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电影“攀登者”，70载山一程水一程
壮丽七十年 奋斗新时代

在大银幕上书写无边契阔的中国故事
“一路攀登， 心向往之。 ”9 月 30

日，上海出品的影片《攀登者》即将上映。

中国第一代珠峰攀登者的英雄礼赞，将

同其他主流大片一起在国庆档发出水击

石鸣的声音。

一部影片不过是小小缩影。 1949 年

12 月 ，诞生于 “黎明 ”前 、后补拍了上海

解放场景的《三毛流浪记》上映，成为新

中国第一部公映的国产电影。 1991 年 6

月，《开天辟地》首映，影片将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石库门点燃信仰之炬从嘉兴红船

启航的原点时刻，搬上大银幕，填补了这

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空白，成为新中国

电影的一座高峰。 70年风雨如磐，一代又

一代上海电影人用他们的信仰、 情怀、担

当，以他们的现实关怀与艺术追求，接力

在大银幕上书写中国故事。他们真正想要

追逐的，当是文艺创作的“峰峦如聚”。 为

了抵达目的地，石挥、桑弧、孙瑜、郑君里、

鲁韧、谢晋、吴永刚、吴贻弓、黄蜀芹等电

影人薪火相传； 为了顶峰光景， 赵丹、白

杨、张瑞芳、孙道临、秦怡、黄宗英、王丹

凤、仲星火、牛犇等艺术家不舍昼夜。

山一程水一程， 他们以不懈攀登之

姿，用电影描绘中国大地的无边契阔，记

录时代的春风化雨。

用电影的价值观确证了
问题的答案———创作为了谁

7 月，上海大剧院，上影演员剧团以

话剧《日出东方》来纪念上影厂 70 年。新

党员、 老艺术家牛犇以零台词的方式出

场，饰演了老摄影师。对待螺丝钉般的小

角色，他认真又专注。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给当时 83 岁

的预备党员牛犇写信， 勉励道：“希望你

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继续在从艺

做人上作表率， 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做

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为繁荣发

展社会主义文艺贡献力量。 ”一轮寒暑过

后，预备党员转正的牛犇这样说“初心”：

要在有生之年为人民、为时代多出作品，

出好作品。

无独有偶，97 岁高龄的艺术家秦怡

曾在“上海之巅”许下生日愿望：“只要电

影需要，只要观众需要，我随叫随到。 ”虽

说近年来秦怡深居简出，但是做“随叫随

到”的电影人，她是认真的。 观众都还记

得，四年前，由她编剧并主演的影片《青

海湖畔》上映，新中国女气象学家的感人

事迹曾经润湿了眼底。

“为了人民”“为了观众”是电影人的

心愿。 牛犇说，这是他进厂后始终听“瑞

芳大姐她们”念叨的真谛，更是当下创作

者责无旁贷的事情，“电影是历史的记录

者。 多年后，当人们回首过去，电影可以

用生动的影像来还原生活的面貌， 带给

人们向上向善的信念理想。 ”

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举办了纪

念谢晋逝世十周年的系列活动。 当那些笃

信“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的作品重

新回到观众的视野里， 沸腾的抢票场景、

热烈的观影画面，都在隔空回应谢晋导演

当年的主张———早在他拿起导筒的那天，

这位大师级人物就用电影的价值观，确认

了问题的答案———为了人民而创作。

翻开谢晋的创作年表，早年的《女篮

五号》《舞台姐妹》《红色娘子军》等，看似

故事简单， 却反映了新旧社会的强烈对

比，充溢着革命者的理想主义。正因为让

人民感同身受， 这些情绪加深了观众在

心灵深处对时代的认同感。改革开放后，

谢晋的创作尤其注重在历史、文化、人性

和民族的心理上反复描摹。 《啊！ 摇篮》

《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 等影

片，如甘霖般沁润了观者的心田。

以绵绵之力朝一个方向奋
进———为伟大时代传神写貌

“为祖国骄傲———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影展”正在上海举

行，策展方穿过时间隧道，将 70 年来记

录中国人民携手共进、 砥砺前行的佳作

一一请回大银幕。其中，上海出品的经典

占据了大半壁江山。

1959 年，上海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

拍摄了若干部献礼片，《聂耳》 是其中之

一。导演郑君里与赵丹携手，充满激情的

表演不仅赢得了中国观众满堂彩， 还荣

获 1960 年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传

记片奖。 1956 年，陈西禾联袂叶明将巴

金最富盛名的小说《家》搬上大银幕，书

中描绘的社会巨变中的年轻人群像，至

今仍有着强大的感染力。 1962 年，岑范

导演与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 徐玉兰

合作，将古典名著《红楼梦》的重要段落

改编成越剧电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日新月异。

上海电影人敏锐捕捉到时代之进步、人

心之思变。 黄祖模导演的《庐山恋》1980

年上映，改革开放后“大银幕上第一吻”

