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海拾贝》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银海拾贝》

13位ISBN编号：9787806874288

10位ISBN编号：7806874283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社：刘薇、苏洪义、 刘国彬 白山出版社  (2009-05出版)

页数：32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银海拾贝》

前言

几乎每—位当代军人，都是伴随着《英雄儿女》、《上甘岭》、《董存瑞》、《平原游击队》、《长
征》、《南征北战》、《开国大典》、《大决战》等影响片中的军人银幕形象走进军营并成长进步的
。    英雄情结，是军人生命的血脉之源。    新中国诞生六十年间，电影工作者创作了三百多部军事题
材电影作品，它们时刻在向当代军人重复着一个警示：战场的硝烟已飘离人们的视线，但战争的威胁
却无时不在。假如明天早上爆发战争，你准备好了吗？    枕戈待旦——军人观众青睐军事电影的原动
力。官兵带着好奇之心，从电影中学习军事，学习战例，学习做人。当然，好奇的目光里也包含着探
究电影拍摄过程中台前幕后的神奇与秘闻。    电影是“生活的教科书”。其审美教育作用在于，以鲜
明生动的艺术形象，逼真地再现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景，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道德
和文化，反映社会的风尚习俗，描写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人物的精神风貌和内心世界，进而影
响人的理解和感情，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对人的政治思想和崇高道德情操的修养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实，早在1939年的延安，袁牧之、陈波儿就曾运用电影手法，创作了令人们耳目一新的舞台剧《延
安三部曲》。怎奈，在抗战胜利前夜的华北解放区，整年连煤油灯也没有，自然也谈不到电影文化。
因此，1946年10月1日东影的成立，立即产生我党对电影这一特殊艺术门类的瞻前决策。然而，电影竟
有如此广泛重要的作用，是根据地时期未曾料及的。    伴随着解放战争的炮声，陆续上映的《白毛女
》、《钢铁战士》、《中华儿女》、《赵一曼》、《翠岗红旗》等影片，以新人、新事、新思想为新
中国电影事业开辟了崭新的时代，并与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进步电影形成鲜明对比。恰缘于此，数亿
观众夜半伫立于寒风中，欣喜若狂地从银幕故事、人物形象、生活方式及新的语言中，汲取这些堪称
红色经典影片中的“精神食粮”。    这情形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
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当时的电影文学，部分取自根据地时期的戏剧、文学作品，部分根据革命斗争生活积累而创作。无
数的失败，在胜利乐章中响彻起一个个的回旋，构成一个个引向高潮的章节和段落。而银幕前的啜泣
，则拉近了观众与英雄的间距离⋯⋯    中国的军事电影作品，经历了两个创作高峰。一是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各厂生产了126部作品。二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了174部电影——共计恰好是三百部。
而进入新世纪，因电影面对市场，商业属性已经成了电影的第一生命，故创作的作品不及两个高峰时
期的零头。    值此新中国诞生六十周年之际，回首电影艺术家们所创作的300余部军事题材影片，以及
彰显于上述影片中英雄人物身上的胸襟、睿智、果敢、韬略，对新一轮军事斗争紧迫形势下官兵英雄
情结的形成与升华，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因此，我们编著了本书。书中的一百篇文章多为三十年
来军区《前进影视》、《前进报》和《解放军报》、《军营文化天地》等军内外媒体的部分稿件、资
料(含注明“网文供参考”字样的文章)，旨在通过重温红色经典影片拍摄中鲜为人知的台前幕后故事
，培养战斗精神、再塑英雄情结。    红色经典电影，是经过时代检验的优秀作品。我们把选择的目光
投注在红色经典上，即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电
影作品。    本书按历史进程的时序编文，既有个清晰的脉络，也有种历史真实感。在编著过程中，曾
有过十年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经历、现为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的刘薇同志，结合所学的影视创作史
专业，从图书馆和网站上查阅了大量资料，使本书的素材更加丰富。有着参战、抗洪经历的著者苏洪
义，原为某部政治处主任。自主择业后潜心影视评论、专访写作，曾数次自费到长春、沈阳、北京等
地采访电影艺术家，写下了大量的人物专访，书中收录了他的30余篇文章。著者刘国彬同志毕业于北
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在部队任专职电影报社记者、编辑33年，中国两个军事电影创作高峰期间的300部
作品他看过百分之八十以上，对本书的文章选编把握较为准确。    当电视走进千家万户后，电影已经
不再那样吸引人们的眼球了。但是，作为综合艺术品的电影，永远是任何形式所不能替代的。至少，
人们可以在家里打开电视机，放一本90分钟的红色经典电影光盘，却不可能从头到尾看一部30集的电
视连续剧。    因此，当你边看红色经典电影边想起本书提到的拍摄电影的台前幕后的小故事时，说不
定能有意外的新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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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海拾贝》

