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于本正近影

! ! ! !曾执导了 《日出》 《走出地平线》
《生死抉择》 等力作的电影导演于本正，
虽是白发苍苍，久经风雨，但当他听到自
己荣获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
时，依然激动万分，泪花闪烁。他对本报
记者说：“我听到获奖消息，非常激动，
历历往事像电影一般浮现出来，我想起了
很多事情很多人物……”

饱含热泪谢师恩

回首往事，这位 !"岁的老导演首先
讲述了自己的感恩经历。他说，他在上海
行知中学就读时就爱看小说，喜欢电影。
#$%&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首次设立导演系
对外招生，他就幸运地考上了。然而，由
于父亲过早去世，家境十分贫寒，他在学
校是靠每月 #&元钱的“奖学金”生活的。
每逢寒暑假，他这 #&元生活费就没有着
落了，连吃口饭都有困难。这时，电影学
校里有个生活老师颜碧丽，她在上海电影
界业务很出色，有些名导演都喜欢找她合
作，有“第一副导演”之称。颜老师悄悄
把他叫到办公室，拉开抽屉，里面总是放
着 #&元钱，对他说：“你过寒暑假了，拿
去'”说到这里，于导老泪纵横，泣不成
声。他说：“老师对我默默帮助，不求任
何回报。我只有好好学，才能报答老师培
养。”

于导说，在他从艺路上，最难忘的是
赵明、汤晓丹、汤化达等老导演对自己的
一路扶植，悉心培养。#$%"年，他毕业后
分配在海燕电影制片厂，就被担任导演系
主任的赵明导演借去任《年轻的一代》场
记，边记边学。他当时的人生目标是：
“#&年场记，(年助导，(年副导，)&年
后争取当导演。”

“文革”爆发虽有些耽误，但 #$!*

年重拍《渡江侦察记》时，于本正有幸跟
随汤晓丹导演拍戏。汤导对他很放手，使
他既当场记又当现场执行导演。汤导话语
不多，他要么点头说“可以”，要么摇头
说“不可以”。艺术感觉极准，使他悟出
不少道理，受益匪浅。汤导见他前后奔
跑，满头是汗，甚至主动提出要代他当场
记。在拍摄《难忘的战斗》时，他和汤导
吃住在一个房间。有一次，他修改剧本直
至深夜，蚊帐里突然伸进一只手来，说：
“小于，我有包牛肉干你垫垫饥。”这么一
个导演过《南征北战》《红日》《渡江侦察
记》等片的大导演，如此呵护提携新人，
使他深为感动。

于本正说，“老八路”出身的汤化达
则是另外一种风格。他在与于本正联合执
导《等到满山红叶时》，同住在一个船舱
房，每天总要在拍戏前夜找他深谈，话儿
滔滔不绝，直至你完全理解他的导演意
图。次日在拍摄现场，汤导则把现场“指
挥权”完全交给了他，对他既信任又放
心。

正是老导演们对他的悉心培养，使他
从场记开始起步，逐步走向导演岗位，从
#$+)年起，他开始独立执导影片《魂系蓝
天》 《飘泊奇遇》等，渐渐挑起了大梁。

尊重规律赞名家

于本正说，在他的导演生涯中，有两
部影片是他与两位名家大师合作的，一部
是根据著名作家艾芜的名著《南行记》改
编拍摄的电影《飘泊奇遇》，另一部是根
据戏剧大师曹禺的同名话剧改编拍摄的
《日出》，与这两位名家大师交往，使他真

正感受到什么是大家风范。
当导演后，于本正一直有个心愿，想

把《南行记》搬上银幕，因此，他一直把
《南行记》这本书带在身边随时翻阅。幸
运的是，#$+"年的一天，时任上影厂厂长
的徐桑楚把他叫去了，交给他的任务竟真
是让他导演《南行记》，而且任务是拍摄
一部宽银幕的重点彩色故事片，这让他既
感到有一种意外的惊喜，又深感肩上压力
之沉重，为此他忐忑不安，唯恐自己把大
作家的这部名著给拍砸了。

由此，于本正从上海来到成都，上门
拜访了艾芜。令他惊讶的是，这位大作家
生活十分简朴，连给他泡茶的搪瓷杯子都

是破损的。年近八旬的艾芜很热情，听完
来意，他爽朗地说：“你们大胆去拍。
《南行记》是小说，你们要根据电影的艺
术规律去拍！”当时，他就感受到这位老
人身上的大家风范，这番话，让他顿时对
所有的担心都释怀了。于是，他和编剧一
起，沿着艾芜当年的艰难足迹，在云南和
滇缅边境竟走了整整一个月，渐渐地豁然
开朗，终于找到了艾芜笔下漂泊者、盗马
贼等底层生活的感觉。

