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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同样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
他的第二部电影《钢的琴》参加创投，
并顺利拿到了创投基金。“《钢的琴》
的创作灵感，来自某次回铁岭。我在
铁岭评剧团发现了一架破旧不堪的
钢琴。琴的样子有点古怪，表面的漆
已经开裂了，琴键按下去就起不来，
但还能出声音。回到家，我就听父亲
讲，那是当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演
样板戏，一大群工人集体造的一架木
壳钢琴。同时，我发现沈阳有家钢材
市场，里面的工人都曾在大型钢铁厂
里做过不同工种，个个身怀绝技。于
是我的脑海中，就开始把这两件事串
在一起。终于有一天，我实在搁不下
来，就写成了剧本《钢的琴》。《钢的
琴》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对逝去的集
体主义年代的缅怀。那个时代，早上
上班时，铁路道口拦下乌泱泱的人
群，每个人后座都别着铝制的饭盒。
菜市场、澡堂子里，大家都彼此认识。
电影院门口，有人安心做着自己的小
买卖———那个时期的精神面貌很繁
盛。不像现在，谁瞅谁都不顺眼，日子
过得特别快，每个人都很焦灼，物质
成了衡量家庭和个人的唯一标准。”
尽管《钢的琴》包含着张猛丰富

的内心情感，但在实际拍摄中，却再
次遭遇与《耳朵大有福》相似的资金
危机。“我为《钢的琴》初定的预算是
!""万人民币，但始终都筹不够。但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开机。当时我
这个团队，算得上是一个国际化的
穷人团队，制片人来自美国和韩国，
摄影师来自中国台湾，但都没钱。所
以开机时，秦海璐私下跟我说，团队
里她算是最有钱的人。如果我没钱
了，一定要告诉她。不管发生什么
事，一定要拍完。因为只有拍完了，
才有电影。”

结果，剧组不过运行了 #"来

天，就迎来了第一波
金融危机。“最穷的时候，
剧组只剩下 $%块了，说不定哪天早
上醒来就突然没钱了。但这个念头
我一直不敢去想，每天都强作镇定
继续拍。片中有一个场景是主人公
陈桂林在铁路桥附近炸鱼，因为剧
组没钱买炸药，所以只好在后期配
了一个爆炸声。连片中出现的烟雾
效果，都是工作人员现场扬灰造出
来的。”后来，剧组又努力筹措到
#&&万，才最终得以让《钢的琴》在
#&'"年 (月底杀青。“拍关机前的
最后一个镜头时，所有人都在等。很
多工作人员就纳闷，剧组人员都在，
为什么不拍呢？因为当时我们没有
胶片了，得等从北京赶来的最后一
本胶片。而且就剩这一本，多半尺都
没有，只能拍一条。”资金勉强维持
到影片杀青，但后续的费用又如何
解决？“杀青当天，剧组没钱支付演
员和其他人的尾款。秦海璐就表示，
自己的片酬不要了。还把已经收下
的预付片酬还给我，让我把尾款结
清。之后又继续倒贴自己的钱，让
《钢的琴》完成后期制作。”

大家的努力没有白费，《钢的
琴》在业内引发了良好的口碑效应，
甚至被很多媒体誉为 #&)*年度口
碑第一片。去年 *+月，《钢的琴》更
是把名不见经传的演员王千源推向
了东京电影节影帝的宝座。“王千源
在东京拿影帝时，手里拿着的还是
我打给他的片酬白条。”随后，《钢的
琴》一路斩获 $"多个大小电影节的
奖项。尤其在去年 !月的第 *$届上
海国际电影节上，包揽了电影频道
传媒大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影
帝、影后四项大奖；,&**年 -月，更
荣获第 *$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
事影片和优秀新人导演两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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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可能也没有太多影迷知道张猛的名
字。但他的那部《钢的琴》，却着实成为2011年最
受好评的国产电影之一，甚至曾被媒体冠以
“2011年度口碑第一片”的名头———而这，还仅
仅是他的第二部电影作品。张猛的成绩，既是传
统意义上的青年导演“艰苦奋斗”史，更是非传统
意义上的青年才俊“自讨苦吃”史———要知道，他
曾是赵本山春晚舞台上的御用编剧，创作的小品
《功夫》和《说事儿》连续两年获得央视春晚小品类
节目一等奖，更担任过本山传媒副总。但为了电
影梦，张猛硬是选择放弃这衣食无忧、名利双收
的生活。如此气魄与梦想，可能非你我可以做到。

! !《钢的琴》的成功，让电影市
场发现了张猛这位会讲故事的东
北导演。于是，大把商业电影项目
和资金开始摊在他的面前。很多
人劝他，不要再拍不赚钱的工业
题材了，应该在商业电影的康庄
大道上，一溜小跑。“但我的下一
个电影，还是讲工业。与《钢的琴》
讲述工人阶级的群像不同，下一
部是讲一个人在一个时代的失

