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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独家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电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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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
，

谢君豪：我经常说，演一个
角色，要先感动自

己，才能感动别人。《坪
石先生》这部电影，无论
是那段历史还是片中人
物，都深深感动了我。”1
月 18 日，电影《坪石先
生》在广东韶关乐昌坪石
老街开机，领衔主演谢君
豪在开机仪式上说。

“中华粤北讲台开，
战地春风桃李栽。”1938
年，日军进入广州城内，
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
学、培正中学、培道中学
等学校被迫迁移，在粤北
坪石的数年成为抗战时
期岭南教育者们救亡图
存的重要篇章。

谢君豪扮演的黄际
遇教授，正是那段历史中
不可不提的传奇人物。
作为当时中山大学数学
天文系主任，黄际遇擅数
学，精骈文，同时还是书
法、棋艺、足球、剑道高
手，被老舍形容为“博学
鸿才真奇士，高风亮节一
完人”。在坪石，他与卫
梓松、杜定友、冼玉清等
一众坪石先生坚持到最
后一刻，令岭南文脉在
烽火中得以延续。可当
光明最终到来，黄际遇
教授却在与师生们乘舟
同返中大的途中不幸落
水……

《坪石先生》导演甘
小二说，他筹备该片多
年，心中属意的黄际遇扮
演者一直是谢君豪：“能
演好那样的知识分子，同
时又会说粤语，我一下就
想到了他。”待剧本准备
好后，甘小二在去年8月
联系了谢君豪，不到一周
的时间后者就回复：“不
用找别人了，这个角色我
来演。”

羊城晚报：您以前了解过黄际遇
教授的故事吗？

谢君豪：说实话，我之前完全不
了解。但我看完导演给我的剧本之
后特别感动，后来导演又给了我很多
关于黄际遇的资料，我自己也在网上
找来看，发现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人。黄际遇是一位名士，本人也非常
有魅力和感染力。

羊城晚报：在 故 事 的 发 生 地 拍
摄，对您塑造人物帮助大吗？

谢君豪：绝对有帮助。我以前没
来过坪石，这次来到这里，我会想象
当年这群坪石先生在这里是怎么生
活的。实感的体验，对一个演员的工
作来说很重要。如果总在大棚里拍
摄，很难体会到那种生活的氛围。

羊城晚报：今天演员们穿着戏服
来参加开机仪式，已经很有氛围感
了。您这件长衫前面有两个兜，似乎
是个特别的设计？

谢君豪：这个其实是黄际遇教授
当年的设计。一边的口袋放钢笔，红
蓝各一支；另一边的口袋则放粉笔，

你看衣服上还蹭到了一点粉笔灰。
羊城晚报：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

黄际遇教授，您会用哪三个词？
谢君豪：学者，父亲，人。作为学

者，他在战乱年代保全文化，保护学
生，非常伟大。作为父亲，他并不高
高在上，他也会唠唠叨叨，会为女儿
的婚事烦恼，为儿子的安危担忧。因
为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正常的、接
地气的、很有人性的人。

羊城晚报：您觉得黄际遇教授身
上有什么岭南文人特有的属性吗？

谢君豪：他平时很风趣，很幽默，
很有智慧。他不喜欢说大道理，但他
会用具体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理念。

其实不光是黄际遇教授，坪石先
生们普遍都有一种岭南文人的风
度。具体来说，就是平时没什么大事
的时候，他们的状态都比较松弛，说
话也比较随意；但一旦需要他们站出
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挺身
而出。

我自己也是岭南人，所以对岭南
人的这种性格，我还是挺有感受的。

羊城晚报：这次用粤语拍戏，感
觉如何？

谢君豪：挺好。这样一个岭南的故
事，说普通话总觉得缺点味道，对吧？

羊城晚报：但剧本应该不是粤语
写的。

谢君豪：对，导演写的是普通话
的本子，但我会把台词稍微转换一
下。有时一句普通话变成粤语之后，
它连语法都是不一样的。

每次转换台词之后，我会说给导演
听一下。如果他说可以，那就定下来。

羊城晚报：所以，在台词上，您也
进行了二次创作。

谢君豪：导演很相信我，给我很
大的创作自由。一些重要的戏，他会
主动来跟我聊，看看我到底想怎么
演。我很喜欢这种大家互相交流、共
同构想的创作氛围。

羊城晚报：黄际遇教授出生在潮
州，会在台词中加入一点潮汕话吗？

谢君豪：会，我会去学习潮州人
平时怎样称呼身边的人。比如在片

中称呼一些年轻人的时候，我会用
“阿弟”这个词。

这个人物在细节上还保留了一
些潮州人的习惯，比如他爱喝茶、爱
吃鹅。他还养了一只狮头鹅，本来打
算在他女儿结婚的时候杀来吃。有
一场戏是我一边喂鹅一边演的，很生
活化。

