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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综合

■文/袁雪凝

《星芽》：湘西烽火中的儿女情与革命魂

微电影大情怀
——微电影《梨园琴心》创作心得

本报讯 在湘西这片令人神往而壮丽的土

地上，微电影《星芽》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深情

讲述了 1934年底中国革命洪流中，土家族（毕

兹卡人）主居地永顺塔卧的普通百姓在革命斗

争中的英勇与奉献。

微电影《新芽》由湘西天雄影视文化有限公

司出品。该片以微见著，通过生动鲜活的故事

情节，不仅展现了土家族的民族文化魅力和传

统精神，更深刻传达了革命的红色主题与现实

意义。

故事发生在红军长征这一历史转折点上，

红二、六军团在湘西永顺县英勇建立革命政权，

并在塔卧镇的且列坡村设立了红军医院。这一

场景，也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在湘西地区革命

活动的缩影，见证了贫苦农民在土地革命中获

得土地、改变命运的伟大历程。影片细腻描绘

了红军与土家族群众之间血浓于水的深情厚

谊，展现了革命火种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的燎原

之势。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的“红星布巾包

玉米”情节，是剧情的转折点，也是红色革命希

望的象征。奶奶田氏和孙女小英子对红军临别

前所赠玉米的珍视，不仅体现了她们对生活的

美好期盼，更彰显了她们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

无私奉献。这包玉米，如同革命的种子，在且列

坡村乃至整个湘西地区生根发芽，预示着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必将为劳苦大众带来自

