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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椅上拍完《围城》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掀起“钱钟书热”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4月
22日发布讣告，著名导演黄蜀芹因长
期患病医治无效，于4月 21日 19:48 时
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逝世，享年 83
岁。根据黄蜀芹家属意愿，丧事从简。

黄蜀芹生前曾执导电影《当代人》《青春
万岁》《童年的朋友》《超国界行动》《人·鬼·
情》《画魂》《我也有爸爸》《嗨，弗兰克》，电视
剧《围城》《孽债》《承诺》《上海沧桑》《啼笑因
缘》，电视电影《丈夫》《红粉》，昆剧《琵琶行》，
话剧《金锁记》。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
物之一，黄蜀芹从其女性身份中找到了艺术创
作的独特视角，其电影代表作《人·鬼·情》被誉
为“中国第一部女性电影”。2016年，黄蜀芹荣
获中国电影导演协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

虽然8岁就曾“触电”，但黄蜀芹真正的电
影人生却是从40岁那年为谢晋电影《啊！摇
篮》做副导演时才开始的。但对艺术的追求从
来都不会太晚，在后来的岁月里，黄蜀芹留下
的作品数量不多但部部精品。同时，她也为
电影界的后辈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导演陆川写文悼念黄蜀芹，回忆起当年他
曾在事业苦闷期给自己并不认识的黄
蜀芹写信，没想到竟收到了满怀鼓励
的回信。陆川说：“这么多年过去
了，始终记得信的最后一句话
‘为了电影，时刻准备着’！”

黄蜀芹是戏剧大师黄佐临和
丹尼之女，1939 年 9月 9日生于天
津，翌年随父母到上海。受家庭氛
围的熏陶，8岁的黄蜀芹就在桑弧
导演的文华影业公司第一部电影
《不了情》中客串一名会弹钢琴的
“缺牙龙”女孩。电影公映后，她跟
着刘琼等大明星上街做宣传。新
中国成立后，黄蜀芹在 1959 年考
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64年进
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

黄蜀芹对电影的实践，始于跟
随著名导演谢晋拍片，担任《啊！
摇篮》和《天云山传奇》两部影片的

副导演。黄蜀芹对这段经历十

分感恩，因为在那之前，因为历史
原因，尽管她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已
15年，却始终没有真正拍电影的机
会。她曾感慨：“一个人有几个十
几年！等于我们都在井底下，他
（指谢晋）突然给你一根绳子——
赶紧上来，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这
等于救命恩人啊！所以那时候的
心情是叫我干啥就干啥，只要看得
见那个摄影机，在旁边听它转的声
音，做什么都愿意。”

在 1979 年公映的《啊！摇篮》
中，40岁才第一次真正触摸到电影
机器的黄蜀芹真的什么都愿意做。
当时她最大的任务是“管驴”，“牵着

驴子队伍走，跑来跑去，站位置”。
但她还是很开心：“很麻烦，也好玩
得要命，特别开心。”后来很多人问
她，为什么走上拍电影之路？她都
俏皮地回答：跟驴子有关系。

当然，她在《啊！摇篮》中不
止学到“管驴”。她不善言辞，但
擅长观察，整部《啊！摇篮》拍下
来，一部影片的生产过程她已经
了如指掌。到了拍《天云山传奇》
的时候，谢晋开始交给她一些更
重 要 的 工 作 ，比 如 撰 写 拍 摄 台
本。那段岁月中，谢晋为人的正
直善良和对艺术思想深度的追求
深深地影响了黄蜀芹。

1981年，“出师”的黄
蜀芹开始独立拍片，并很
快在电影界崭露头角。她
独立导演的影片《青春万
岁》于1984年获苏联塔什
干国际电影节纪念奖，《童
年的朋友》于1985年获文
化部优秀儿童故事片奖、
首届中国电影童牛奖优秀
故事片奖，与李子羽、宋日
勋合作编剧并导演的影片
《人·鬼·情》于 1988 年获
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
佳编剧奖、第五届巴西利
亚国际影视录像节电影大
奖金鸟奖、法国第十一届
克雷黛国际妇女节公众大
奖、第 5 届里约国际电影
节最佳影片奖。

被誉为“中国第一部
女性电影”的《人·鬼·情》
拍摄在《超国界行动》之
后。《超国界行动》是一部
动作片，在上海大光明电
影院首映时一票难求，是
当年上影厂票房最好、拷
贝卖得最多的一部电影。
但那之后，黄蜀芹很长一
段时间都没想好自己应该
拍什么。直到她看到一篇
报告文学，其中提到一句

“裴艳玲现在要排《钟馗嫁
妹》”。她曾回忆：“女演员
要演一个男人，而且还是
一个丑陋的鬼，我觉得太
厉害了。男与女、人与鬼、
丑与美、阴与阳，我在想，
这些形象得多丰满啊，太
具有想象的空间了。”巧合
的是，当时黄蜀芹家里正