与曹禺大师合作也是巧合。当时，于
本正正在剪辑 《飘泊奇遇》，而孙道临正
好在剪辑根据曹禺名作拍摄的 《雷雨》。
他对孙道临说：“你为何不拍 《日出》？”

孙道临答：“可以考虑啊。”
但没想到的是，不久，上影厂真把拍

摄宽银幕彩色片《日出》的重任交给了自
己。在他看来，当时能给拍摄这类名著大
片的应该非谢晋、白沉、黄祖模等名导演
莫属。

于本正说：“是曹禺当时希望能找一
个青年导演来拍摄，这给了我一个机会，
有幸与另一位大师合作。曹禺与艾芜的超
脱不同的是，他老人家对剧组的关心真可
谓无微不至，选演员、定服饰等他都很关
心。但他对如何拍戏从不干预，只有赞
美，并通过赞美你来增强你的信心。《日
出》最大胆的改编是取消了幕后传来工人
们所唱的打夯歌，当时有人评论说，这打
夯歌象征着工人阶级，代表着进步力量，
但我觉得这歌声有些硬加，与整个剧作的
风格不统一。于是，我鼓足勇气把它删除
了。结果，没想到曹禺本人同意了，否
则，若是他本人反对的话，凭他的名望，
一定会掀起一场巨大风波。但曹禺大师尊
重的就是艺术规律，他和艾芜一样，对年
轻导演的宽容、爱护令人感动，当时，我
只有 *&多岁。”

关注现实重责任

在于本正执导的电影中，《走出地平
线》和《生死抉择》无疑都是颇有份量的
现实主义的力作。

对此，于本正说，当时他已出任上影
厂的厂长，沉重繁忙的行政工作使他决心
从此不再拍戏。但 #$$#年，他偶然间看
到了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在生死状上
按下的 #+个红手印，这一幕深深震撼了
他。#+ 位农民以“托孤”方式，不怕坐
牢，冒着危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
红手印，这些农民是在以生命来换得自己
的生存权利，由此也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
的序幕。他急切地找到对安徽农村生活熟
悉的编剧陆天明，请他写剧本。陆天明
问：“你大胆，你有背景吗？”于本正摇
摇头：“没有。”当时，他就感到自己有
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一定要把这 #+

位勇敢悲壮的中国农民形象搬上银幕。他
的强烈冲动感动了陆天明，两位艺术家一
拍即合，一部力作《走出地平线》由此诞
生。

于本正说，强烈的社会责任使他的关
注视野和艺术风格为之大变。他关注现实
生活尤其是老百姓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
偶然间，他读到了张平的长篇小说 《抉
择》，心潮澎湃，难以平静。腐败问题，这
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直至今天仍然是一
个社会热点。他下了决心，如拍电影，虽
然可以追求艺术性、可看性，但剧本的思
想深刻性决不能削弱。可以说，影片《生
死抉择》拍成后，其触及时弊的尖锐性在
当时是一个巨大突破，也融入了一个有强
烈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巨大的勇气，由于
题材太尖锐不敢拍板，这部戏的诞生经历
了漫长的等待。

所幸，反腐倡廉是党心民心所向，在
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和中纪委的关心下，《生
死抉择》终于通过了审片，影片公映后产
生了轰动效应，一些精彩台词甚至让影院
爆发出热烈掌声。

作为电影前辈，于本正最后感慨道：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有优势有传
统，在中国电影出现爆发式增长的当下，
我们应该多拍一些老百姓期待的电影，无
愧于伟大时代，无愧于这座城市。”

本报记者 俞亮鑫

于本正!回眸往事泪花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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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简介

! ! ! !于本正生于 !"#!年 $月! %"&'年毕业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导演系" !"&(年

参加天马电影制片厂 #年轻的一代$ 拍摄当场记! 之后进入上影% %")*年起任

导演! +")&年与汤晓丹合拍 &难忘的战斗$! %")"年和汤化达合导 &等到满山红

叶时$% %"$*年拍摄根据曹禺名剧改编的电影 &日出$ 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年拍摄电影 &紫红色的皇冠$ 获儿童少年电影童牛奖% %"$)年' %"$"年他

先后任上影厂副厂长' 厂长" %"",年执导 &走出地平线$ 获 (五个一工程) 奖%

%""*年执导 &信访办主任$ 获电影华表奖% ,---年执导 &生死抉择$ 获电影金

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杰出贡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