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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11 月， 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
并着手拍摄一部农村题材故事片。 出身于
陕、晋地区文工团的电影编剧孙谦，根据自
己熟悉的生活经历，创作出了乡村题材剧本
《农家乐》，讲述退伍军人张国宝，回到家乡
杜家庄，和未婚妻拉英一起，带领全村乡民，
依赖党的领导和先进科技，改变旧有的落后
生产方式，赢得良棉大丰收的故事。

著名演员仲星火， 当时还是一个 26 岁
的小伙子，导演张客却安排他饰演片中的村
长。虽然戏份不多，但仲星火做事认真，为了
尽快进入角色，来到西陶漳村第二天，他就
和村长刘志芳混熟了。 春天，村里的农业生
产、 拥军优属以及村民纠纷等事情比较多，
刘村长整天忙得团团转。仲星火一连跟了村
长三天，一边观摩村长的一举一动，一边熟
悉村里的生产形势和当地的风土民情。

电影开拍前，仲星火根据观察，自己为
角色设计了形象：头戴新毡帽，身穿便式衣
裤，手拿一杆旱烟袋……除了贴身内衣是自
己的，所有的服饰、道具都是从村民那里借
来的，这“就地取材”的装扮得到了导演张客
的肯定。

饰演“拉英”的女演员秦怡，20 多岁，个
子高挑，皮肤白皙，长得特别水灵，是电影界
的当红明星。当时，农村的卫生条件差，村长
便把从大上海来的女演员们，统一安排到村
里最阔气的四合院—————丁香庭院居住。

入住不久，女演员们就发现，走在街上，
乡亲们总是躲得远远的，三三两两地在一起
嘀咕什么，也不跟她们说话。 追问之下才知
道，乡民觉得电影女演员洋气，和庄稼人不
是同类人，所以敬而远之。听闻此言，秦怡们
果断离开丁香庭院，搬入农户家，和乡亲们
同吃同住。

多年后，西陶漳村的老人在接受《烟台
日报》记者采访时回忆，秦怡不仅每天都帮
房东打扫卫生、挑水做饭、干农活，还跟年龄
相仿的村妇女主任于秀花结成了对子，每天
形影不离，一个推一个拉，用木轮车运石头
上山，齐声唱山东小调。 秦怡还跟这位姐妹
学会了烧土灶、挑麦秸、收割高粱等农活；闲
暇时，学会了绣荷包、纳鞋底、剪窗花等农妇
手艺；两人还一起包饺子，包出了多种花样：
蝴蝶状、腰鼓状、扇子状……把男演员张伐、
仲星火们吃得合不拢嘴。

一个多月下来，再也没有乡民把秦怡当
做高高在上的女明星，她本人也仿佛变了个
人———一身土布袄站在镜头前，活
脱脱一个村姑形象。

拍摄过程中，不

少西陶漳村的乡民们当上了群众演员，连村
里饲养的牛、羊、猪、狗也上了银幕：村民于
志川土改时分到的大黄牛，成了电影里“张
老五”的“老伙计”；李志老人的大黑狗，成
了地主“杜天成”的“跟屁虫”……就连西陶
漳村的街巷、民居、庙宇、石磨、辘轳水井等
村景，犁具、双脚耧、驴车、马车、木轮车等
用具，都成了戏中的原生态道具。 整个西淘
漳村变成了《农家乐》剧组的大影棚，真可谓
是“乡村地里长出来的乡村戏”。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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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乐》

深入乡村大影棚

拍出浓浓乡土味

从《农家乐》之后，到
1966 年文革前夕， 中国影
视工作者们一直把农村题
材作为重点， 在不同历史
时期都有相应的代表作呈
现在银幕上： 新中国成立
初 期 的 电 影 《白 毛 女》
（1951 年）、《葡萄熟了的时
候》（1951 年）， “大跃进”
时期的电影 《五朵金花》
（1959 年）、《我们村里的年
轻人》（1959 年 ），“农村合
作化”时期的电影《花好月
圆》（1958 年 ）、《李双双》
（1962 年 ） ……可以说，新
中国“十七年”时期电影中
呈现的农村景观和农民形
象， 是当时中国农村社会
的缩影。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
下苦功花不开。 幸福不会
从天降， 社会主义等不来
……”1959 年，由著名导演
苏里执导，马烽担任编剧，
李亚林、梁音、金迪主演的
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红遍大江南北， 顺道带红
了片中的插曲《幸福不会
从天降》。 片中北方山村孔
家庄， 祖祖辈辈饱受缺水

的困扰， 复员军人高占武
和能工巧匠曹茂林、 回乡
女青年孔淑贞和同学李克
明一边努力开山引水 ，一
边感受到爱情的萌动，这
个“三男追一女”的多角恋
故事， 在当时的影片中实
属罕见。