我解放的曙光和幸福生活的未来。

《星芽》以小故事大叙事的艺术手法，紧紧

围绕且列坡村红军医院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深

展开叙述。影片中，奶奶田氏、孙女小英子和药

匠父亲彭正传一家人的行动，生动展现了土家

族（毕兹卡）特有的民族性格——坚韧不拔、勇

于担当。面对敌人的疯狂搜捕，他们不惜一切

代价保护红军伤员和全村乡亲，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革命精神的真谛。

通过《星芽》，广大观众得以深入了解湘西

地区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红二、六

军团的活动不仅为后续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

础，更在这片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微电影《星芽》不仅是一部红色革命题材的

影片，更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和民族精神的艺

术作品。它通过对湘西地区土家族文化的深刻

描绘，传达了希望、团结和勇气的主题。

（高杰）

“终于为我们编剧开了电影研讨

会！”不久前在上海文联举行的“燃烧

的生命之火——纪念艾明之百年诞辰

电影研讨会”上，上海电影集团一级电

影编剧陆寿钧等不少影人感叹。

今年是小说家、剧作家艾明之诞辰

100周年，他被称作“上影一支笔”，写

出了《护士日记》《少爷的磨难》等一系

列经典电影文学剧本。当下如何打造

更多反映上海生活、时代特色的海派

佳作，艾明之的“一支笔”给影坛、文坛

留下诸多启示。

从时代与生活中汲取灵感

艾明之原名黄志堃，1925 年出生

于上海，1952年夏调至上海电影剧本

创作所专业从事写作，不久后，调入上

海 电 影 制 片 厂 任 专 业 编 剧 ，直 至 离

休。自 20世纪 40年代以来，他先后出

版作品二十余部（其中拍摄成电影的

有十余部），部分作品曾在德、俄、日

等国翻译发表。著名电影《护士日记》

就是他根据发表在《收获》上的长篇小

说《浮沉》改编而成的。他创作的剧本

《幸福》曾被各省市数十个剧团争相排

演。“火焰三部曲”第一部《火种》开辟

了工业题材的崭新视角，短篇小说《幼

芽》《群众丙》《无言歌》等也都受到读

者好评。

“老艾，我们都爱你、想念你。”上

海电影家协会原副主席吕晓明和艾明

之做过永福路 52号的同事，他认为，新

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工业题材电影，艾

明之是领军人物和开拓者之一。他的

创作经验离不开真实的生活感悟。艾

明之曾在上海第三钢铁厂挂职三年，

接触工人生活，他的几部重要作品都

得益于那一段生活的积累。剧作家杨

村彬的女儿杨乡也记得，小时候常见

父母和艾明之、陈荒煤、李天济等艺术

家交流创作，“反复下生活”，是他们共

同的心得体会。

“‘上影一支笔’称呼背后，是大家

对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家的最深厚敬

意。”上影集团副总裁徐春萍认为，艾

明之的作品真正从人民出来，紧贴人

民生活，在类型和题材上也丰富多样、

极具新意。除了生动讲述工人故事的

《伟大的起点》《护士日记》，还有讲述

青年工人爱情的喜剧《幸福》，反映失

足青年问题的《小金鱼》，以音乐为主

线的《海上生明月》等。“他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关注时代的创作理念和思

想，和对艺术、对电影的热爱与不懈坚

持，对今天的电影编剧如何创作真正

打动人心的作品有深远影响和启示。

这样的创作精神也是他给后辈留下的

一支笔。”

“火焰三部曲”第一部《火种》是艾

明之创作生涯的又一个高点，作品气

势恢宏，人物性格鲜明生动，茅盾曾在

《收获》上发表长文评析，并呼吁各方

面支持作者完成这一大胆计划。上海

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裁许朋乐

记得，艾明之 90多岁时，自己去看望

他，发现他最牵挂的还是创作。“我们

聊到编剧、电影，他最遗憾的是“三部

曲”的第三部没有写出来。他对社会、

人民有满腔的热忱，内心有一团火种，

点燃了创作和生命。他在不同历史时

期都有作品出来，而且始终踩在时代

的脚步上。”

作家管新生还记得，《火种》拿到手

后，他一打开就被吸引住了。“作品一

开头就很上海、很青春。”在艾明之的

启迪下，管新生也在创作中关注工人

和工业题材，后来他和女儿、上海淮剧

团副团长管燕草一起收集资料、采访

老工人，写了 100万字长篇小说《百年

海上》。“工业题材这些年越来越少人

关注和书写”，管燕草认为，今天缅怀

艾明之，也要传承他书写这座城市和

工人群体的热情。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电影编剧李亦

中看过三遍《黄浦江的故事》，“艾明之

从 1908年写到 1958年，做到了有戏则

长、无戏则无，大手笔推进，把大的党

史、现代史节点和五口之家人物故事

合在一起，令人佩服。”

“有次我问艾明之的女儿黄小蓓，

对爸爸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她说，爸

爸一生都紧跟时代步伐，为普通老百

姓写电影、写书。她反过来问我这个

问题，我也是同样的答案。”陆寿钧认

为，这是当下创作中所缺失的。20世

纪 90年代，八十高龄的艾明之还与陆

寿钧、斯民三一起创作了 30集电视剧

剧本《灯火万家》。“他从二十几岁写电

影剧本，一直到八十几岁，还在追着改

革开放的新时代步伐创作。”

王安桅的母亲茹志鹃曾和艾明之

合作《春催桃李》，他也曾经多次采访

过艾明之，“他就像钻石一样，一颗永

流传。”

对编剧给予更高的尊重

此次研讨会活动由上海电影家协

会、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

作家协会、上海电影评论学会联合举

办。会议由上海影协驻会副主席、秘

书长李骁军主持。上海作协专职副主

席高渊认为，艾明之是大作家，也是大

编剧。“我们常发现，有些导演、演员的

作品表现会起起伏伏，最根本的还是

剧本的好坏。剧本编得不好，影视剧

是不可能成功的。应该对编剧本身给

予更高的尊重。”

“今天的追怀有一个特别之处，以

往比较多地关注导演，今天的主角是

编剧。”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

介绍，去年以来，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

院、上海戏剧学院联合提出“上海电影

学派”的概念，丰富中国电影学派的艺

术特色。从某种程度上，编剧可能比

导演更有海派的烙印，更蕴含上海电

影学派的精神。“上海导演的剧本可以

来自五湖四海，但上海的编剧要创作

的作品，都要立足自己的生活，这也带

来很多上海的独特性。”他发现，艾明

之的 12部电影作品里，除了《青山恋》

外，主人公都是知识青年或工人，这鲜

明体现了上海都市化的一面。“上海电

影学派研究要从导演进一步拓展到编

剧，包括演员、电影管理、视听艺术人

员等各个层面。”

