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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谢晋》

前言

10月18日下午，我正在家里看电视，突然屏幕下方一条正在滚动的文字使我惊呆了：谢晋在他的家乡
上虞去世了。这怎么可能呢？他的身体一向棒棒的，怎么一下子就走了呢？谢晋是我的老朋友。在上
影厂的导演中，他是我最敬重的人之一。这倒不是说我曾在他执导的《女篮5号》中扮演过角色的原
因，而是他的人品与艺德。谢晋这人是为电影而生的。他从1948年当副导演开始到去世，拍了几十部
片子。他是真正的电影人，在电影界，像他这样怀着终身的热情追求电影事业的人并不多，而他是其
中的佼佼者。谢晋的一生是坎坷曲折的一生。而他的这些坎坷与曲折又大多与他所拍摄的电影有关系
，从“文革”中靠边站、关牛棚、被批斗、父母先后遭难，以及在后来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不公和磨
难，无不是他的电影闯的“祸”，但无论靠边站也好，关牛棚批斗也好，父母自杀也好，受到各种各
样的打击和非议也好，我从未见谢晋对他所从事的电影事业疏远过，后悔过。当然，更没有在坎坷和
磨难面前屈服过、畏惧过。他的腰杆总是笔直地挺立着，数十年不间断地走着自己该走的路。对中国
电影界的状况与前景，谢晋虽然有建言，有意见，有忧虑，有怨言，甚至有牢骚，但他却从未灰心过
。他是中国电影界一位真正的前行者，探索者，一位领军人物。他的那些蕴涵着浓厚思想性和爱国情
怀、那些充满对底层百姓的人文关怀与强烈忧患意识的电影，至今无人能及。我与谢晋共事数十年，
在我的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充满激情、热血沸腾的人，只要一聊起电影来，他那洪亮的充满着激情的
大嗓门。便会在你的耳旁响起来，并且会深深地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这时候，谁会知道隐藏在谢
晋心中的痛苦呢？大家知道，谢晋有两个傻儿子，谢晋可以说是操碎了心。但因为忙于拍电影，他又
常常顾不上家。为此，谢晋常常自责自己不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在这里，我要替谢晋说句公道话，
其实，谢晋是一个家庭观念很浓的人，他爱家庭，爱妻子，爱儿女，从心里爱他们。没有人相信这么
一个大导演，回到家里还要帮妻子做家务，并且尽可能地挤出时间陪他们说说话，甚至给孩子们理发
，到澡堂里给他们搓背和陪他们玩皮球。有这样一个好父亲，实在也是孩子们的福分呢。感谢谢晋的
小老乡浙江作家顾志坤同志用十年时间写就这部书，我上面说的谢晋的这些事，在这部书中都写着，
而且比我说的还要多，还要细。有些故事连我也没有听说过，非常生动和感人，甚至催人泪下。看来
顾志坤同志是下了不少功夫的。他把一个活生生的、平凡而又非凡的谢晋推到了我们的前面，当然，
更重要的是留给了后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地怀念他，细细地品味他。谢晋走了，我们都很难过
，但人死不能复生。我要说的是，谢晋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生命之幕却不会落下，永远也不会
落下。因为他不是一颗流星，虽灿烂一时，却瞬息即逝；他是一颗恒星，这颗恒星不仅会永久挂在他
毕生酷爱的电影银幕上，更会永远地闪耀在祖国繁星璀璨的寥廓的天穹上。是为序。秦悟2008.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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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谢晋》

内容概要

《大师谢晋》是导演谢晋生前唯一认可的个人传记。作为谢晋生前好友，作者顾志坤先生揭开了寻常
人所不知的大师谢晋在影坛燃烧五十年的情感和心路历程，还原了一个完整的最真实的谢晋，娓娓讲
述了谢晋如何从一个喜爱读“闲书”的懵懂少年，到叱诧国际影坛的一代宗师，如何成长为一个电影
时代的典型代表，树立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标本。从让人眼睛一亮的《女篮五号》到让人热泪盈眶
的《鸦片战争》，谢晋充满着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精神的影片，始终受到万人瞩目。《大师谢晋》
带您重温经典之旅，感受大师谢晋的大情大义、心理纠结和强烈似火的爱国主义情操，看大师谢晋轰
轰烈烈的“生命的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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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谢晋》

作者简介

顾志坤，1952年生，1969年投笔从戎，1982年转业回故乡。 自1975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起，至今已发
表400余万字的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东山再起》《梁山伯与视英台》《竹林七贤之嵇康传》
。中短篇小说集《冲出死海》《皇后号上的魔影》及散文集《白马湖畔一支柳》等。多部作品曾多次
获奖。并被绍兴市委、市政府命名为绍兴市第一批学术技术带头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
作家协会全委委员、浙江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绍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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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谢晋》