好挂着一副《钟馗嫁妹》的
画，是丈夫郑长符所绘，画
面是一男一女两个人脸的
拼接。后来，黄蜀芹就把
这幅画放在了《人·鬼·情》
的开头。影片中的钟馗
世界，也是郑长符建议说
用黑丝绒作背景。摄制
组为了省钱，一开始买的
是平绒，结果一打灯光就
反光，只能停工三天，返
工换上黑丝绒，才有了黄
蜀芹所要的写意效果。
再后来，她和身为美工师
的丈夫还一道合作了同
为女性题材的《画魂》，热
爱戏曲的郑长符不但负
责造型和美工，还担任了
戏曲顾问。

《人·鬼·情》被公认
为女性电影代表作，在国
内观众中也大受欢迎，但
黄蜀芹生前曾坦言，当时
她根本就不知道“女性电
影”这个词，“但是我很明
白我是站在女性的角度
去看这个人、表达这个
人”。第一个跟她提出这
个词的是当时还在上学
的儿子郑大圣。后来，郑
大圣也接过了父母的衣
钵，走上了导演这条路。

黄 蜀 芹 生 前 曾 说 ，
《人·鬼·情》她拍得很畅
快，但后来更出名的《画
魂》却是纠结的。她曾遗
憾总结：“《画魂》基本上
是个商业片的路子，但又
想艺术点，这是互相矛盾
的，都没有走到极致。”

除了电影，黄蜀芹在电
视剧领域同样颇有建树。其
中不得不提的是 1990 年由
陈道明、英达、吕丽萍、葛优
等主演的《围城》。此前，黄
蜀芹一度自卑地觉得，钱钟
书和杨绛夫妇肯定不放心把
这部名著交给她。没想到，
当两人听说黄蜀芹是杨绛话
剧处女作《称心如意》的导演
黄佐临之女，一口就同意了
改编权，钱钟书还说了一句：

“人是要讲交情的。”让黄蜀
芹感动不已。

背负着两代人的情感和
信任，之前不小心在取外景
时摔坏了腿的黄蜀芹，坐在
轮椅上执导完了《围城》全
剧。短短的 10 集电视连续
剧，黄蜀芹与陈道明、葛优等
演员核对着原著，认认真真
拍了整整 100 天，平均每 10
天才拍完一集。令黄蜀芹欣
慰的是，样片第一时间得到
了钱、杨夫妇的肯定，他们写
信赞许：“片子很好，没有走
样。我们夫妻一直看到了半
夜，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时代，

又回到了上海。”《围城》播出
后深受原著读者和电视剧观
众的欢迎，不但获得了第 11
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二等
奖、优秀导演奖、优秀男主角
奖和第 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优秀电视剧奖，还带动了一
场全社会的“钱钟书热”，该
剧迄今豆瓣评分高达9.3分。

黄蜀芹执导的电视剧
《孽债》也是一部拥有过全民
热度的电视剧。很多“70后”

“80 后”至今还会唱主题曲
《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
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谁能
谁 能 告 诉 我 ，什 么 是 什 么
……”以及片尾曲《哪里有我
的家》：“美丽的西双版纳，留
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
却没有我的家……”黄蜀芹在
这部1994年问世的作品中倾
注了其作为女性导演的细腻
情感，令无数观众为剧情流
泪。这也是首部用沪语对白
在上海地区播出的电视剧，在
当地创下了42.62%的收视率，
并获第1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
奖长篇电视连续剧三等奖。

（资料参
考 ：《当 代 电
影》2015 年第
3 期 、《新 民
周刊》2007 年
11 月 刊 、《写
意 光 影 织 妙
镜·黄蜀芹》）

出身戏剧之家，但40岁才开始拍电影

拍了“女性电影”，却没听过这个词 轮椅上拍完《围城》，10天才拍一集

著名导演黄蜀芹去世，40岁才开始其大器晚成的电影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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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与讲座

据介绍，本次展览作为专门组
织的文献展，不同于常规的教学总
结和成果回顾，它从“岭南画学”这
一概念出发，侧重于中国画的语言
和形式特性，力图围绕教学思想、
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将长达 70
年的努力浓缩在典型的事迹和命
题当中，通过各类文献、口述实录
和相关例证的展开，分析和总结经
验，发现和提出问题，为今后中国
画教学的深入和开放创造一次交
流的机会。

广州美术学院建院初期，尚未
独立成系的中国画学科作为绘画
系的主干部分，由于传承了以高剑
父为代表的革新思想，很早就呈现
出教学上岭南地域的独特面貌。
在“折衷中西、融汇古今”先进主张
的引领下，师生们坚定地走现实主
义文艺的道路，将精神上的民族性
落实为传统语言与地域文化特色
相结合，将风格上的写实性体现在
深入生活和反映时代的创作中，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展览现场展出当时国画系师
生创作的《向海洋宣战》《禾香万
顷》等集体巨制。其中《向海洋宣
战》是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最重要
的藏品之一，堪称新中国美术史经
典的代表作品。该作高 3 米，阔 6

