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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南泥湾》的诞生

! 电影!南泥湾"中的#开荒$镜头

! ! ! !今年 !月 "#日，是毛泽
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发表 $%周年，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的
&'()年 !月，我的革命伴侣
钱筱璋奉党组织的调遣，进
入延安电影团。我（张建珍）
依照他生前的口述和有关资
料，讲一讲革命根据地第一
部完整电影纪录片《南泥湾》
的诞生。

! ! ! ! &'*+年秋天，党中央决定在八路军总政
治部隶属下建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
简称“延安电影团”。这是党直接领导下的、在
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电影制片组织。电
影团成立之初，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
政同志亲自领导，选派了曾经参加过宁都起
义的长征干部李肃为指导员，袁牧之负责艺
术创作。全团共六个人：李肃、袁牧之、吴印
咸、徐肖冰、叶苍林、魏起。其中懂得电影业务
的只有三个人。当时抗日战争还处在严重困
难的防御阶段，根据地的人力物力非常困难，
电影事业要大搞是不可能的，只能实事求是、
因陋就简地逐步做起来。所以党中央同意袁
牧之的方案，先把新闻纪录片的拍摄工作搞
起来，这也是当时宣传上最需要的。

&'(&年皖南事变后，党组织派我由重庆
赴延安。我们一行 *%余人拿着董老的介绍
信，转道西安乘坐军用卡车，跋山涉水，在龙
飞虎的带领下，, 月下旬到延安。&'() 年 !

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
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甘泗淇任政
治部主任。原有的总政治部电影团整建制划
归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简称“联政宣传部”。
这时的宣传部长萧向荣根据工作需要决定扩
大原有电影团的组织机构，设立摄影队和放
映队。同月，一纸调令将我调进了延安电影
团，担任电影团的秘书。我于是参加了 &'()

年夏天开始摄制的大型纪录片《生产与战斗
结合起来》，即《南泥湾》。这是延安电影团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第一次按照毛泽东《讲
话》精神，实践党的“二为”文艺方针创作的影
片；也是电影团在延安摄制完成并普遍放映
的唯一一部影片。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能把
它摄制成功，确实是近乎奇迹。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实行停发经
费和重兵封锁。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号召边
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自力更生，生产
自给，粉碎敌人的阴谋，渡过难关。驻守边区
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的带领下，积
极响应号召，开赴边区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地
区进行屯垦生产。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卓绝，

把沉睡多年的荒山僻野，开发成兴旺垦区，使
满目荒凉的黄土高原，变成美丽富饶的陕北江
南。他们不仅在这里开垦农业，发展畜牧业，同
时还兴建各种手工业，发展商业和运输等等，创
造了部队穿衣、吃饭、日用品完全自给的奇迹。
三五九旅的这一创举，具有重要意义，对推动边
区军民迅速发展生产运动，产生了积极深刻的
影响。电影团认识到宣传这一事例的重要性，决
定如实地把它拍成一部纪录影片。影片是由吴
印咸主持拍摄的，徐肖冰协助。吴印咸在影片拍
摄前不久，刚刚参加过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

拍摄这部影片遇到的困难真是太多了。
最严重的困难就是没有电影底片。当时电影团
仅有几千英尺过期的 &,--柯达正片，能把正
片当底片代用吗？从胶片的性能来说是绝对不
能的，但是当时舍此没有别的出路，只能是被
“逼上梁山”走这条路了。吴印咸和徐肖冰运用
自己丰富的摄影经验，摸索出这批正片感光的
特性，在摄影技术上狠下工夫，尽可能减少正
片代用在性能上的缺陷，力求把正片用好，争
取达到尽可能好的摄影效果。实践表明，影片
拍出的效果，虽然人物肤色及质感上有些失
真，画面反差较大，层次少、出不来底片那样的
丰富色调，但是比预料的效果要好多了。其次
的大困难是影片的后期制作。它是用原始的方
法加工制作出来的。周从初同志在冲洗胶片和
印制样片工作中克服了许多困难。影片的洗印

