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港澳大湾区不
仅是一个政治概念、
地域概念、 经济概
念，也是一个文化概
念，它不仅是一种制
度创新，更是一种全
新的文化创造。 但创
造必须是在继承的
基础上，比如广东电
影，它也许还处在沉
潜期，但在粤港澳大
湾区的背景下，和其
他领域的文化一样，
必将迎来它的新高
潮。 回顾 60 年南派
电影，正是为了给新
时代的广东电影如
何在粤港澳大湾区
的新文化创造中再
创辉煌指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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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讯

10 月 20 日， 广州大学联合中国
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 中国编辑学
会学术期刊委员会 、《探索与争鸣 》杂
志社等单位， 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学术活动 ， 邀请
全国各地专家学者莅临广州大学举办
论坛与演讲，主题包括：当代中国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演变 、新中国 70
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国家话语 、 当代中
国戏剧与影视学 、 新闻传播学研究范
式的演变 、 与国家命运共振 ：70 年中
国政治学的蜿蜒绵亘 、 杜威与中国现
代教育。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今年第 5 期推出了 “当代中国人文社
会科学 70 年 （1949—2019）”专刊 ，
邀请了 14 个学科的知名专家学者 ，
对 70 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史分
学科进行了总结和回顾 。 此次活动就
是在此基础上开展起来的 ， 由广州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
编辑学会学术期刊委员会主办，《探索
与争鸣》杂志社、广州大学当代文化研
究中心、 广州大学新媒体与社会发展
研究院协办，广州大学期刊中心承办 。

（东风）

大胆进取，敢闯敢试，是广
东人包括广东电影人的个性。 上
海出品的中国第一部电影故事
片《难夫难妻》、第一部在中国影
市击败美国大片的国产片《一江
春水向东流》， 就是粤籍编导郑
正秋、蔡楚生、郑君里的杰作。

1958 年， 广东创建了珠江
电影制片厂。 这家新办小厂，居
然向北影、 上影等强势大厂挑
战，建厂才八年，就接连推出一
批达到全国一流水平的电影精
品，靠什么？ 靠的就是敢于创新
的锐气和灵气！

案例一：
《南海潮》PK《红旗谱》

1960 年，建厂两年的珠影便
筹拍一部壮阔 厚 重 的 史 诗 大
片———反映上世纪初乡村革命
斗争生活的《南海潮》。

有对手！ 此时，北影已拍完
一部也是反映上世纪初乡村革
命斗争生活的史诗大片 《红旗
谱》，由热门长篇小说改编，大导
演凌子风执导， 名演员崔嵬主
演，用当时很珍贵的彩色胶片拍
摄。 该片上映后获第一届百花奖
最佳男主角奖和最佳摄影奖。

《南海潮》拍原创剧本，是黑
白片，没有大 IP 和技术优势。 该
片第一导演蔡楚生是名导，但他
在京任要职，不能常来粤，《南海
潮》基本上是靠第二导演王为一
带领珠影人完成， 珠玉在前，能
超越《红旗谱》吗？

珠影人全无惧色，因为《南
海潮》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一是具有浓郁的南国风情，
有别于《红旗谱》 的北方生活。
《南海潮》 用加了黄滤色片的广
角镜头拍摄云天大海，画面层次
丰富， 使黑白片的造型也很壮

美。《南海潮》展现的广东沿海地
区社会生活， 比北方更复杂，如
当地穷苦农民也歧视渔民，该片
描写地下党员发动群众破除“岸
上人不和水上人通婚” 的旧习
俗， 粉碎地主渔霸的离间阴谋，
引出许多好戏。 在 1960 年代，多
数文艺作品害怕“丑化劳动人
民”的大帽子，不敢写劳动人民
之间的矛盾，《南海潮》的创作思
想却如此解放，在当时不多见。

二是时空的跨越幅度更大。
《红旗谱》 只写乡村小城，《南海
潮》的视角却从农村延伸到大城
市广州，反映横跨三十年的两个
社会，这就充分发挥电影时空可
灵活转换的优势，很大气，史诗
风格比《红旗谱》更鲜明。

