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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遂自荐踏入门
上世纪，申城电影院都有称之为“眼

睛”的海报专栏，小至四平方米，大至二十
四平方米，都是手绘而成，人见人爱。计划
经济时期，电影海报是唯一的“广告”，一枝
独秀。直到国际饭店顶端出现“日立牌”广
告，商业广告渐渐取而代之夺人眼球，影院
门口的电影广告才渐渐只能孤芳自赏了。
在西方，影院门口张贴的海报都是印

刷品，因此他们没有专职美工。而在我国，
有一支庞大的影院美工队伍。这是特殊年
代的产物。好莱坞电影随着新中国诞生而
销声匿迹，影院门口广告成了“无米之炊”。
受国力和技术制约，加上西方一些国家的
封锁，手绘电影海报应运而生。社会上能写
善画者渐渐形成了数以百计的专业队伍。
我从小喜爱画画、喜欢电影。踏进这一

行，是我二十岁那年，正逢建国十周年。
我住在闸北区，那天，经过芷江西路，

看到新建的星火电影院已经落成了。我之
前零零星星地做一些小工，业余画画，此时
突然想到，这不是一个将兴趣与职业相结
合的好机会么？初生牛犊不怕虎，第二天我
就带着自己的作品，跑到了区文化局，提出
请求：我想进电影院做美工！说起来，我也
只是抱着“瞎试试”的态度，没想到，一个礼
拜后就接到了通知：去文化科领通知，去电
影院报到吧！
面对这样一份可以实现梦想的工作，我

欣喜若狂，根本不在乎条件（先是作为临时
工，工资九角一天），废寝忘食地就投入了工
作。我的努力换来了转正的机会，但又经历
了一波三折的考验：一是政审关，二是淘汰
关，三是取代关，关关命悬一线。最后二选一
时，一位基本功比我扎实的应聘者因海外关
系被淘汰，我才成为幸运儿留下来。

但想就此稳坐钓鱼台也绝非易事：影
院是党的舆论工具，“咽喉”，美工手中的一
支笔，非同小可。为了做好这个工作，我三
更灯火五更鸡地笔耕苦读，以至于把眼睛
都画坏了，成了“独眼龙”。
我画的第一张电影海报，是赵丹女儿

赵青主演的国庆十周年献礼片《宝莲灯》。
当时是由片方提供海报，各个影院的美工
摹画。由于是第一次，画了好几天，画好之
后，简直舍不得拿出去贴着任它风吹雨
淋———手绘电影海报毕竟是“短命艺术”，
一张海报的寿命，也就在一个礼拜，等下一
部电影上映，就得把前一张海报撕掉。条件
所限，张贴只能用浆糊死死粘在墙上，所
以，海报撕掉，也就等于毁了。为此，我动了
不少脑筋，比如，只粘四个角，或者用东西
压住，无奈都无法起到固定的作用，最后，
不得不狠狠心，在海报背面刷上浆糊……
这样的纠结与阵痛伴随我好几年。四

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亲手撕掉那费心劳
血画就的电影海报，足有三千张之多。后来
尽管用相机拍了一些，也复制再创作了一
些，终究还是弥补不了遗憾。

! ! ! !画得多了，我越来越不满意“摹画”。在我
看来，有些海报，画得真不咋地。更主要的，是
我创作的心，动了；创作的手，痒痒了。

我创作的第一张电影海报，是上世纪六
十年代初的英国故事片《巴格达窃贼》。画稿
只有 !"#开那么小。这个“乳臭未干”的处女
作，我珍藏了五十多年，今天看来，无论海报
语言还是绘画元素，都称得上无懈可击。反复
欣赏自己的作品，我再也按捺不住创作欲望，
一发不可收地画了许多小稿：《侦察兵》、《基
徒山恩仇记》、《滴水观音》、《沙器》、《竹》……
我的创作，也得到了影院的认可，从此，影院
的墙上，贴出来的，是我的“原创作品”。每每
贴画，都会引来许多观众的“围观”，他们评头
论足之时，就是我最享受的时光。
然而，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忠诚与执着常