落，有关救赎。我现在
拍片不再像以前那样缺钱
了，有很多人愿意投资。但我还是
想再坚持一部看看，再拍一部不
受商业困扰的、属于自己的影片。
不论是文艺片还是商业片，首先
都是要有故事的。不论钱多钱少，
重要的都是要有情怀。用你的情
怀讲好一个故事，其实就是一部
影片成功的最根本原因。”

! ! ! !张猛 *.%(年 $月出生于辽
宁省。如今东北话，尤其是辽宁
话，俨然已成为喜剧语言的代名
词———这其中，辽宁人赵本山功
不可没。而张猛一家，就跟赵本
山极有渊源。张猛的父亲张惠中
是著名喜剧导演，执导过赵本山
主演的《男妇女主任》等影视作
品。红遍中国的春晚小品《昨天
今天 明天》、《红高粱模特队》、
《三鞭子》、《卖拐》也出自他之
手。“父亲的作品都是现实主义
的，所以我从小也对讲述老百姓
自己的故事特别感兴趣。我小时
候学过绘画，也不想把这项技能
半路荒废。所以在高考时，我就
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美术系。这
样既可以继续深造美术，又能离
影视近一点。”
中戏毕业后，张猛被分配到

辽宁电视台担任舞美设计总监，
这份让外人眼馋的工作，却让张
猛始终打不起精神，“就是千篇一
律，有个栏目就去倒腾个景，不该
你管的，永远都不能去涉及，没创
造性。”显然，这个舞台盛不下张
猛的梦想，“我后来还是坚持去北
京电影学院进修，想用系统的学
习来为自己的导演理想铺路。我
觉得，年轻的生命要用在刀刃上。
那以后，我就开始积极写剧本。但
当时没什么名气，更多的是给有
名编剧做枪手。那种日子不怎么
好过，劳动力度强，收入又低，有
时还收不到应得的报酬。但尽管
做枪手会受委屈，我还是想借此
积累更多经验。”
而开始为赵本山操刀春晚小

品，则是源于另一个“意外”。“那
是 ,++$年年底，我开车去接父
亲，正听到父亲跟赵本山老师在
探讨春晚小品的事。我那天莫名
地兴奋，就开始在各位叔叔大爷
面前插话，还讲了几个小段子。说
能不能续写《卖拐》和《卖车》，让
老品牌焕发新魅力。”不承想，张
猛的新见解让赵本山喜出望外。
于是，张猛就这样成了 ,++(年春

晚小品《功夫》的编
剧。《功夫》大获成功后，赵
本山毫不犹豫地邀他到本山传媒
担任副总。于是 ,++!年春晚，他
给老百姓献上的《说事儿》又一次
火爆全国。但当赵本山对这个晚
辈寄予厚望之时，张猛却开始认
真规划自己的人生，“春晚小品这
样的创作形式，我可以做，但不是
发自内心喜欢。虽然在本山传媒
可以衣食无忧、名利双收。但这个
过程中，却有越来越强烈的电影
梦涌上心头。我觉得，我不能拒绝
内心的声音，所以我辞去了副总
的职位，开始两手空空闯天下。其
实当时对于未来，我也是期待和
忧虑并存。”
作为一个没有电影作品问世

的年轻导演———找投资，让张猛
吃尽苦头。“只靠写过春晚最受观
众欢迎小品，是找不来投资的。无
奈之下，我就想试试看，如果先让
剧本获奖，是不是对找投资有帮
助？所以我就带着自己的剧本《耳
朵大有福》参加了釜山国际电影
节，赢得了不少好评，也获得了优
秀剧本奖。我心想，这下该有投资
商找我了吧？结果仍没人愿意买
单。我就拿着获奖剧本，一次次敲
投资商的房门，一次次被拒绝，心
里非常沮丧。我当时不明白，为什
么一直说中国缺好剧本，但真正
的好剧本却受不到重视？”
而世间的事情，总是在偶然

间忽有转机。“我突然接到了一个
来自韩国的电话，说韩国有个投
资公司愿意投一半资金，但剩下
的需要我自己解决。这个消息让
我喜出望外，在有一半资金的前
提下，再找余下一半就顺利多
啦！于是我就找了几个朋友帮忙
筹齐钱，开始正式运作起来。”电
影《耳朵大有福》最终在 ,++%年
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亚洲
新人奖”评委会特别奖。张猛在
收获成功喜悦的同时，也欣喜地
看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是能
够获得大家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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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拍不赚钱的工业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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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御用编剧找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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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的琴》没钱也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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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张猛在某种程度上!与"钢的琴#的男主角一样$$$在困境重重中前

行!却拒绝苦情!更愿意用贫嘴%幽默的方式看待生活&因为心存梦想!而

终赢大众尊重' 对于他的未来!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看好(因为一个有才

华%真性情%够坚持的青年导演!总是不会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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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的琴》剧照

▲《耳朵大有福》
剧照

▲小品&说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