制作，在缺乏现代水电条件的延安也是一大困
难，只能从延河里挑水洗片，以小摄影机印片，
用简陋的工具、原始的方法进行制片加工。拍
成的几千英尺胶片，要分切成 )%英尺长的小
段，一段一段地分开显影冲洗，并要保持洗出
的每段胶片的色调浓淡一致。一共有上百个
小段，这需要很大的耐心和细心。印片是用摄
影机代替印片机，把洗出的底片和未曝光的正
片合在一起，通过镜头在日光下曝光，这样印
出样片来。剪接也很不容易，&,--影片的画
幅很小，没有编辑机，连一块放大镜也没有，只
能用一面镜子，把阳光反射到影片上，透视画
面的内容进行选择镜头，确定影片的剪接点。
因此，要准确看清每个画面的内容和人的细微
动作，是要煞费眼力的。电影团没有录音设备，
影片配不上声音，我们又不甘心放映哑巴电
影，席珍等同志又开动脑筋，想办法从部队电
讯部门借来扩音器和手摇马达，从鲁艺音乐系
借来留声机，并请他们帮助选配了适合画面效
果的音乐唱片。放映时在现场用手摇小马达
带动扩音器，用留声机放音乐唱片，用小喇叭
当话筒播送音乐和解说词，放映时配合得十分
和谐。这种土法“有声电影”放映出的效果与真
的有声影片不相上下。

影片是由我编辑的，解说词也是我执笔
写的。我是在吴印咸拍摄意图的基础上进行
编辑的。他们拍摄的素材很丰富，生动感人。

我在编辑之前，先学习了党有关大生产运动
的文件，研究了他们拍摄的全部素材，考虑了
影片的编辑构思。把这些分散的素材构成一部
完整的影片，使其条理分明，主题思想尽可能
达到鲜明，并运用一定的表现形式。影片经过
编辑，内容结构大致是这样的：（一）荒凉的南
泥湾，部队在荆棘丛中进军，战士们风餐露宿，
备尝艰辛，在荒山野岭上开垦、播种；（二）发展
各种副业生产种植菜蔬，繁殖牲畜；（三）农闲
人不闲，战士们开挖窑洞，建筑房舍，修桥筑
路，便利交通运输，改变着荒凉的自然面貌；
（四）发展手工业生产，建设工厂作坊，烧炭造
纸，纺纱织布；制作服装，活跃经济；（五）丰收
的黄金季节，各种作物果实累累，丰产丰收，一
片喜人景象，如诗如画；（六）荒芜的南泥湾变
成了美丽富饶的陕北江南；战士们丰衣足食，
积极学文练武，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为打败日
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创造条件。

在影片拍完后，应吴印咸的要求，毛泽东
同志亲自为影片挥笔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
食”的题词。

影片在摄影上是很有艺术特色的。许多
场面虽然都是表现繁重的艰苦劳动，但却拍
得富于诗情画意。所拍的镜头大多内容精炼，
概括性强，选择的形象富有表现力，在画面构
图上相当精致考究，整部影片在抒情的格调
下洋溢着浓厚的田园气息，如部队向荒野进
军垦荒、放牧、秋收、练兵等场景，不但能给人
以精神鼓舞的力量，同时也给人以美的享受。

&'(*年 &月 )$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
了这部影片制成放映的消息，引起边区各界
的关注。重庆《新华日报》也及时转载了，在国
统区也产生了影响。影片首先在中央直属机
关放映。党中央领导同志都以极大的兴趣观
看了这部影片，对它倍加赞扬，认为终于看到
了“我们自己摄制的影片了”。我记得，在中央
大礼堂放映的那个晚上，影片放映后，观众都
散场了，可是周恩来同志没有走，他来到银幕
后面，看看我们是怎样配音的，亲切地向我们
问好，并热情地赞扬我们的土法“有声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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