常被误读，直至被压制与愚弄。沪上一家影院因
《多瑙河之波》女主角画成袒胸露背，遭报纸点

名批判，由此引起不大不小的“地震”。到了“文
化大革命”初期，因率真指权雄，一夜间我成了
“现行反革命”。我手绘的苏联故事片《攻克柏
林》海报被误读，无端扣上“为法西斯招魂”大帽
子，惊动市公安局，又是拍照又是取证……
粉碎“四人帮”，余波仍未平。我的作品再

次被误读，并革职降薪。我呕心沥血创作的日
本故事片《吟公主》，曾受到著名油画家方世聪
点赞，说画中一块绿颜色用得“即大胆又独特，
很是不容易”。如此一幅优秀作品，却被扣上
“黄色有毒”之罪名，展出第一天，便从人民公
园展厅中撤下。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吟公
主》被南下的北京同行一眼看中，聪明的北京
人以“学术批判”的名义将作品带回北京，最后
在“北京上海电影宣传画联展”中亮相，后来由
知识出版社连同我的另一幅作品《春雨萧萧》
一起收编入书，雄辩地印证了一句名言：是金
子总会发光的。

! ! ! !手绘电影海报在电影制片厂也曾风生水
起。上影、北影、长影等名厂在上世纪五十年末
六十年代初，曾邀请知名画家为新片设计并手
绘海报，程十发、廖炯焕、黄胃、徐达等都曾经
激情挥毫于方寸之间：《林则徐》、《甲午风云》、
《阿娜尔汉》、《女理发师》……众多出自大师之
手的作品至今令人难忘。而如今，影院美工异
军突起。自我们这批人起，彻底改变了申城手
绘电影海报水平滞后的局面。沪西电影院的徐
维豹、曹杨电影院的董培盛加上我，人称“三剑
客”。领头羊效益产生，美工抱成团，互帮互学。
影院美工受到了制片厂的关注与青睐。上

影厂找影院美工汤义勇参与设计电影海报。电
影的美工不服气了。怎么办？大家纸上见高低，
作品分高下。双方拿出作品来，一场“比稿”之
后，对方哑口无言，甘拜下风，选择主动退出。
毕竟，电影美工擅长的领域不是平面设计。厂
方干脆“人才引进”，邀请了包括我在内的三四
个美工组成一个团队。如此这般，上影厂的海
报成了“风景这边独好”。
过去是自己搞创作，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如今正式受人委托约稿，创作空间与自由度要
小了许多，想要游韧于方寸之间，并非易事。看
剧本、观毛片（无声）后创作，再从至少二人小
稿（每人两幅）中选定一幅修改充实画成正稿，
方才能送北京印发全国。

比较难忘的，有两部影片。
导演胡立德原是大导演谢晋的副导演。

《血战落魂桥》是他独立导演的一部剿匪枪战
片，因此他对该片海报设计寄予了厚望，特地
设宴款待我。一个导演请一个美工吃饭，当时
真可谓是破天荒啊！我也没有辜负他，很快，一
幅主题鲜明、形式独到、手法多样的作品呈现
在胡导眼前，如释重负后的他传递出喜悦眼
神，我会神地回敬一笑。后来比稿时，这幅画果
然无悬念地获得了胜利。
潇湘电影制片厂导演胡冰拍摄了新片《跨

界大劫案》，可是找不到称心的美工。无奈之
下，专程到此时已名声在外的上影厂搬救兵。
上影厂找我去。无巧不成书，之前我曾在华东
六省一市展中获奖，而获奖作品《一个女演员
的梦》，正是胡导的作品。原本一脸忧愁的他立
马喜上眉梢。可出乎我意料的是，之后交到我
手中的一大叠剧照，却都效果不佳，没有一张
可以派上用场！一时间我慌了手脚。苦心冥想
之后，我决定来个“无影造西墙”———抛开剧
照，以角色的身段，自行构图、设计。一幅强悍
的卫士形象以及充满枪战片那暗流涌动的气
氛的作品呈现在胡导眼前，他十分满意。

此外，《快乐的单身汉》、《不是冤家不碰
头》《月亮湾的风波》、《天朝国库之谜》、《偷拍
的录像带》等电影海报，都出自我手。

! ! ! !近日，由 !$位影院老美工师创作的
抗战片手绘海报展举办了。我因故未能参
与，但作为见证中国手绘电影海报四十年
历史的老美工，愿意来谈谈手绘电影海报
这坛芬芳四溢、醉人心田的老酒!!