羊城晚报：您有没有为黄际遇教
授设计一些小动作？

谢君豪：对这个人物，我的设想
是尽量不要有小动作。作为一名教
师，尽管没那么严肃，但他总体上是
很有大家风范的。

羊城晚报：黄际遇教授是个在学
识和技能上都很厉害的人，可谓真正
的文武双全。片中会展现他各方面
的才能吗？

谢君豪：会，比如写书法。正好导
演也是书法家，那书法指导就由他来
当了。我是不太懂书法的，导演就会
教我如何运笔。戏里头，黄际遇还会
舞剑。演这个角色，我觉得很过瘾。

羊城晚报：您 过 去 演 过 很 多 角
色，也得奖无数。这次的《坪石先生》
对您来说还有难度吗？

谢君豪：虽然我演过很多角色，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很难。

羊城晚报：您觉得演黄际遇教授
最难的是什么？

谢君豪：最难的是他是一个很有
内涵的人，比我有深度得多。所以除
了努力看资料来丰富自己，我演这个
人物的时候必须抓住重点，那就是他
的所信所想。

电影里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
他们的转移到底算不算逃跑。在黄
际遇教授看来，这绝对不算一种逃
跑，因为他心里一直有个深信不疑的
信念，那就是战争一定会结束。他认
为，当和平到来的时候，那就是知识
分子们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所以，
他会对学生说，你们要留下来，因为
你们的大脑是非常宝贵的。

羊城晚报：片中是否有年轻人对

他的理念表示不理解？
谢君豪：有，比如他的儿子。他

不理解黄际遇为什么跟他的学生说
一定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而不是鼓
励他们冲上前线。他就跟儿子解
释，他觉得在抗战中大家应该分工
合作，保全中华民族的文脉也是很
重要的事。

这场戏正好是昨晚拍的，我当时
加了一个小细节——父子俩争论完
之后，儿子还是不理解地走了，这时
候黄际遇本来很挺拔的身影一下子
就矮了下去。就是一瞬间，他好像老
了很多。其实我就是想用这个细节，
来表露一点这个角色内心藏着的伤
感和脆弱。

羊城晚报：人物的立体可能就表
现在类似的小细节里。

谢君豪：我一直觉得拍电影就是
“字里行间”的事。它不一定都要靠
大情节，反而是一些很细小的东西，
能把人打动。

羊城晚报：您平时会教一些后辈
如何演戏。在教育者这个身份上，您
跟黄际遇教授是否有共鸣？

谢君豪：我只是教表演的人，黄
际遇教授可比我“高级”太多了。

我一直觉得，教人其实就是教自
己。比如，我不是专业教书的，所以
不懂什么课程设计，我需要多看参考
书，然后结合自己的经验，把最基本
的一套东西总结出来，不然我怕教
漏。这个过程是我自己先学习的过
程，也算是一种温故知新。

另外，我是一名演员，而演员很
容易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当成第一
位。但在教学时，我必须以学生为中
心，依照每个学生的特点去教。这个
过程能让我自己往后“退”一步，懂得
平衡自己和外界的关系。

羊城晚报：您生活中算是一名幽
默的老师吗？

谢君豪：我觉得自己还挺风趣
的，但不知道我的学生觉得我风不风
趣。

羊城晚报：黄 际 遇 教 授 这 个 角
色，能给您一些什么新启发？

谢君豪：黄际遇教授对天文、数

学、骈文都精通，他的成就是我遥不
可及的。在我看来，他是一眼看着大
地，一眼仰望星空。在琢磨这个角色
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霍金传》。那部
电影给我的感觉也是如此，霍金的眼
睛在寻找宇宙。

我很想在电影里表现出这一
点。这也是我过去饰演的角色很少
有的一种特质。

羊城晚报：您现在接戏的标准是
什么？

谢君豪：第一标准肯定是让我有
感觉。如果我对这个角色不动心，那
观众更动不了心。

羊城晚报：那你容易动心吗？
谢君豪：容易。其实很多时候，

你一旦接了一部戏，你就要想方设法
让自己动心。作为演员，肯定有办法
做到这一点。

羊城晚报：导演曾说，教育主题
的电影难拍，文人主题的电影也难
拍。对于《坪石先生》未来的票房，你
怎么看？

谢君豪：说实话，我不会想那么
多，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我能控制的。
我能控制的只是我对角色有没有感
觉、我和导演有没有火花、我对团队
有没有信任感。票房从来不是一条
公式，如果有公式，那电影人早就发
达了。

但我相信这个剧组的努力。比
如导演，他是一个艺术家，而且他是
一个心态开放的人，能吸收很多人的
长处。

我很幸运能有这次机会。我一
直深信，作品要感动别人，首先要感
动自己，而我已经被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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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岭南文人，遇事能挺身而出