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少年时光引子第一节 童年时期第二节 中学生涯第三节 离家出走第二章 江安恋曲第一节 美丽
的初恋第二节 重庆岁月第三节 迎娶新娘第三章 在艺术殿堂门口第一节 初涉影坛第二节 政治风暴第三
节 《女篮5号》第四节 为“娘子军”寻找火辣辣的大眼睛第四章 厄运横来第一节 半途夭折的《舞台姐
妹》第二节 红色恐怖第三节 带着镣铐跳舞第四节 慧眼识陈冲第五章 从地狱到人间第一节 生命的摇篮
第二节 勇闯禁区第三节 朱时茂当“牧马人”第四节 荣获马尼拉电影节金鹰大奖第五节 《秋瑾》第六
章 血与火的洗礼第一节 争夺“花环”第二节 李准改“花环”苦熬十天第三节 唐国强毛遂自荐第四节 
武珍年东北逮“老虎”第五节 “花环”练兵第六节 “花环”实战第七节 “花环”亮相轰动观众第七
章 《芙蓉镇》第一节 刘晓庆非常想演胡玉音第二节 锁定“芙蓉”外景第三节 刘晓庆姜文成“搭档”
第四节 谢晋片场戒酒第五节 上海“起火”第六节 转移“芙蓉”阵地第七节 “芙蓉”一波三折第八章 
《最后的贵族》第一节 酝酿“贵族”第二节 林青霞爽约“贵族”第三节 赶潘虹“上架”第四节 谢晋
放炮文代会第五节 “贵族”赴美谢晋抠钱第六节 谢晋大骂潘虹“混蛋”第七节 “贵族”的突破第九
章 路漫漫而艰难第一节 爱子走失心如刀绞第二节 金鸡奖爆出六项空缺第三节 对电影市场的无奈第十
章 《清凉寺的钟声》第一节 李准怕“燃烧”不见谢晋第二节 谢晋向冯骥才“逼债”第三节 “冤孽”
变“钟声”第四节 探索的迷茫第五节 栗原小卷变身“老太婆”第十一章 故乡影展第一节 群星相聚百
感交集第二节 绍兴参观第三节 移师杭州第十二章 爱在延伸第一节 傻儿阿三去世第二节 潘虹霞飞广告
真相第三节 爱上“启明星”第四节 自己开公司第十三章 再作冲刺第一节 《老人与狗》第二节 沉寂
的1994第三节 日本印象第四节 《女儿谷》第五节 眷恋老家第六节 娘子军王时香的悲惨遭遇第七节 泪
送夏衍第十四章 最后的辉煌《鸦片战争》第一节 动情的演讲第二节 筹措上亿资金第三节 打响“战争
”第四节 “战争”上映轰动全球第五节 筹拍新片第六节 从影50周年纪念众星说谢晋第十五章 最后岁
月第一节 我要像黑泽明一样倒在片场上第二节 渴望结缘第三节 魂归故里跋附录：谢晋电影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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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谢晋》