三是设计新人形象。《红旗
谱》主角是粗犷的北方老农朱老
忠，《南海潮》主角是南方农家妹
变身渔家女的秀丽姑娘阿彩，两
者差异极大。《南海潮》比《红旗
谱》还多一个亮点———有一个特
别可爱的小男孩猫仔，小童星石
小满演技超强， 特别受观众欢
迎。 阿彩很美，猫仔很活，使该片
的可看性更胜《红旗谱》。

《南海潮》一上映就轰动全
国！ 第三届电影百花奖经全国观
众投票，《南海潮》 获最佳故事
片、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三大
奖，奖项数量和分量都超过《红
旗谱》（此届评奖结果因受 “左 ”
风干扰没有公布）。

案例二：
《大浪淘沙》PK《青

春之歌》
《南海潮》热浪未退，珠影的

粤籍导演伊琳再拍一部史诗大
片———描写大革命时代知识青
年的《大浪淘沙》，但该片也要面

对很难超越的标杆———北影在
五年前拍摄的《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也是知识青年
题材电影， 根据反映一二·九爱
国学生运动的热门长篇小说改
编，题材分量重，由大导演崔嵬
执导。

《大浪淘沙》根据革命回忆
录改编，原著和导演的名气不及
《青春之歌》，但有创新亮点———

当时的国产片，人物活动范
围一般不出省，就连描写二万五
千里长征的电影《万水千山》，也
只写在四川的历程，《青春之歌》
故事发生地点限于北平一带 。
《大浪淘沙》 写革命青年从北方
远赴南方，展现山东济南、湖北
武汉、 湖南长沙和江西井冈山，
南北地域差异鲜明，更显得波澜
壮阔， 史诗气派大于 《青春之
歌》。

《大浪淘沙》更富有戏剧性。
《青春之歌》 着重刻画女青年林
道静，以一名女性的视点展开剧
情。《大浪淘沙》则是男性视点，
描写四名追求新生活的青年结
拜兄弟，后来走上不同的人生道
路 ，有坚定者 ，有背叛者 ，有逃
兵，这种人物关系在今天的影视
作品很常见，但在五十多年前是
首创，新鲜感特别强烈。《青春之
歌》 没有写革命者的男女感情，
《大浪淘沙》 描写农家子弟靳恭
绶与文雅女生谢辉由相知到相
爱， 生活气息和青春激情更浓
烈。

《青春之歌》全是文戏。《大
浪淘沙》 有打斗枪战的武戏，动
作性强。 如爱国学生与凶悍的敌
骑警肉搏，靳恭绶拿起枪反击发
动马日事变的叛军。 影片结尾，
漫山遍野的起义军战士在黑夜
中高擎火把前进，犹如一条条火
龙，十分壮观！

《大浪淘沙》上映后空前卖
座，它与《青春之歌》各有千秋，
但其可看性和民间知名度则超
越后者。

案例三：
《跟踪追击》PK《羊

城暗哨》
1963 年国庆节， 珠影小片

《跟踪追击》 与上影的战争大片
《红日》同期上映，这部小片没有
被挤垮，而且很卖座。

《跟踪追击》描写公安战士
粉碎敌特企图在广州制造全市
停电的阴谋，粤籍导演卢珏执导
该片 ， 也面 临 不 易 超 越 的 标
杆———6 年前他本人在上影执导
的一部也是以广州为背景的反
特片《羊城暗哨》。 该片用过的艺
术手法（如年轻英俊的侦察员冒
名顶替深入虎穴），《跟踪追击》
不宜再用。 1960 年代初，反特片
受“左”风干扰，不准突出公安战
士如何神勇， 要多写群众力量，
也不准学外国谍战片拍枪战打
斗追车。 局限如此之多，还能拍
出好看的反特片吗？

卢珏有办法另辟蹊径。 这部
反特片全剧都是文戏，但善于从
中挖掘吸引人的卖点，成为小巧
精品。

该片主人公是公安人员李
明刚，他并非英俊小生，已人到

中年，但平和可亲 ，成熟稳健 ，
以生活真实感和亲切感， 也赢
得观众喜爱。 该片刻画公安干
警，不写勇武，着重写斗智。 李
明刚可从百货店经理提供的普
通商业信息和老保姆的见闻洞
察秋毫，快速锁定侦缉目标，少
走弯路。 这就既写了群众的作
用， 又体现出公安干警善于推
理和借力的专业素质， 不会显
得无能。