该片开拍之时并未受
到特别重视， 靠长春电影
制片厂内积压的、 即将报
废的苏联产彩色胶片拍摄
而成。 全组没有一个知名
演员，饰演“高占武”的李
亚林之前塑造的多是反面
人物，饰演“孔淑贞”的金
迪是刚刚调入长影的小姑
娘，进厂第五天，来不及试
装、试镜，就直接赶往山西
汾阳外景地， 和全剧组一
起住进当地一座破庙。

作为上海姑娘 ，金迪
的日常打扮潮流又洋气 ，
但为了塑造好“孔淑贞 ”
这个农村姑娘 ，导演苏里
毫不留情地命令她脱下
城里时髦的“布拉吉 ”连
衣裙，换上农村姑娘标志
性的小褂长裤，不管是拍
不拍戏，都不许脱下“农
村装”。

金迪曾在多个场合回
忆：“一开始， 我还刷刷眼
睫毛， 演高占武的李亚林
直接就凶我了：‘你给我擦
掉， 哪有农村姑娘擦睫毛
的？ ’。 ”慢慢地，金迪跟农
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逐渐
走进了角色， 片中有一场
戏讲到淑贞在抢干打炮眼
重活时，险酿大祸，幸为高
占武及时救助。“那会儿也
没有替身，开山放炮的戏，
我腰上系根绳子被倒悬
在岩壁上，一天拍下

来， 胳膊肘和膝盖骨蹭啊
撞啊， 皮肉和鲜血全都粘
在了衣服上。 ”金迪说。

尽管辛苦， 演员们还
是为当地群众的乐观精神
深深感动。 饰演“王二狗”
的演员孙羽回忆当年深入
生活的情景：“给我印象最
深的是， 几乎所有的农民
到晚间收工时都唱着山西
小曲，虽然劳累，但还是非
常乐观。 ”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
1959 年国庆前夕 ，《我们
村里的年轻人》上映，好评
如潮。“没想到那么轰动，
那会儿全国出现了很多
‘高占武班’‘孔淑贞班’，
还有日本观众给我来信 ，
把当地报纸上的‘孔淑贞’
剪下来寄给我。 ” 金迪感
叹。

1963 年，《我们村里
的年轻人》摄制组原班人
马完成续集拍摄，上映后
再 次 获 得 巨 大 成 功 ， 续
集里的插曲 《人说山西
好风光》 也成为传唱一
时的金曲 ：“人说山西好
风光， 地肥水美五谷香 。
左手一指太行山 ，右手一
指是吕梁……”

如同《我们村里的年
轻人》描绘的那样，大多数
“十七年 ” 农村题材电影
中， 所反映的乡村充满明
亮的色彩、 欢快的生活场
景、乐观向上的农民形象。
这一时期的电影摆脱了说
教口吻， 回归到平凡质朴
的日常生活， 充满
了人性的光辉。

开篇
第一作【 】
《农家乐》
扎根田间地头，
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呈现时代风貌，
塑造乐观向上农民形象

“农村三部曲”
关注乡村变化，越贴近老乡掌声越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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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社会动荡，农村题材的影
视剧创作也陷入了萧条。 1979 年底，《人
民日报》 发文讨论农村题材电影偏少的
问题， 立马引起各电影厂的重视 。 从
1981 年至 1985 年， 珠江电影制片厂的
金牌导演胡炳榴推出了大名鼎鼎的“田
园三部曲”《乡情》《乡音》《乡民》， 引起
轰动。

几乎在“田园三部曲”启动的同时，
黄浦江畔山东籍的导演赵焕章也向上海
电影制片厂推荐了同籍编剧辛显令的剧
本《喜盈门》：“我对厂里说，有一个关于
农村家庭纠纷的戏很好， 厂里马上要我
把本子拿来，几个领导一看，都觉得基础
很好。 ”

一南一北， 不谋而合， 可见上世纪
80 年代初， 农村题材电影一扫阴霾、迎
风见长的局面。

这一时期， 社会的话语重心之一是
农村的经济改革，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
向来自给自足的农村在人际关系方面也
出现了新动向， 农村家庭内部的争端一
时成为社会焦点。《喜盈门》以北方农村

家庭婆媳争端为切口， 探讨了传统伦理
道德特别是尊老爱幼、赡养老人的意识，
在经济改革年代的农村被忽视的问题，
上映之后大受欢迎。

据《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电影
卷》 记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喜盈
门》 发行各种规格拷贝达 4000 多个，观
众达 1.7 亿人次， 创造了新中国影片观
众人数最多的纪录。 ”

赵焕章对《上海采风月刊》 记者回
忆：“那时各个厂都有个传统， 就是影片
完成后要有答谢放映， 我们带着留厂拷
贝巡回演出似地一级级往下跑。 因为是
上影拍的，就先在上海放，全场观众的笑
声我都数得清楚，应该是四五十次；后来
到了济南，观众的笑声是七八十次；再到
烟台， 笑声达到一百多次； 到了县城平
度， 笑声是一百二三十次； 真正到了农
村，笑声是一百七八十次了。 我就感慨，
这样的影片越靠近农村，越靠近农民，越
靠近家乡，掌声和笑声就越多，因为这些
老乡真正懂得片子里的故事和细节。 ”