米，由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师生集
体创作于1960年。

当时，广州美术学院贯彻“下
乡实践就是教育改革的开始”，经
常组织师生下乡劳动，深入生活，
为工农兵服务，创作反映社会主义
建设的作品。1960 年 4 月，关山
月、黎雄才带领广州美术学院国画
系三、四年级的师生前往湛江堵海
工地进行写生。他们在堵海工地，
收集创作素材达三个月之久，画了
数以千计的速写作品，记录了那一
段艰苦而光荣的建设岁月。

返回学校后，师生们分别完成
了几十幅从各个角度表现堵海工
程及其建设者的创作，最终，关山
月、黎雄才以及三、四年级全体师
生通力合作，创作了这一幅《向海
洋宣战》。关山月后来回忆这段往
事时谈道：“那时候艺术家要‘三
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
生、老师不分彼此。”

展览呈现多位岭南画学重要
人物，如影响至今的关山月、黎雄
才和杨之光等多位开创者，也展示
了中国画教学的历史的传递与接
力。展览中展出了林丰俗、孙小波
等后来者的代表作。其中林丰俗
的《大地初醒》致力于表现自然界
季节转换的倾向，体现了艺术家对
于“春天”题材持续不断的兴趣，尤
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初期，“春天”几乎成了林丰俗创作
当中重点的重点。

主办方表示，最近十几年来，
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在学科
规划、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都
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和创新实践，
通过不断回溯自身的教学历史，
广泛吸收兄弟院系的经验，在开
放的前提下深化岭南画学，巩固
这一旗帜下教学内容所涵盖的造
型基础、专业基础、理论基础和创
作基础，集中体现出传统底蕴与
当代意识的结合，专业技能与社
会实践的并重。

4 月 21 日，“传承书学·守望
岭南”——陈永正、陈初生和张
桂光书法作品联展上线广州双
年展文化数字馆展出。展览呈
现陈永正、陈初生、张桂光三位
学者 72 件书法作品。

陈永正、陈初生和张桂光，
是广东乃至全国书坛耳熟能详
的名字，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书法
造诣无疑是岭南书法界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他们三人都是中
山大学中文系容庚、商承祚教授
门下的研究生，师出名门，成为
大家。

三人均从事古文字学研究，
而其书法是某种意义上的“副产
品”。策展人刘育青认为，陈永
正、陈初生和张桂光三位先生在
书法风格上各具特色，精彩纷
呈，他们的书法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就是在深厚学问滋养下，透
出的“文化底蕴下的儒雅”。

著名学者、诗人、中山大学
教授陈永正的诗词与书法双璧
辉映。多年来，他从事中国古籍
整理和研究工作，尤以古代诗文
的编选、笺注、校点著称。他还
从 事 中 国 古 文 字 学 、书 法 、方
术 、道 教 等 方 面 的 研 究 ，其 中

《岭南书法史》更被誉为地域书
法史的“拓荒之作”。他的书法
古雅清刚，帖情和碑意、秀美与
朴拙 、书卷气与金石气和谐统
一，秀美刚健而无媚姿俗态，处
处流露出典雅灵动的风采和个
人的笔墨情趣。

容、商二老对暨南大学教授
陈初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他们告诉我，要取法乎上，追求
典雅高古的格调，青铜器上的古
老文字才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陈初生曾参与我国第一部形义
兼备的古文字字典——《金文常
用字典》编纂工作。字典全书
65 万字、全部手抄完成。在古
文字学和书法深厚的学术滋养
之下，陈初生在篆刻、诗联、琴
铭、收藏多点开花。他还拜师学
习古琴，制作琴铭达 70 多篇，留

下诸多佳话。
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华

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桂光
早年师从岭南名宿朱庸斋 、李
曲斋先生习诗词、书法，后考入
中山大学古文字专业，从容、商
二老治甲骨金文之学。他在这
方面的深入研究滋养了他的篆
书功底，所作篆体，笔法古劲，
颇具《虢季子白盘》的规模，又
具《散氏盘》、《毛公鼎》的神韵。

刘育青介绍，陈永正、陈初
生和张桂光 3 位名家过从甚密，
友谊笃厚。早在 2015 年北京首
都博物馆举办的《以古求新·抒
写心源——张桂光书法作品展》
上，曾任中华书局编审的同窗好
友 陈 抗 就 曾 建 议 3 人 举 办 联
展。如今，联展终于在“云上”得
以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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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洋宣战》（局部）
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师生

荐展

陈永正、陈初生、张桂光
三老学者书法联袂云端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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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广州美术学院主
办的《岭南画学之路——教学
文献展》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
馆展出。展览以广州美术学
院国画系创作、教育的传承为
脉络，呈现岭南中国画发展之
路。展览将持续至5月5日。

《大地初醒》
林丰俗

广州美术
学院通过《岭南
画学之路——
教学文献展》回
溯传承之路

黄蜀芹拍电影《画魂》时给巩俐讲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