B 岭南故事，说粤语才有味道

C 演过很多角色，每个都很难

D 教人演戏，其实也是教自己

E 作品感动人，要先感动自己

坪石先生：

战地春风桃李栽
1938 年抗日战争期间，广州沦

陷，中山大学等学校被迫迁移，大批
师生从广州到云南澄江再到粤北坪
石，一波三折，在战火中坚持办学，
最终胜利重返广州。

坪石办学四年多，是抗战时期
岭南教育工作者坚持救亡图存、
教书育人的重要篇章。电影《坪
石先生》以抗战烽火中这段可歌
可泣的历史为背景，讲述中山大
学黄际遇、卫梓松、杜定友等教育
大家在坪石坚持办学、从容治学，
令岭南文脉在烽火中得以延续的
传奇故事。

作为一部本土创作电影，《坪石
先生》汇集了众多广东一线电影人，
还吸引了来自香港以及北京、江浙
等地的近80位演员参演。影片将再
现1944年11月11日中山大学20周
年校庆日的场景，并将以 1 比 1 的
比例还原 20 世纪 40 年代中大校舍
建筑群。影片预计于今年 11 月中
山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献映。

“‘坪石先生’并非是某一个人，
而是群像。”《坪石先生》导演甘小二
介绍说，“这些教育家虽未奔赴战
场，却个个都是教育界的民族英
雄。‘坪石先生’是一个传奇，他们的
故事给了我们很多精神力量。希望
我们的电影也能够拍出这种精神力
量，从而激励更多人。”

“坪石先生”黄际遇

黄际遇 1885 年出生于澄海，著
名数学家、教育家。他学贯中西，兼
长文理且书法、楹联、棋弈无不精
通。他执教南北大学数十年，桃李
满天下。他在日本留学时曾翻译
《几何学》，此后又继续引进西方数
学，译著包括《续初等代数学》《微积
分》《群底下之微分方程式》《近世代
数》等。除数理外，他曾在中大文学
院开《历代骈文》等课程，著有《班书
学说》《潮州八声误读表》等书。其
现存的 40 多部日记，均用毛笔书
写，内容包括数学、文学、历史、书
信、对联、诗文、棋谱、音韵、训诂等
多种研究心得。

1926 年，中山大学原数学系扩
大为数学天文系，并积极筹建全国
大学的第一座天文台。黄际遇回到
广 东 ，任 理 学 院 数 学 教 授 。 1936
年，黄际遇再次回到广州，出任中山
大学教授，分别给理学院、工学院、
文学院三院学生授课。

1940 年 9 月，中山大学由澄江

迁往粤北坪石，再次请黄际遇回中
山大学任教。他担任数学天文系
主任兼校长室秘书，同时还为中文
系 高 年 级 学 生 讲 授 骈 文 等 课 。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分散各地
办学的中山大学师生，陆续返回广
州校址。黄际遇一行 80 余人，赁大
木 船 一 艘 从 粤 北 的 北 江 乘 船 返
校。途中，黄际遇失足坠于江中，
终年 60 岁。

“坪石先生”卫梓松

卫梓松，广东台山人，毕业于北
京大学土木工学系 1916 届，曾任中
山大学建筑系主任。

卫梓松著有《实用测绘法》，蔡
元培作序。

1945年中山大学为避日寇来犯
紧急转移，卫梓松为敌所围，在敌利
诱下宁死不屈，最终自杀殉难。

“坪石先生”杜定友

杜定友出生于上海，祖籍广东
省南海西樵镇大果村。1917 年，杜
定友就读的南洋公学准备兴建图书
馆，校长决定派品学兼优的杜定友
赴菲律宾大学学习图书馆学，以备
日后之用。南洋公学往年派遣留学
生均为大学毕业生，选派中学生留
学，杜定友属首例。

杜定友在菲律宾大学的毕业论
文是《中国书籍与图书馆》。受英文
目录编制法的启发，他开始研究汉
字排检方法。留学三年间，他共获
得文学、图书馆学、教育学三个学士
学位和中学教师资格证书。回国
后，杜定友成为当时新成立的广州
市立师范学校的校长。除在学校设
置图书馆管理科、开设相关课程外，
他还奉命改组文德路的省立图书
馆。1936 年，杜定友在中山大学主
持图书馆事务并任教授，更为中大
新图书馆进行设计。

抗日战争爆发，广州沦陷前夕，
杜定友指挥图书馆员工将中山大学
贵重图书装箱。木箱不够，便把书
架、桌子、黑板等改做木箱，最后装
成 299 箱共 5 万余册书籍。之后，杜
定友押运书籍，随中大迁徙，途中设
计了能“装书即走”的木箱，人称“图
书馆木箱化”。

杜定友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
和近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之一。作
为“坪石先生”之一，他为岭南文脉
的保存作出了卓越贡献。(李丽)

谢君豪和黄际遇孙女

《坪石先生》主创合影

五条人主唱仁科特别出演《坪石先生》

《坪石先生》剧照

“坪石先生”黄际遇扮演者谢君豪穿着戏服参加开机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