章节摘录

第一节 半途夭折的《舞台姐妹》著名电影理论家孟犁野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一次中途夭折的创作高
潮：试论“双百”方针提出前的电影创作态势》一文中指出：“从1949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的
中国当代电影，即通常所谓‘十七年电影’，经历了一段坎坷曲折的历程，三起三落。第一个起落出
现在中国当代电影起步后的第二年，即1950年，这年生产了以《白毛女》为代表的26部影片，可谓旗
开得胜首战告捷，然而好景不长，翌年即跌落到低谷，1951年只生产了一部故事片。第二个起落被认
为是‘十七年电影’的高峰，出现在1955年建国10周年之际，这年推出了以《林家铺子》、《林则徐
》等优秀之作为首的97部故事片。在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的岁月后，于1963年到1965年间，又出现了
一两部敢于张扬人性，而且在艺术上也比较精粹的佳作如《早春二月》、《舞台姐妹》，这被称作是
第三个高峰。有的同志把上述‘三起三落’的状况，形象化地比喻作一个‘山’字。”但令人遗憾的
是，孟犁野先生在论述电影的第三个高峰期中所列举的精粹佳作《舞台姐妹》，其实在它尚未“登山
”之前，就已经出师不利，甚至半途夭折。至于说它曾经登上过高峰的话，那也是1979年以后的事情
，随着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中国电影界从这一年开始，才又艰难地迈出了
新的步伐，而此时，距《舞台姐妹》被打入冷宫已是遥遥10年之久了。《舞台姐妹》是谢晋继《红色
娘子军》之后拍摄的又一部力作，这部片子所反映的故事发生在浙江农村，也就是他的故乡，基于从
小就熟悉江南乡下“草台班子”那种浪迹天涯的生活，特别是耳濡目染演员们在台上台下两种截然不
同的命运与遭遇，因此在很久以前，他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将来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把这些越剧艺
人的生活搬上银幕。机会终于来了，就在完成了《红色娘子军》之后，他有了一段短短的休整期，他
在这个休整期中把上级交给的《大李，老李和小李》一片完成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舞台姐妹》的
创作中去了。《舞台姐妹》的编剧是徐进和林谷，徐进是越剧方面的专家，他因编写剧本《红楼梦》
和《梁祝》而成名，而林谷则熟悉电影剧本方面的套路，因此两人合作，可谓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经过了几次讨论，提纲和初稿很快出来了。梗概是这样的：在解放前的浙江农村，童养媳竺春花，
因为不堪忍受虐待，逃婚闯进了一个走江湖的越剧戏班里，在班主和尚阿鑫苛刻的条件下，订立了“
三年学艺，四年帮唱”的关书，从此春花跟着戏班走村串镇，受尽了地主恶霸的欺侮，到上海后，又
遭受汉奸、特务的迫害。在那罪恶的社会里，春花与曾经患难相共的结拜姐妹月红走上了各自不同的
道路，春花接受了新闻记者江波的进步思想影响，团结越剧界姐妹，上演了根据鲁迅先生原著改编的
《祝福》等进步剧目，月红却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泥坑而堕落了。解放以后，越剧和其他剧种一样，受
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培养。春花在新的舞台与新的生活中，决心改造思想，演一辈子革命戏，而月
红则在春花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表示要记住过去沉痛的教训，决心重新做人。毫无疑问，这出有着独
特的视角和浓郁生活气息的戏，很快得到了电影厂和电影局领导的认可和批准，电影立即投入了拍摄
，演员的阵容是很强的，春花由北影厂的谢芳扮演，谢芳因在1959年主演《青春之歌》而蜚声影坛，
时年仅25岁，之后又主演了《早春二月》。月红由天马厂的曹银娣扮演，解放前已红极一时的上官云
珠演片中的“越剧皇后”商水花。这个角色虽不是主角，在片中也不过十来个镜头，但上官云珠却演
得特别认真，在影片中，她有时漠然地“白了一眼”，有时“转动一下眼睛，外表像一潭死水”，有
时“凄然地收拾自己的东西”，有时是“憔悴脸上露着妒意。”寥寥几个镜头，把一个人老珠黄的老
艺人的辛酸生活和悲惨遭遇，透明，立体，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观众们面前。风光宜人的江南水乡为《
舞台姐妹》的拍摄提供了广阔而丰富的场景。在绍兴，在诸暨，在东阳，在富阳，谢晋像一个善征惯
战的指挥员，带着摄制组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横贯东西，那时交通还不发达，他们有时坐车，有
时乘船，有时撑竹排，有时只好委屈自己的脚板走路。但走路也有走路的好处。因为这样可以寻找到
片中的理想外景，有时为了找一处水台，一处庙台，一处山台，或一处祠台、楼台，车船不通，他们
只好走。苦是苦了点，但置身在秀山丽水的江南水乡中，在尽情地摄取那充满诗情画意的镜头时，也
使自己的心灵接受了美的熏陶，因此，反倒使他们生产了一种苦中有乐、苦中有甜的感觉。但是，委
婉而凄苦的戏文还未在舞台上落幕，谢晋得到一个极坏的消息：张春桥对这个片子不太满意。张春桥
时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宣传部长，有名的笔杆子，很多人都怕他，不但怕他的笔，也怕他的脸，因
为他的脸从来不笑。谢晋当然也怕他。因此，这个消息一经传来，他就变得有些战战兢兢，甚至有点
坐立不安了。谢晋是一位书卷气很浓的艺术家，他以前一向不太关心政治，这倒不是说他存心要远离
政治，而是政治对他这样的人保持着距离和警觉，从解放初期的对电影《武训传》《关连长》《我们
夫妇之间》的批判所波及的对旧社会过来的电影工作者的不信任，到五七年的“反右”，以及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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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谢晋》