内容概要

《银海拾贝(中国军事电影的台前幕后)》中的一百篇文章多为三十年来军区《前进影视》、《前进报
》和《解放军报》、《军营文化天地》等军内外媒体的部分稿件、资料(含注明“网文供参考”字样的
文章)，旨在通过重温红色经典影片拍摄中鲜为人知的台前幕后故事，培养战斗精神、再塑英雄情结。
    刘薇、苏洪义、刘国彬编著的《银海拾贝(中国军事电影的台前幕后)》按历史进程的时序编文，既
有个清晰的脉络，也有种历史真实感。在编著过程中，曾有过十年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经历、现为
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的刘薇同志，结合所学的影视创作史专业，从图书馆和网站上查阅了大量资料，
使本书的素材更加丰富。有着参战、抗洪经历的著者苏洪义，原为某部政治处主任。自主择业后潜心
影视评论、专访写作，曾数次自费到长春、沈阳、北京等地采访电影艺术家，写下了大量的人物专访
，书中收录了他的30余篇文章。著者刘国彬同志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在部队任专职电影报社
记者、编辑33年，中国两个军事电影创作高峰期间的300部作品他看过百分之八十以上，对本书的文章
选编把握较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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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海拾贝》

章节摘录

解放区的第一部长故事片    ——陈强回忆影片《留下他打老蒋》拍摄往事    华北联大文工团解散后，
组织本拟留陈强在联大任教，但在他的强烈要求下，还是准允了他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当演员，并在党
组织的安排下取道烟台——大连——平壤——图们——哈尔滨，于1946年10月末赶至东影所在地兴山(
鹤岗)。    当时兴山只是个矿区，市长就是矿务局局长。而东影就设在矿务局隔壁的几栋平房里，后面
就是鹤岗山。想不到在东影最先见到的竟是老延安田方(东影秘书长)和著名女影星陈波儿(厂党总支书
记兼艺术处处长)。陈强兴奋地掏出介绍信，说道：“电影新兵陈强前来报到！”“好个新兵，有一大
堆的任务等着你呢！”陈波儿紧紧地握住陈强的手说。    当晚，陈强和田方整整唠了大半宿，他推心
置腹地说：“你发大奋有大成，发中奋有中成，发小奋有小成，不发奋就一事无成⋯⋯”陈强暗暗憋
足了一股劲儿。天亮后，陈强把东影厂区瞧了个遍：厂区原为一所小学，教室被改成洗印、录音、摄
影、美工、修理等技术车间，日本人住的小平房仍为宿舍，尚未竣工的电影院，正改建摄，影棚。    
陈波儿任命陈强为东影演员组组长，负责演员的招募和培训。为招收演员，陈强南去佳木斯、哈尔滨
，北走齐齐哈尔和北安等地，所招演员先送到北安东北军政大学，回厂后再练舞蹈、扭秧歌、做小品
、教发声，补学表演理论等功课，这批人后来均成长为新中国的电影骨干。一天，陈波儿拿着一张《
东北日报》兴冲冲地对陈强说：“我们可以拍故事片啦！你看看这篇文章的内容咋样？”陈强一气儿
读完了那篇文章，写的是队伍上一位小战士，不慎枪走了火，打死了老乡家的孩子。按照纪律，那小
战士是要被枪毙的，可死者的家人却深明大义，死活不答应，要求把那小战士留下来，让他去打老蒋
。虽然这是一篇报道，却写得极富情致，读后令陈强久久难以平静。    陈强撂下报纸高兴地说：“把
这故事拍成电影准成！”陈波儿成竹在胸，说道：“那我们就把它拍成一部短故事片！”她先问陈强
：“主角是被打死的孩子的父亲，这老乡应该是位老大爷。你过去常扮演老头，这个角色就归你啦，
连长让谁演呢？”陈强脱口道：“在伪满映当过小童星的于洋准行，他15岁就当上了我们公安局的侦
