铁骊语）。使谢导没有
想到的是，这个赵丽蓉日后居然在
央视的“春晚”上，火爆异常，给亿万
观众带来欢乐的笑声……
“而确定刘晓庆来演王熙凤是

比较早的，”谢导说，“除了她是我们
厂的演员之外，我是把她作为一个
年龄标杆的；也就是以刘晓庆演的
王熙凤为标准，挑选演员时，上面
的、下面的角色年龄都向她靠拢。我
跟刘晓庆说，不要把王熙凤作为一
个反面人物来处理。”谢导对刘晓庆
的表演是满意的。

对于选择李秀明来演元春，谢
导同样给予很高的评价，“李秀明的
戏含而不露，并且表现出一定的风
度和身份；现在拍下来看，她是成功
的。尤其是‘元妃省亲’，正同弟妹们
共享欢乐之际，太监催她启程回宫，
这时，我们有个长长的特写，从她听
完太监的话后慢慢朝外走，止不住
眼泪潸然而下……如是拍了两次，
都成功了。”更让谢导感慨的是，“一

般大明星会感到这点戏太少，而李
秀明认为她合适，愿意演这场戏。”
由傅艺伟来演宝钗，谢导对她

的要求就是，“按照原著客观地来
演。因为这个人物在‘红学’界中评
价不很一致，我不想把人们主观的
褒贬强加到这个人物中去。”

对于观众最为关注的宝玉、黛
玉的演员人选，当然也是谢导更为
用心的。“红学家们向我们提示，贾
宝玉的人选选用掌握四个字，‘神采
飘逸’；没有这，贾宝玉就出不来。我
们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去选的。”
经过多人推荐，最后选定了上

海虹口越剧团的青年演员夏钦。“这
个演员不是我一个人定的，而是看
了本人以后，再化妆录像，然后大家
一起看以后才决定的。”谢导表示，
对于宝玉这个人选，他不想自己一
个人来做决定，即使他有这个权力。
谢导对另一个关键人物黛玉的

人选作了介绍，“林黛玉选的是浙江
越剧小白花的陶慧敏”。谢导说：“演
黛玉，要按照小说原著的刻画，表现
她性格的多方面，而不要强调她的
刻薄、小心眼……”谢导认为，越剧
影片《红楼梦》当中林黛玉的成功就
在于此：主要表现她反抗封建礼教
的叛逆精神和对宝玉的真挚爱情。
当然，也要表现她孤傲、清高的一
面，也就是“身陷势利场，孤傲又何
妨”的性格。
对于宝黛两位主要人物，选的

都是越剧演员，谢导也讲出了原
因———

戏曲演员有很多长处，谢导说，
“他们穿起古代人的服饰，一举手一
投足，就会产生一种感觉，跟我们现
实的生活拉开了。而对普通的演员即
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演员来讲，这
就成了短板了。比如‘黛玉葬花’，我
跟演员讲，你不能像现在的青年一样
走，要带有一些戏曲演员的固有身
段，但又要结合得巧妙、自然，不能让
人一眼看出是戏曲身段。”
浙江小百花的何赛飞则出演了

妙玉。
小说《红楼梦》是一部带有作者

本人“自传”特点的现实主义作品，
谢导把这部影片定位在“首先要按
照原著的现实主义的风格，尽管它
有很多浪漫的成分。”电影的表述就
是要接近生活，首先在生活上真实，
无论穿衣、乃至吃饭，无不如此……

电影《红楼梦》于 +$!$年正式
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