在同一时期的在银幕上“拔白旗”运动等等，无不说明这样的问题。而现在，当《舞台姐妹》遇到了
责难，而且是来自张春桥的责难，谢晋便不得不将那原先对准着戏曲舞台上的摄影机调转头，第一次
对准了他以前不太关注的而又显然是陌生的政治舞台上来。1964年政治舞台上演的“戏”是很热闹的
，别的不说，单说文艺界，就发生了两件耐人寻味的大事情，第一件是这一年的6月，由周总理亲自
挂帅，搞了一个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气氛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第二
件事是毛泽东主席在文艺界的整风报告中，口气严厉地批评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
）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
天，要变成像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而批示的日期正好是会演期间。这两件事情，究竟有何必
然的联系，是否有某种政治背景，谢晋当然不得而知。但从这两件事情中，谢晋却看出了一点名堂，
文艺界的一场政治风波，可能又在酝酿了。基于有了这样的预感，谢晋便又将摄影机的镜头从政治舞
台上调过来，重又对准他所拍摄的影片中去，当然，改动是必然的了，尽管文化部电影局的夏衍、陈
荒煤认为该片对艺术界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有帮助，但谢晋还是决定将片子中的结尾改得明朗些，更富
有政治色彩些。他是这样改动的，在原来的片尾中，一对姐妹坐在水波荡漾的小船上，这时候，已走
上新生活的月红深有感触地说：“以后我一定要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并问春花在想什么
，春花思忖有顷，说：“我在想，今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唱什么样的戏。”应该说，这句话作为结尾
是动人而含蓄的，而现在谢晋把春花的这句话改为：“今后，我们要做革命人，唱革命戏。”影片试
映的时候，有观众听了这句话就哄堂大笑，谢晋自己也想笑，这种笑，在谢晋以后漫长的艺术生涯中
还会发生很多次，这就是中国艺术家扭曲的心理现状。这又是一种多么残酷的心理现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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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谢晋》

后记

谢晋去世，至今已有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来，我几乎天天是在昏昏沉沉中度过的。因为不论白天
还是晚上，我的眼里总浮现着谢晋这个人。他与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一起到厨房烧菜，一起
接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到了夜深人静时，他又与我们一起就寝，他那与嗓门一样响亮的呼噜声，是我
们一家人安然入睡的催眠曲。然而，当有一天我想抓住谢晋的那双大手时，我却抓了一个空。于是，
有人告诉我，谢晋已经独自远行了，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当时想：怎么会是这样呢？一个好端端的人
，一个鲜活灵灵的人，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就离开我们呢？莫不是有神明在冥冥之中召唤他，要他到故
乡去，因为他说过：他是故乡人民的儿子，他生在故乡，死后也要回到故乡。谢晋的一生，可谓坎坷
，可谓悲壮，可谓辉煌，关于他的成就，无需由我来说。但作为他的妻子，我却为他骄傲，为他自豪
，他是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无论是遇到多大的磨难和曲折，他就像一棵
大树一样支撑着这个家。顾志坤同志作为谢晋几十年的老朋友，可以说见证了谢晋这些年来艰难曲折
的人生道路和电影创作的历程。他用自己的笔，历时十年，一点一点地积累，一点一点地收集，一点
一点地写作，终于完成此书。他这部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写谢晋在故乡的部分比较多。这是顾志坤同
志的优势，因为谢晋每次回家，他们差不多总要见面叙谈，这些叙谈的内容，就成了这部书中极为珍
贵的素材。现在，顾志坤同志将这些素材整理出来奉献给大家，使读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谢晋，了解
一个对故乡怀有深深眷恋的谢晋。顾志坤同志也是谢塘镇上人，他的家离谢晋的家并不远。这就从地
域上和文化渊源上使他们有一种更亲近的感受。因此，由他这位老乡作家来书写谢晋的这部传记，似
乎比其他人更为贴切。对此谢晋是表示赞同的，他不仅在生前对该部书稿作了部分修改。还在顾志坤
同志写作此书前送给他一份手书的创作年表，他写道：志坤同志，送给你一份创作年表：几十年中国
电影曲折道路的缩影。借顾志坤同志这部书稿即将出版之际，望谢晋在九泉之下能看到这部作品。因
为，从这部横贯他一生经历的作品中，他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所走过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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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谢晋》

精彩短评

1、有点记流水账的味道，至今没看完。
2、对每一部对谢导意义非凡的电影如何诞生都有较为详尽的描述，可惜在谢导经历，生活方面着墨
甚少
3、“然后，那滚烫的泪水便顺着他那棱角分明的脸庞，大滴大滴地落下来，洒在马路上”⋯⋯我想
问问作者，你看到谢晋大滴大滴的眼泪了吗？你真的觉得他的脸棱角分明吗？为毛传记写得这么狗血
啊！
4、傳記一般不太可能面面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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