《跟踪追击》虽是反特小片，
也全面调动综合艺术表现手段
精雕细刻， 其声画造型设计超
越了《羊城暗哨》。 如“仰拍”向
来多用于拍摄正面人物的高大
形象，《跟踪追击》 拍摄两名特
务密谈，居然也用大仰角，但打
侧逆光、脚光，借助别致的构图
和光效，营造出诡秘氛围。 该片
表现特务林永贵上阁楼时的惊
慌失措，他已出画，因为楼梯是
木质， 画外传来他的慌乱脚步
声很清晰， 其内心紧张就表现
得淋漓尽致，人物不在画面，但
此处无形胜有形！

又如表现广东特色，《羊城
暗哨》主要展示老广州传统韵味
的中西建筑，《跟踪追击》则着重
展示新中国成立后的广州新市
容，体现了时尚气息。 该片还首
次在银幕上揭开罗湖桥两端深
圳、香港两地的神秘面纱，让当
时的全国观众大开眼界。

A7 香港的副刊逼着作家写方块文章，日夜赶稿，
难以精练。有的作家不顾这一套，像西西、董启章，
写自己喜欢的东西，现在他们的读者也多了，境况
不错。

———香港作家系列 9：钟玲

A10 在不断向外延伸、向内挖掘的过程中，也须对生活有
足够的敬畏， 对人事有足够的温情， 对众生有足够的悲
悯，这才是自成一种风格的前提。

———张家鸿《刘荒田日常书写中的新意》

A9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世上的附加又岂止是“五”？

———董改正《简单》

A8 很奇怪,这一双双劳动换来的粗手,竟然打磨
掉了马上就要上讲台的疑虑和忐忑, 更给人一种
豁然开朗的骄傲。

———明前茶《梨园学剪枝》

全国各地 14 个学科专
家学者莅临广州大学，以论
坛和演讲的形式总结和回顾
70 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发展

70 年
人文学术研讨

□祁海

南南派派电电影影回回顾顾
之1 “第一”敢闯敢试成就广东电影多个

致力提升中文的国
际地位

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马
悦 然 （Goran Malmqvist） 先 生
于当地时间 10 月 17 日去世 ，享
年 95 岁。 马悦然的夫人陈文芬女
士向记者证实 ， 马悦然是在家中
平静离世的 ： “他说有点不舒服 ，
坐在平常的座椅上几秒钟就离开
了。 像老和尚圆寂了一样。 他是活
着死的 ，没有痛苦 ，很平静 ，飞到
了天堂。 ”

马悦然 1924 年出生于瑞典
南方 ，1946 年进入斯德哥尔摩大
学 ， 跟随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学 习 古 代 汉 语 和 中 国 音 韵 学 。

1975 年当选瑞典皇家人文科学
院院士 ，1985 年当选为瑞典学院
院士，是其中唯一精通中文的人。

马悦然曾翻译过 《西游记 》
《水浒传 》《辛弃疾词 》等中国古典
著作 ，也翻译了鲁迅 、沈从文等当
代作家的作品 ， 致力于提升中国
文学在国际的地位 。 马悦然向西
方社会推荐了不少中国作家 ，比
如 ，他非常欣赏中国作家沈从文 。
1988 年 ，瑞典学院原本要将该年
度诺贝尔文学奖 授 予 沈 从 文 ，因
为沈的去世而作罢 。 马悦然还将
中 国 山 西 作 家 李 锐 多 部 作 品 翻
译为瑞典文 ，曾亲自到李锐插队
的小山庄 ，住在李锐插队那家农
民的窑洞里 。 他还在那里发现了
一位当警察的作家曹乃谦 。 近些