透着时代的浪漫；1981 年， 赵焕章执导

的《喜盈门》吸引了三亿人次观看，和农

村新景象一样引人入胜的， 是片中闪耀

的人性光辉；1985 年，吴贻弓带着《城南

旧事》 在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捧回新中国

电影的第一个国际大奖，之后，这部以诗

化镜头勾起人们对故土乡情无限眷恋的

影片，卖出了 115 份拷贝。

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市场经济大潮

冲击着国产电影。 人们都在等待一支国

产片的强心剂。 2000 年，奇迹出现了。 影

院里， 银幕上的男主人公李高成掀翻饭

桌时，观众席掌声雷动；影片放完后，有

些地方还有人放了鞭炮。 这部作品就是

《生死抉择》。 当年的反腐倡廉大片以李

高成这一艺术形象为“不忘初心”做出注

脚：为民造福，保民平安，夙夜在公，清风

两袖。 最终，该片总票房达 1.2 亿元，成

为中国有正式票房数据以来， 第一部过

亿元的电影。

《生死抉择》的真正意义不仅仅在于

市场。 “电影必须对社会生活发生积极的

推动作用。 ”上影厂老厂长、导演于本正

说。 同理，决心拍摄《走出地平线》，他也

有着深切的为时代变革而呼的冲劲。 一

次参观时，他见到了红手印包干书，安徽

小岗村农民破釜沉舟签下的生死状 ，一

下击中了电影人的心。

还有《高考 1977》《西藏天空》《我不

是药神》等等，这些故事都从不同视角出

发，关注着不同时代的社会关切。正如于

本正所言：“70 年来，上海电影从来不是

时代进步的旁观者， 而是直接参与了伟

大的进程，用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作品，

为伟大时代传神写貌。 ”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从过去到未来，城市品格始终参与上海电影的塑造
采访：王彦（本报首席记者） 专家：饶曙光（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中国最早的电影工业在上海落地生

根。 直到今天、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上海电影依旧以其无法忽视的市场活

力 、 创制能力， 占据着中国电影极为重要

的一席。

从过去到现在 ，上海能以当仁不让的

姿态参与中国电影的成长 ，用一个关键词

来解答个中缘由 ，“城市品格 ” 显得恰如

其分———电影作为一门属于现代与工业

化的艺术 ， 是世上最年轻的综合艺术门

类 ；上海早在中国电影蒙昧初开时 ，已是

中国最大的都市 ， 如今则是一座更为开

放、更求创新 、更讲包容的城市 。 如是 ，上

海拥抱电影水到渠成 ，电影能在上海如鱼

得水 。

家国情 、 人民性 、 人文景
观———铸就海派电影的丰沛底气

文汇报： 我们怎样理解上海电影的海

派气质？

饶曙光： 海派电影与上海作为一座国

际大都市所具有的独特城市品格 、 气质 、

精神 ， 以及与之形成的海派文化是难以

分割的 。 正如上海的城市品格是开放 、

创新 、 包容 ， 海派电影最显著的特点亦

是艺术上的兼收并蓄 、 创作者的不断求

索 。 这从早期的 《神女 》 《新旧上海 》

《小城之春 》 《一江春水向东流 》 等经典

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电影的生产布局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 在变化的格局中 ，