! ! ! !电影海报成败关键在创意设计。要有夺人
眼球的形式和画面效果，必须要有不走寻常路
的智慧与勇气。我画了不少“出格”然而效果奇
佳的作品：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和《菊豆》，
用寓意手法渲染影片主题：一件破旧红色绒绒
衫，一只女人渴望之手；《一个女演员的梦》偶
然间将小稿一倒，便倒出新与奇；轴心构图是
大忌，一般都要回避，而根据影片主题，《人世
间》《兰陵王》均运用轴心构图法……

!%$#年第二届上海电影海报创作展，主
办方要求我画一幅《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影
史上的经典之作，如何推陈出新，颇费脑筋。我
画了第一稿，不满意；第二稿，又丢弃了。反复
思考下，我想到了木刻：木刻的线条笔力扎实
深切，恰能将旧社会妇女哀愁的冤魂勾勒铭刻
于历史之中。背景则用切题的滚滚江水，右上
角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
流”，请沪上知名书法家吴建贤来题写。当这幅
作品在人民公园展出时，孙道临驻足欣赏久久
不愿离去，说了四个字：“浑厚、深沉。”
这些作品均被列入示范教材。
上海电影海报创作展从 !%$$年开始一直

持续到 !%%%年的第八届，全国而言，十分罕
见。!%%%年是创作展最后一届，同时也是我的
退休之年。我四十年之久的从业经历，业内堪
称唯一。四十年，我由小学学历而成为高级美
术师，从一介布衣成为“英才奖”得主，从草根
画家成为手绘电影海报个展全国第一人……

退休后第一天第一件事，便是整理保存
下来的手绘海报作品。正如前文所说的，大多
数海报，都随着时光撕去；其中还有一幅，是
“忍痛割爱”，送给朋友的———那是一幅《渡江
侦察记》。这个朋友曾是我的学生，后来被评
为“中国旅法十大画家”，在拍摄介绍他的影

片时，要追溯他的创作来路，于是来看看他的
启蒙老师。他看到了我的作品，爱不释手，最
后，这幅我自己也十分喜爱的《渡江侦察记》，
连同一幅肖像油画，一起送给了他。
如今我手头保留的，有的是参加历届大展

的作品，有的是我自己实在喜欢、从而又翻画
一幅的作品，还有的则是贴在四平方米的电影
橱窗里的小海报。算一算，有六十多幅。跟我画
过的三千幅的数字相比，可算沧海一粟；然而
在业内而言，可说极为难得。我花了近一年时
间修复、装裱，于 &'(!年 )月，在上海影城举
办了“郭顺智从影 *( 年电影海报创作展”。
&(()年元旦，中国电影百年之际，个展又在我
故乡江苏省兴化市郑板桥纪念馆隆重开幕。
世纪绝唱的大幕一次次冉冉升起，又一次

次徐徐落下。随着电脑取代手绘，一代人辉煌
已到此结束。&((!年，美工圈内的老朋友们曾
设想搞一届电脑制作的海报大展，终因诸多因
素，尤其支撑手绘电影海报这片天的队伍不复
存在而流产了……然而，电脑时代，复制粘贴
方便，近年更出现了为人诟病的“抄袭风”，令
人叹息。殊不知，创意设计过去绘画技巧代替
不了，今天电脑同样代替不了。
去年，沪上已退休的美工精英们策划用手

绘形式，重新创作抗战故事片海报，以此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周年。无奈，我因患上黄斑变性，看不了，写
不了，更画不了。对我这个视画为生命的人而
言，未免太残酷了。如今这个画展已经正式展
出了，遗憾与祝贺之余，我仍然对手绘海报情
有独钟。换个角度想，这也许是上苍的一种眷
顾方式：“你太累了，该歇歇了。”画不了，就零
距离凭感觉艰难地爬格子，以此为梦想点赞，
为青春写照，为岁月留痕，为历史注脚……

呕心创作起风波

!无影造墙"风景好

老骥伏枥办个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