察员。气质不错，形象也好。”“行。”陈波儿当即拍板。这部短片就是《留下他打老蒋》，由伊琳
编剧并执导，包杰(原满映留用人员)任摄影师。    开机的第一场戏，画面是陈强饰演的老汉正在炕上
哭，见有人进来，忙从炕头爬到炕梢儿，准备下炕迎接客人。“开——拍！”导演的一喊，机器转动
起来。因是同期录音，陈强一面号啕着，一面由炕头向炕梢爬去⋯⋯正拍摄呢，忽听“叭”的一声巨
响，棚顶的大水银灯掉在了离陈强屁股不过一尺的炕上，玻璃碎片落了陈强一身，多亏穿着棉袄棉裤
外戴帽子，没伤着皮肉。    全组的人都惊叹陈强的命大，要是早掉三五秒钟，几十斤重的水银灯准保
砸在陈强头上，那祸可就大啦！照明的师傅一再向陈强道歉，陈强则抱拳眯笑说：“我还得感谢你呢
，你的灯装得技术，它早不掉，晚不掉，专等我从炕头爬到炕梢之后才掉到我的屁股后。这一声巨响
，权当放了一声炮，庆贺咱们剧组开拍大吉！”    拍摄中，为表现北方寒冷的真实环境，导演要求陈
强的眉毛和胡须必须结着冰。此时，室外的实际气温已超过摄氏零下40℃，人们嘴里呼出的气是白烟
。拍室外戏时，化妆员在陈强眉毛上洒了一层水，又弄点儿雪，效果不错；胡子用水一蘸就结成了冰
，导演叫好。可一进摄影棚里，被水银灯一照，顷刻就都化为乌有了，前后镜头无法衔接。    化妆员
左思右想琢磨不出办法。陈强躺在床上望着电灯出神，并由电灯想起在延安和晋察冀点的蜡烛。那时
，常常把滴落下来的蜡油收集起来烤化，在中间放几根线制成新蜡烛。蜡，唤起了陈强的灵感。“有
啦！”陈强一个鲤鱼打挺，起身去找化妆员。化妆员按陈强说的把一根蜡烛化了，将假胡子往蜡油里
一蘸，再拿到嘎嘎冷的外面一冻，嚯，白棱棱的蜡水凝结在毛发上，那效果同结了冰一模一样。装上
这假胡子和眉毛拍戏，再也不用担心被水银灯烤化了。    为少留遗憾，陈强为角色设计了多种动作。
如老汉央求部队不要枪毙小战士一场戏，陈强一面喊着“留下他打老蒋吧”，一面向前走去。为展现
人物内心的激动，还特意让自己的腿颤抖着，慢慢地向前挪动着脚步。一看样片，陈强傻了眼：只拍
了上半身，精心设计的脚下动作全没拍。陈强暗骂自己：“到底是个不懂画面的二百五！”1948年2
月18日，解放区的第一部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诞生，被编在纪录片《民主东北》第五辑，在东北
解放区发行。    一天，陈波儿把陈强叫到她的办公室，指着一摞观众来信说：“这些信写得热情极了
，读了叫人流泪，你把这些信拿回去读一读。”她兴奋地说：“对于《留下他打老蒋》，厂里没有大
张旗鼓地予以表扬，但这一封封来信就是对咱们电影工作者的最高奖赏！”言此，陈波儿拿起一摞稿
纸道：“这是一个新的电影剧本。是于敏刚写完的《桥》。我看过了，蛮有生活气息，写出了咱们工
人的骨气和志气。我想让你再挑一次大梁，演工人老侯，你看咋样？”不久，由王滨导演的故事片《
桥》开机。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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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值此新中国诞生六十周年之际，刘薇、苏洪义、刘国彬编著的《银海拾贝(中国军事电影的台前幕后)
》回首电影艺术家们所创作的300余部军事题材影片，以及彰显于上述影片中英雄人物身上的胸襟、睿
智、果敢、韬略，对新一轮军事斗争紧迫形势下官兵英雄情结的形成与升华，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红色经典电影，是经过时代检验的优秀作品。我们把选择的目光投注在红色经典上。既以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电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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