年 包 括 莫 言 在 内 的 两 位 中 文 作
家 获 得 诺 奖 也 与 马 悦 然 的 强 力
推荐有关 。

两段婚姻都与中国有缘
马悦然不仅对中国文化感情

深厚，他的婚姻也与中国有缘。 他
前后两位妻子都是中国人 ： 第一
任妻子陈宁祖 ，成都人 ；第二任妻
子陈文芬，台湾人。 1948 年，马悦
然来到四川研究汉语方言的 ，居
住在文庙后街一座叫 “可庄 ”的公
馆里 。 马悦然从成都去峨眉做方
言调查 ， 峨眉山让马悦然终生难
忘 ，虽然在这里只生活了半年 ，他
却视此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1949 年秋， 马悦然离开峨眉

山来到成都华西坝，跟随华西协和
大学的闻宥教授进修汉语 。 他和
另一位汉学家西门华德的儿子西
门华租赁教育家陈行可先生家的
住房居住 。 陈先生家中有两位如
花似玉的千金待字闺中 ， 其中 18
岁的陈宁祖是二女儿 。 陈宁祖的
父母邀请马悦然给陈宁祖补习英
文，两人因此结缘。 1950 年 9 月，
马悦然与陈宁祖在香港道风山教
堂举行了传统瑞典式婚礼 。 1996
年 11 月 ，陈宁祖病逝于瑞典斯德
哥尔摩。

马悦然的第二任妻子为中国
台湾媒体人陈文芬 ，两人相差 43
岁 ，1998 年 初 识 于 台 湾 ， 此 后
“秘恋 ” 多年 ，2005 年在山西宣
布婚讯 。

羊城晚报：您
在 1985 年当选瑞
典学院 （诺贝尔文

学奖评选委员会 ） 院士 ，18
名院士中 ，是否只有您精通中文 ？
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中
没有懂中文的人 ， 中国作家就完
全没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了？

马悦然： 我当瑞典学院院士
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的任务不仅
是给中文作家弄到诺贝尔文学
奖。世界上的语言很多，可能多到
几千种吧。 要求瑞典学院的院士
们必得学会几千种语言， 为的是
比较公平地颁发诺贝尔文学奖，
是不是有一点太过分？ 瑞典学院
的院士可以掌握欧洲德文、法文、
英文、西班牙语等几种主要语言，
对于院士不懂的语言， 也会请其
他语言的文学专家翻译， 或者做
评论。比如 1968 年日本川端康成
得奖以前，不仅是邀请专人翻译，
也经过日语文学专家评论、 研究
长达八年的时间。 这些为了语言
译本的专业问题， 确实花费漫长
的时间去准备， 但这样的准备工
作是必须的。

我要再度说明， 并不是由我
翻译的中文作家才可能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 也不是必须要翻译成
瑞典语，才能得奖。我的同事们他
们可以同时阅读中文作家好几种
不同语言的译本， 只要是中文作
家出版上述的几种语言译文，瑞
典学院的图书馆一定购买， 每周
四开会以前摆好在图书馆房间
里，我们很方便立即拿回去阅读。

我多次强调好的文学作品需
要好的翻译， 而且翻译家必须要
有好的文学修养， 向作者与读者
负双重的责任； 这样的文学价值
特别会彰显在我们的工作里头，
如果每位翻译家能秉持这样的信
念，忠实呈现中文作家（或者各种
语言的作家）作品的价值，今天的
世界文学就会更进步了； 我还想
借这个机会说明， 现代中文作品
的翻译一直到这几十年才开始有
比较多的译文跟译本的出现，杰
出的翻译家还是太少了。 瑞典从
事翻译现代中文作品的专家只有
陈安娜和我两个人。

羊城晚报：您从 1948 年起即
与中国结缘 ， 中国老一辈作家中
您与谁有较深的交情？ 据说鲁迅、
沈从文等人曾经有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的可能？

马悦然： 我跟老一辈的中国

作家交情最深的是艾青和老舍。
鲁迅的情况纯粹是他的译文跟译
本出版非常晚才出现。 一直有谣
言说鲁迅拒绝提名， 瑞典学院因
此不给他奖， 这个说法完全违反
常理。 鲁迅自己不肯提名，据鲁迅
所留下的文字可能是真的，但瑞典
学院从来不问任何一名作家愿不
愿意接受提名； 我已经破例说过，
如果沈从文 1988 年 5 月没有去
世，肯定能得奖，我这有点违反了
诺奖守密的原则了。但我的同事们
完全理解我为什么愿意说出来。

