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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娱乐

《在前进的道路上》
（1950 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
兴。 影片借某铁路运输部门
为解决堵塞问题而产生的纠
纷，探讨了工厂管理的问题。
片中，何仲光认为车站重要物
资经常运不出去，是由于原来
的车场太小、设备太差，不符
合目前的需要。 而新来的干
部罗真通过到现场调查研究，
发现车站堵塞的主要原因是
调度程序太繁琐，于是改变工
作方法，最终解决了车站堵塞
的问题……尽管影片带有较
明显的说教色彩，人物塑造也
比较片面，但是敏感地抓住了
新中国建设初期所出现的问
题， 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
彩。

《创业》
（1974 年）

编
者
按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1947 年，白雪皑
皑的东北， 为了完成
支 援 解 放 战 争 的 任
务，工人梁日升、老侯
头正和工友们绞尽脑
汁， 为造出合格的桥
座和铆钉而努力。 他
们消解了总工程师的
不信任情绪， 克服了
工友中存在的消极懈
怠思想， 同心协力修
复了炼钢炉， 还想出
了用耐火砖代替白云
石的良方……春天来
了， 松花江水哗啦啦
地解冻，奔流向海，大
桥也终于修复了！

这是电影《桥》中
的情节。该片在新中国
成 立 前 夕 筹 拍 ， 于
1949 年“五·一”劳动
节上映，不仅是新中国
故事电影的奠基之作，
也是第一部在银幕上
正面描写中国工人阶
级为缔造新中国而努
力拼搏的电影作品。

广大文艺工作者
在 70 年的时间里，创
作了诸多以工人群体
为 主 人 公 的 影 视 作
品，将 70 年的岁月变
迁与不同时期的工人
形象紧密联系起来，
展 现 他 们 的 所 思 所
想， 积淀为时代洪流
中的光影记忆。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是
在战争炮火中诞生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东北
局正式接管了原日伪政权的“株式会社
满洲映画协会” (简称 “满映 ”)，开始筹建
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 几经辗
转，1946年10月1日，东影在兴山正式成
立。 创建之初的东影，身处战争环境，条
件极为艰苦。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东
影厂领导决定：“马上生产故事片， 鼓舞
全国人民的斗志。 ”同年8月，影片《桥》
剧组成立， 用一节坏了的火车车厢做办
公室，生个火炉取暖，大家挤在大通铺休
息。“剧本边拍边修改，胶片紧张，照明器
材也缺，有时不得不用闪光灯棒照明。摄
影机就是一台日本旧机器， 有时候只能
用手摇马达拍戏。”已故著名表演艺术家
陈强生前曾在接受《军营文化天地》杂志
采访时回忆说。 在拍摄“平炉出钢水”一
场戏时， 导演王滨要求拍出钢花四射的
效果，有人出招在铁包底下加点水，钢花
真的飞溅而出， 但一旁的摄影师却遭了
殃，火苗在棉衣上直蹿起来。因为不能停
机，旁边的人就拿着湿被子捂灭，很快，
第二个人身上也起火花了， 第三个人再
上去捂……这样才总算把镜头拍完了。

1949年5月1日，电影《桥》首映。 其
时，新中国还未正式成立，解放军在渡江
战役中刚刚解放了南京，开始向苏南、浙
东等地进军。《桥》所到之处，受到广大观
众、 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热烈欢
迎。 据陈强描述：“当时拍
摄条件差， 画面

有些发暗，声音也不是太清晰，但这个电
影很鼓舞人，可以说是仗打到哪里，这部
影片就放映到哪里， 剧组收到了许多工
厂送来的锦旗。 ”

《桥》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多个
“第一”：第一部故事片、第一部“写工农
兵，给工农兵看”的人民电影、第一部以
工人阶级为主人公的电影……新华社撰
文称其为：“第一部描写作为新社会的主
人翁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影片。 ”周恩来总
理在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上对影片主创表
示：“工人阶级登上舞台、 作为荧幕的主
人，你们这部戏是第一步！ 感谢你们，我
们有了自己的电影！ ”

《桥》是中国工人影像创作的开端，
也是第一个高潮。 此后近二十年间，《光
芒万丈》《高歌猛进》《女司机》《六号门》
《钢铁世家》《浪涛滚滚》等数十部作品涌
现。这些作品基本都有一个共性：展示新
中国成立后工人们积极投身工业建设的
拼搏精神， 情节多数围绕一个普通工人
展开， 讲述其在集体的帮扶下，认
识并修正自身错误， 最终
在岗位上发光发热。

� � � � 70 年光阴，各行各业，翻天覆地。
每一个时期，都有众多优秀的影视作品，将镜头对准辛勤耕耘的劳动者们。
他们也许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也并非什么名流巨擘，只是普普通通的平凡人，却是每个时代的真实缩影。
从今天起，本版将以影视为载体，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体现各行各业专业特色和历史使命的代表性作品，不