艾明之对青年非常宽容，是管新

生、曹正文等许多上海作家的伯乐。

“他从来不开青年人玩笑，总是讲自己

做 过 的 傻 事 ，教 我 们 集 中 精 力 搞 创

作。和年轻人一起创作时，他总是把

年轻人的名字放在前面，和我一起创

作电视剧时也是。他总是看到青年长

处，喜欢和青年人交朋友。”陆寿钧说。

艾明之临终前，曾叮嘱前来探望的

夏衍电影学会会长、原中影股份总经

理、导演江平，“一定要把《少爷的磨

难》再拍一次”。前不久，江平已经买

下作品版权。他特地向研讨会发来问

候，表示将完成艾明之的嘱托。

2017年，黄小蓓将父亲艾明之《火

种》等手稿与珍贵历史照片共 355件文

献捐赠给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历

史文献中心手稿整理研究部副主任刘

明辉介绍，在家属许可下，这些手稿文

献将最大程度开放给研究者进行学术

研究，今年上图东馆将举办电影主题

手稿展，其中会展出艾明之的珍贵手

稿，让更多人了解他对电影事业作出

的贡献。

（来源：上观新闻）

今年是中国电影诞辰 120周年,中国电

影从横空出世的那一天起，就注定跟戏曲捆

绑在一起。很庆幸作为一名年轻导演，我的

处女作《梨园追梦人》和我新拍的《梨园琴

心》，都是跟戏曲有关的。

筹备《梨园琴心》之初，我内心充满忐

忑。如何将京剧这一古老艺术的精髓，通过

现代影像语言传递给观众？如何让那些被

岁月尘封的梨园故事，在短短几十分钟内焕

发新生？创作过程犹如一场跨越时空的对

话，让我对传统艺术在当代的生存状态有了

更深的思考。

《梨园琴心》是微电影《梨园追梦人》的

姊妹篇，都是描写当代戏曲人、梨园行故事

的写实性故事片。《梨园琴心》首次将镜头聚

焦于京胡演奏家这一群体，细腻入微地描写

了他们鲜为人知的生活点滴——那些酸甜

苦辣的日常、悲欢离合的人生轨迹。故事取

材于北京的一位年轻京胡名家的亲身经

历。该片描述了著名琴师姚远正在为一个

重量级的中青年器乐大赛作紧张准备，而在

这个紧要关头，他所指导的学生意外受伤，

无法完成毕业汇报演出的伴奏任务。一边

是苦练数十年终于有机会站到“台中间”，一

边是“戏比天大”对观众负责的诺言，姚远经

过艰难的内心抉择后，选择坚守一名京剧琴

师的初心……

创作之初，编剧、导演、监制等主创团

队，就对生活中的京胡琴师本人的从艺经历

做了大量且深入的了解，为这部影片的创作

打下扎实的内容基础和观众接受基础。京

剧演员的故事大家听的见的很多，可与演员

息息相关的伴奏器乐演奏者的故事首次“亮

相”银幕，他们和演员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

系，亲密无间，相互成就。开机之初是想请

一位专业影视演员来饰演剧中“姚远”一角，

考虑再三，这一角色非京胡师姚利先生本人

莫属。京胡艺术的难度之大，非一日之功，

和中国戏曲文化的四功五法一样，需要从小

练就，专业的影视演员在“声台形表”上一定

更胜一筹，可既会演戏又拉得一手好琴的人

屈指可数，实践证明，现实生活中，姚利先生

在舞台上不仅用精湛的琴艺征服了观众，更

以真挚的情感演绎，倾情展现了京胡演奏家

在其专业领域内的非凡魅力与深厚底蕴。

影片开头“夜深沉”曲牌演奏的镜头，我

用了长达近三分钟的推拉摇移以及叠画处

理，力求保持完整性。这引发团队内部的争

议，有人认为现代观众难以忍受这样的“慢

节奏”。但我坚持保留，因为那双手的每一

个细微动作都承载着几十年的功力和匠人

对专业驾轻就熟的得意，令我意外的是，试

映时年轻观众反而对这些镜头反响最热烈，

他们说“仿佛能听到琴弦的呼吸”。这让我

明白，不是年轻人不喜欢传统，而是我们常

常低估了他们的感知力。在表现京剧表演

片段时，我没有采用常规的舞台全景拍摄，

而是大胆运用了极端特写——青衣眼角的

一抹红、圆场跑动时带起的气流、双剑舞动

时的韵律。这些碎片化的影像拼凑起来，构

成了我对京剧之美的理解：它存在于每一个

细节的极致追求中。摄影师起初不适应这

种拍摄方式，直到看到粗剪素材时才惊叹：

“原来京剧可以这样看，可以这样拍，可以这

样美。”