而后 4 年里， 赵焕章又导演了脍炙

人口的农村片《咱们的牛百岁》和《咱们
的退伍兵》。 这两部影片与先前的《喜盈
门》合称为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三
部曲”荣获的金鸡、百花等重量级电影奖
项有 10 个之多，为赵焕章的电影艺术生
涯带来了辉煌。 1988 年，赵焕章荣膺“新
时期全国影视十佳导演”称号。

谈到为何在短短的五六年中能取得
如此傲人的成绩，赵焕章表示，“生活是创
作的源泉” 的创作理念让他尝足了甜头：
“我最喜欢和那些生活底子深厚的作者合
作，最反对那些脱离生活的胡编乱造。 ”

紧跟时代，是赵焕章的另一窍门。 他
认为，《喜盈门》 写的是实行农业生产责
任制初期的农村生活， 侧重表现家庭伦
理道德；《咱们的牛百岁》 写了农业承包
责任制初期联产到组时的那段生活，表
现乡亲之间的互助友爱；而《咱们的退伍
兵》 则涉及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如
何进行商品化生产的问题：“归根结底，
我欣喜地看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
农村改革带来的显著变化， 我要尽快地
反映它们。 ”

该 片 是
东 北 电 影 制
片 厂 出 品 的
剧情电影，由
王滨、水华执导，田华、陈强、胡朋、张
守维、李百万、李壬林等主演。 影片讲
述佃农杨白劳之女喜儿被地主黄世仁
霸占后，逃进深山丛林，头发全变白，
后来被青梅竹马的进步青年王大春解
救的故事。

该片带有那个时代鲜明的“为政治
服务”的痕迹，通过艺术手法说明了推
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必要性与合理
性，印证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
把鬼变成人”的道理，有力地配合了当
时的解放全中国、土地改革运动。

《白毛女》
（1951 年）

《农奴》 （1963 年）

该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讲
述了西藏农奴强巴在民主改革前被
农奴主欺压剥削的悲惨生活，以及他
们与解放军共同粉碎反动集团叛乱
的故事。

该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
很好，达到了统一与和谐，人物鲜明，
结构严谨，情节紧凑动人，生活气息
浓厚，整个影片闪耀着强烈的革命时
代精神的光辉，使观众接受了一次阶
级斗争的深刻教育。 影片在描写强巴
的受难、反抗、解放斗争的过程中，揭
露了旧西藏农奴制的罪恶本质，歌颂
了广大农奴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艳阳天》
（1973 年）

该 片 根
据 浩 然 的 同
名小说改编，
由林农导演，
张 连 文 、 严
飞、 张明子、
邵万林、浦克
主演。 影片讲
述 1956 年秋天， 东山坞农业合作社
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民兵排长萧长
春从县里集训回来，碰上马之悦等人
赶着大车拉着行李外出跑买卖，萧长
春对这种放弃生产自救、盲目外流的
做法非常气愤，硬是把人和大车截了
回来，带领广大群众生产自救。 麦子
丰收后，在分红问题上，众人又展开
斗争。

电影带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
治色彩， 阶级斗争成为片子的主旋
律。 但在影视作品凋敝的文革期间，
这部作品依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月亮湾的笑声》（1981 年）

该片由徐苏灵执导的喜剧片，张
雁、仲星火等人出演，影片围绕老农
民冒富十年动乱时期的遭遇和生活
变化， 从一个侧面描写人的命运、人
的感情，以喜剧的形式揭露和控诉了

“四人帮” 破坏农村经济政策和国计
民生的累累罪行，歌颂了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在农村全面落实政策，拨
乱反正后农村生活的新气象，群众走
共同富裕道路的美好情景。

该片改编自作家路遥的同名小
说， 真实地记录了 20 世纪 80 年代
特定的中国国情，镜头聚集陕北黄土
地、 曲折的山路以及贫瘠的山村，以
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故事和人生
选择， 触动了时代所积蓄的许多困
惑。《人生》的主演周里京和吴玉芳，
成为当时年轻人的偶像。

据说当时全国大约 2 亿人看过
此片，有评论称：“看不懂《人生》，
你不知道自己的不幸； 看懂了 《人
生》，你知道自己是不幸的。 ”更有
人说：“认识人生的选择 ，男人必须

看 《 人
生》。 ”

《人生》（1984 年）

演员秦怡

导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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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演员金迪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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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乐》
剧照

“十七年”
时期【 】

2019 年 9 月 8 日 / 星期日 /�娱乐编辑部主编 / 责编 刘虹 /�美编 范英兰 /�校对 李红雨
娱乐07 年

行业影像 之
农民篇（上）

A11
制图 / 范英兰

片海
拾遗【 【

《农家乐》海报

八十年代
之光【 】

片中的农村女性
新形象登上杂志
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