（注 ：本文节选自 2011 年 10
月 23 日《羊城晚报》人文周刊）

羊城晚报：您是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莫言的作品？

马悦然：我头一次跟莫言
见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曾
在中文大学当了一个学期的
客座教授。 有一天莫言来了，
我们有一个下午花了几个小
时谈， 第二天他就回大陆去
了，为什么呢？因为要分房子，
我不知道分房子是什么，觉得
很奇怪， 后来听说没有分到。
第二次是在台北，他跟 9 个大
陆的作家去台湾访问，在台北
待了几天。 有一天晚上，别人
都出去看热闹了， 莫言不想
去，所以跟我在饭店里喝威士
忌沟通，还不小心把酒泼在我
身上。 第三次是在 2005 年一
个和北大合办的斯特林堡戏
剧节上。我们没有多少机会见
面，但是我们经常通信。

以前我觉得莫言的小说
真的写得太长了，像《丰乳肥
臀》 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但
是像《生死疲劳》到了末尾有
点不够味了，如果能缩短一点
会更好。 莫言的短篇我很喜
欢， 任何一个字都不必改了。
我读了 2004 年《上海文学》刊

登的他的小说《九段》， 非常
短，两页的小说，觉得非常好，
我马上翻译成瑞典文。从小说
《九段》开始，我觉得他对文字
的掌握能力非常好。

羊城晚报：诺贝尔文学奖
是如何选出来的？

马悦然：推荐一个作家是
2 月 1 日以前寄给瑞典学院
的，然后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的小组 15 个人， 他们从 250
个推选的人里选了三四十个
人，介绍给院士们，这个是我
们初步的选择。 以后三月、四
月名单缩小了，到五月底只有
5 个人。 我们瑞典学院夏天不
开会，我们夏天看那五个人的
作品。 9 月中旬又开始开会，
讨论这五个人的作品到底是
谁应该得奖， 马上就开始投
票，投了好几次，每一个人一
定要把自己的意思讲出来，最
后投票就是在 10 月初， 就决
定谁要得奖。我们每一次争论
都很激烈的， 今年不太激烈
了，意见比较一致。

（注 ：本文节选自 2012 年
10 月 28 日 《羊城晚报》 人文
周刊）

瑞典当地时间
10 月 17 日，著名汉学
家、瑞典学院院士、诺贝
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去
世， 他是羊城晚报花地
副刊的作者， 曾两次接
受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
专访， 在此以特稿并
节选旧文刊发的形式

表示哀悼———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他坐在书桌前用心倾听，等待
着讯号，这讯号他从未听过然而注
定与曾经听过的任何讯号不同，试
想象其音量和色彩。

会不会残酷， 仿佛海顿第 94
号交响乐 C 大调第二乐章行板第
十六节中的铜鼓突然轰鸣，惊吓了
坐在音乐厅头排的老妇？ 或像唤
醒军营里年轻士兵起床号的吹奏？

会不会微弱，仿佛他书房窗外
桦树丛中枯叶瑟瑟？ 或像阳台栏
杆上的蓝雀羞涩地啁啾，等着他亲
手喂食？

会不会精细，仿佛钓鱼线嘶嘶

抽动，随着手腕轻轻抖动的力量飞
快拉过十二尺长的竹竿，迫使饵钩
飞掠向上？

会不会温柔，像浮现在他记忆
中的佛庙飞檐下悬挂的小铃钟玎
玲作响？

讯号的发送者肯定知道过去
二十五年来困扰着他的耳鸣，封锁
着蟋蟀们发狂的音乐会？

臆测没有什么意义。 他确实明
白的是他此时此刻等待的讯号，将平
衡在此有与彼无之间的细微边线。

（注 ：本文发表于 2004 年 1 月
14 日《羊城晚报》花地）

中国情缘马悦然的

讯 号

马悦然：
如果沈从文没去世肯定能得奖

□羊城晚报记者 李烨池

马悦然：
莫言不小心把酒泼在我身上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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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悦然 [瑞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