影片中还有一场戏，姚远在剧场独自演

奏，拉响“夜深沉”那熟悉的旋律时，整个剧

组静默无声。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传统艺术

最动人的力量不在于它的“古老”，而在于它

依然“活着”，依然能在不经意间击中现代人

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后期制作阶段，我们实

验性地将京剧曲牌与写实画面进行叠画处

理。当第一次播放合成效果时，所有人都屏

住了呼吸——传统与现代并非对立，它们可

以在某个奇妙的频率上共振。

虽然是一部微电影，但是为了使之影响

力更大，知名度更广，传播力更强，我们有幸

邀请到了陶玉玲、张勇手、刘佩琦、何赛飞等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作为配角甚至群众演

员倾情加盟，他们的倾情献艺，共同铸就了

这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中国艺术

魅力的作品。

作为视听艺术，微电影打动人心的关键

在人物，在人物的故事。这部作品在人物塑

造上下了功夫，根据微电影快节奏的叙事特

点作了相应的艺术处理，尝试以小体量承载

起传播传统文化的厚重内涵。剧中的人物

都是善意的化身，严师慈父的师父杨宝奎

（刘佩琦饰），高风亮节的姚远（姚利饰），贤

良淑德的白梅（何赛飞饰），善良懂事的徒弟

小郝（嘉央桑珠饰）等，演员、演奏员也都是

活生生的人。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事业、家

庭、工作、生活，也都是来自于他们各自成长

历程的提炼和缩影，比如饰演小崔的演员，

是来自北京电影学院在校二年级的学生倪

婧婧，也会面临毕业的去留问题；生活中的

刘佩琦老师，是一位酷爱京剧艺术的资深

“票友”，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切的感情；何赛

飞老师本身就是戏曲演员出身的她，饰演起

师母白梅这个角色更是驾轻就熟，尤其是当

知道自己的化验结果出来，一切正常，内心

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那段台词的处理，

张弛有度，情真意切，在背景音乐的烘托下，

镜头叠加，“我爱这个时代”何赛飞重复了三

次，层层递进，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含义，随之

舞台的大幕缓缓拉上，片尾字幕开始滚动，

给观众无限的想象空间……大团圆的结局

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观影习惯，也是中国

戏曲延续百年的教化意义。

《梨园琴心》先后在中美电影节等节展

上获奖，成片在党建网播映，有年轻观众告

诉我，他们因为一部微电影想去现场看京

剧，聆听京胡现场的魅力，这简单的反馈让

我感到欣慰。这部微电影的创作经历，让我

重新思考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最好的传承

不是原封不动的保存，而是让古老艺术在当

代语境中重新找到呼吸的节奏。当京剧的

韵律与电影的画面交织，当琴师的不忘初心

与年轻人的好奇心对视，传统艺术便在这一

刻完成了它的现代转世。这或许就是《梨园

琴心》最想表达的心得：传统不是过去时，而

是正在进行时。

今天当我回顾《梨园琴心》的创作过程

的时候，我从中国戏曲学院走出来，加上我

从小生长在戏曲资源非常丰厚的安徽，使得

我这次创作基础较为扎实，值得一说的是在

创作过程中，我先后采访了当下京剧界的不

少名师，拜望了电影界一些德艺双馨的前辈

艺术家，聆听他们讲述他们的成长故事。我

真心地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教导的“胸中有

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

坤”，如此我才能完成这样一次对于我来说

难度很大的创作。

（作者为中国广播艺术团二级导演）

纪念艾明之百年诞辰
今天如何传承“上影一支笔”

■文/钟 菡

袁雪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