定期推出相关专题，以此侧面展现 70 年来各领域的发展进步以及从业者的生活与精神面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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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流行红裙子》
人性化展现
劳模的爱美之心

从1966年至1976年， 中国经历了文
化大革命。 这一时期，虽然有《火红的年
代》《高铁巨人》《第二个春天》《沸腾的群
山》《新风歌》等工人题材电影，但受社会
大环境影响， 片中的工人形象出现了公
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普遍缺少温暖的、
有说服力的细节和人性化的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社会经济蒸
蒸日上，人们的思想也得到解放，银幕
上的工人个体形象开始绽放光彩。 1982
年，由蒋子龙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赤
橙黄绿青蓝紫》令人眼前一亮。 该片由
姜树森执导，汇聚了方舒、张甲田、姜黎
黎、任伟民等一批当时炙手可热的电影
明星。

故事发生在1980年夏
天，钢厂运输队司机刘思佳
（张甲田饰）、何顺在厂门口
经营了一个小煎饼摊，每天
生意兴隆。 厂党委书记祝同
康对此很是头疼恼火，他将
年轻女干部解净（方舒饰）
下派到车队指导工作。 解净
刚入车队， 处处水土不服，
之后她学抽烟、 学开车，与
刘思佳等人“打得火热”，努
力了解和融入车队集体，最
终通过和刘思佳一起抢救

油罐车的壮举， 赢得了大家的认可，也
启发祝书记改变了对年轻工人的刻板
印象。

《赤橙黄绿青蓝紫》 反映了改革开
放之初人们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
的转变，比如“工人在工厂门前搞副业”
的情节就是当时社会上颇具争议的“新
鲜事物”。“刘思佳”饰演者张甲田曾经
回忆：“原本我根本不会摊煎饼，为了这
戏，我去了趟天津，去小吃街偷师学艺，
后来还特地到一个老师傅的摊位学习
了几天，真正是下了一番苦功夫。 ”

在影片中， 方舒与张甲田的对手戏
贯穿始终，其中那场“救火”的重头戏是
两个角色由针锋相对变成真正战友的
关键，惊险刺激的场面也为观众所津津
乐道。 张甲田揭秘这场戏的拍摄过程：

“救火那场戏拍得很辛苦。 画面上，方舒
握方向盘开车，我站在踏板上，身后就
是着火的油罐。 当时也没多少拍摄经
验，一场戏下来，我后背的皮肤全被火
燎出大片的泡，非常痛，后来半个多月
只能一直趴着睡觉。 ”

片末，祝书记感慨道：“这帮小青年
虽然不像期望的那么好 但也不像想象
的那么坏。 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闪
光的东西，作为领导要理解他们的心理
才对呀。 ”这也正是导演姜树森想表达
的观点：“每一个时代都有年轻人，每一
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
如今的80后、90后如此， 上世界80年代
的年轻人也是如此。 ”片中的解净原本
是个经历单纯、 一腔热血的年轻女干
部，因此被称为“单颜色”的人，然而通
过跟刘思佳、何顺等人接触后，她不仅
理解了这些“抽烟喝酒毛病多多”的同
事， 还醒悟到如何正确对待人生和爱
情，成为一个“全颜色”的人。 这也
正是《赤橙黄绿青蓝紫》
这个片名的含义。

《赤橙黄绿青蓝紫》
从小煎饼摊折射开放精神

①《新中国电影的绚
丽开篇———电影艺术家
陈强忆故事片<桥>的拍
摄》

②《赵静口述：努力
追求人物的真、善、美》

③《齐兴家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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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纷飞中铸就“N 个第一”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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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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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赤橙黄绿青蓝紫》是
从观念的角度给工人们“松绑”，那
么1984年拍摄的影片《街上流行红
裙子》， 则是为工人们的爱美之心
发声，并且大胆地探讨了新时代工
人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对待“劳模”
这一身份和荣誉的问题。该片号称

“我国第一部时装片”，讲述了纺织
厂女工陶星儿（赵静饰）因享受了
社会和工厂对劳模的优待，而遭到
工友们的误解。陶星儿自己也受困
于“劳模”这一身份，行为举止处处
考虑“影响”，就连心爱的红裙子也
不敢穿。最终，在工友的鼓励下，陶
星儿毅然穿起了红裙子，在公园上
演“斩裙”一幕，解放了爱美的天
性，展现了真实的自我。

影片中“斩裙”一幕，成为很多
观众心中的经典画面：身材姣好的
陶星儿穿着靓丽的红裙，鼓起勇气
走在众目睽睽的人墙间，与五颜六
色的各式裙衫大胆比美，终于把其
他美衫美裙“斩”得落花流水……
这段画面被导演处理成慢镜头效
果，裙裾蹁跹，令人心神荡漾。 陶星
儿饰演者赵静在《赵静口述：努力
追求人物的真、善、美》一文中回忆
过这场经典戏份：“摄影师张松平
在拍这段戏时，就跟我们说‘你们
走你们的’，一点儿也不限制我们。
我们就来回地走，他一直扛着摄影
机跟着我们拍，最后，那种裙摆飘
逸的感觉全都收录在他的镜头
里。 ”

为了体现出画面的美感，导演
齐兴家选择了高速拍摄：“一边拍
我一边心疼啊，这胶片几倍地往里
进啊， 但是出来的效果真好看，我
就要展示展示美。 ”至于片中那条
迷倒众人的红裙子，齐兴家也是煞
费苦心，他曾在《电影文学》杂志回
忆说：“我三次派服装员到深圳蛇
口买港台流行的衣服，还让人穿着
它们到公园、 南京路试着走走，一
些男同志就拿着照相机跟在后面
看有没有人关注。 回头率很少，于
是又到深圳蛇口买服装，再一试还
是不行。 最后，女主角穿那个红裙
子是在上海服装研究所做的，真的
是在街上检验过回头率很高，才拍
板定下的。 ”

至于“斩裙”一词的来历，则源
于当时上海社会的风潮 。“所谓

‘斩’，其实就是‘比’。 这在当时的
上海很流行，比如‘斩英语’，就是
到英语角说英语，很多外国人也在
那里‘斩’。 女孩子之间也互相较
劲，做了一件漂亮的衣服都得去公
园斩一把。”来到上海拍戏，让齐兴
家切切实实地感觉到时代不同了：

“尤其到了纺织厂， 才知道上海的
姑娘真是最爱美的。厂门口出入的
女工，一个比一个漂亮，他们上工
把工作服一换， 踏踏实实工作，下
班了工作服一脱，又穿得漂漂亮亮
地走了……你根本看不出来她就
是普通的纺织女工。 ”

赵静也回忆：“以前中国人大
多只穿‘黑蓝灰’，电影上映时改革
开放有五年了，可思想禁锢的人还
是不少。 但在上海，大街上年轻人
的服饰已是五颜六色，时尚而美丽
的事物在人们心中滋生发芽了。 ”
除了服饰，工人生活里还出现了各
种小资情调的场景，这些也被齐兴
家拍到了电影中：“那时候已经开
始流行在咖啡馆里喝咖啡了，只要
找着了和电影吻合的地方，上海到
处是（可以取的）景。 ”

不过，相比“红裙子 ”这样外
化的元素，《街上流行红裙子》最
重要的意义还是塑造了一个外表
美丽且灵魂真实的劳模形象，这也
是赵静觉得影片最值得称道的地
方：“陶星儿是个劳模， 但归根结
底还是个年轻的女人。 女人都是
爱美的，‘劳模’ 的荣誉并不应该
成为她追求美的束缚。 这部影片
提醒人们，对劳模的概念不能停留
在固有的模式上。 劳模不是不能
犯错、没有瑕疵的，劳模首先是一
个真实的人。 ”

片海拾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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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
07 年

行业影像 之
工人篇（上）

特技人员在为电影《桥》搭制拍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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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的姜黎黎（左）和方舒

赵静饰演陶星儿

《创业》讲述了石油工人
周挺杉带领大家艰苦创业，
为国家拿下了大面积高质量
油田的故事。 影片场面宏大，
工人阶级的豪情壮志被表现
得十分充分， 是工业题材影
片中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瞧这一家子》
（1979 年）

1979 年，全国各行各业
开始大踏步奔“四化”。《瞧这
一家子》以轻松的喜剧风格，
讲述了小人物在工业生产中
进行技术革新的故事： 老胡
是毛纺厂车间主任， 他的女
儿嘉英和他的徒弟郁林相
爱，两人一起搞技术革新，用

“光电探纬仪” 代替手工作
业， 却遭到思想保守的老胡
的反对……影片在嬉笑怒骂
中， 生动地揭示出新时期人
们的不同思想风貌。

《都市里的村庄》
（1982 年）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国
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期，一批
又一批的青年开始从乡村进
入城市，成为工业建设的主力
军。《都市里的村庄》主人公是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造船厂电
焊女工、 劳动模范丁小亚，她
与曾经是工读生的男青工杜
海相互扶持，逐渐产生了真挚
的感情。影片展现了一批青年
工人在时代变革中的个人心
路历程，涉及了当代年轻工人
在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真
实地表现了他们的快乐和苦
恼、追求和向往。

《血，总是热的》
（1983 年）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改革
家的故事。 1979 年春，新任
江南市凤凰印染厂厂长罗心
刚决定更新产品， 恢复传统
工艺。 然而，他的新方案刚开
始实施， 各种阻力就纷至沓
来。 在全厂职工大会上，罗厂
长立誓：“我们要用鲜血做润
滑剂， 使锈死的机器转动起
来。 无论如何， 血， 总是热
的。 ”影片展现了一个改革家
在变革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朝
气蓬勃的精神状态和旺盛的
斗志，人物形象有血有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