上海电影既承继了原先风格里浓郁的知

识分子人文气息 ， 也遵循着 “文章合为

时而著 ” 的文艺创作准则 ， 涌现出了一

大批熔铸了家国情、 人民性与人文景观的

优秀作品。

以 “上海电影制片厂” 之名， 我们能

罗列许多佳作 。 《红日 》 《南征北战 》

《渡江侦察记 》 《铁道游击队 》 《家 》

《女理发师 》 等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

影片， 展现了中国人民为建立新中国的呕

心沥血。 这些作品为新中国电影奠定了最

初的基石。

进入新时期， 《牧马人》 《天云山传

奇 》 《芙蓉镇 》 《最后的贵族 》， 上海电

影以谢晋导演为杰出代表 ， 关注人性本

色、 凝视时代的流变。 《庐山恋》 《城南

旧事 》 《巴山夜雨 》 《月亮湾的笑声 》

《喜盈门 》 《生死抉择 》 《人鬼情 》 等作

品， 从工农兵学商等各个层面体现了中国

百姓的生活变迁 。 而在 《大李小李和老

李》 《今天我休息》 《魔术师的奇遇 》 等

妙趣横生的影像中 ， 我们也能看到上海

电影传统的影子 ， 包括独特的城市景观 、

人文风尚等。 21 世纪以来， 《紧急迫降》

《高考 1977》 《西藏天空》 《村戏》 等影

片 ， 从各个角度切进中国大地的现实土

壤。

对于电影 ， 好的作品永远是硬道理 。

于上海电影而言， 既有岁月可回首， 亦有

前程可攀登， 作品是最大的底气。

包括 “中国电影的巴尔扎
克”， 这里集聚了一批构筑历史
的电影人

文汇报： 截至目前， 谢晋导演是获得

中国电影金鸡奖、 大众电影百花奖最多的

导演， 他还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

的观影人次纪录。 在您看来， 他为今天的

中国电影人留下了怎样的财富？

饶曙光 ： 在新中国电影 70 年里 ， 谢

晋导演无疑是座丰碑 ， 我自己更愿意用

“中国电影的巴尔扎克” 来形容他。

谢晋导演曾说： “艺术家要对社会问

题发言 。” 所以 ， 他的作品里饱蘸着对现

实的关注、 对社会的关切。 尤其是 《牧马

人》 等三部作品 ， 坚持现实主义的道路 ，

在内容和思想层面， 都触到了当代中国和

中国人的骨血肌理。 这些代表着新时期电

影创作高潮与高峰的作品 ， 在中国电影

志、 尤其是 “中国电影学派” 中占据浓墨

重彩的一页，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

清晰 、 强烈地显示出来 。 他的赤子之心 ，

他的现实关怀与艺术追求， 都是留给今年

中国电影人的镜鉴。

文汇报 ： 在新中国电影 70 年的征途

中， 上海还集聚了一批大师级电影人。

饶曙光： 的确， 我们要谈论上海集聚

过的电影大师级人物， 用 “灿若星河” 亦

不为过 。 表演艺术家方面 ， 赵丹 、 白杨 、

张瑞芳、 王丹凤、 孙道临、 秦怡等都在中

国电影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 在

新中国的大银幕上 ， 赵丹的 《烈火中永

生》 《聂耳》， 张瑞芳主演的 《南征北战》

《李双双》， 孙道临在 《永不消逝的电波 》

里的形象等， 都曾在新中国筚路蓝缕的奋

斗历程上， 鼓舞过中国人民。

进入新时期， 吴贻弓导演也为中国电

影在现实主义内容和形式的探索创新上做

出了很大贡献。 他的 《巴山夜雨》 《城南

旧事 》 激活了中国诗意现实主义的传统 ，

在人文情怀的表达上 ， 达到了很高的水

准。

不得不提的还有女导演黄蜀芹。 她的

代表作品 《人鬼情》 是新中国电影里很独

特的一部作品。 虽然它被贴上了女性主义

的标签， 但在电影史上值得反复诉说、 阐

释。 以及新时期之初杨延晋导演的 《苦恼

人的笑 》 《小街 》， 都是在中国当代电影

史上留得住的作品。

构筑中国电影工业高地 ，

上海已然踏上了通往未来之路

文汇报 ： 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 ， 上海

电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今的上海

电影找到突围路径了吗？

饶曙光：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上海

电影深厚的历史文化际遇、 上海这座城市

国际化大都市的品格， 以及中国唯一 A 类

国际电影节举办地的优势， 都是近年来为

上海电影谋求新机遇和新发展的突破口。

具体说来， 深厚的电影文化传统与开

放、 创新、 包容的城市品格交织， 为上海

积累了电影人才的基础、 技术的优势、 观

众的水准和市场的活跃度。 这些都在为近

年的上海电影不断注入新活力。 特别是已

然举办了 22 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 在促

进国际交流、 浇灌城市美育、 培育高水平

高质量观众， 建设差异化多样化的市场体

系等方面， 做出了独特贡献。

随着上海越来越开放， 随着上海对构

筑中国电影工业高地、 中国电影技术体系

以及人才培育培养给予种种政策激励， 上

海电影会以更加开放、 更加包容、 更加务

实的态度， 更加自信地通往未来之路， 用

更高质量、 更多高峰品格的作品为中国电

影从大国迈向强国做出更多的上海贡献。

专家视角

在现实主义的征途上传承接力棒
奚美娟

我与电影正式结缘，是上世纪 90 年
代初的事。 1991 年，我参与了上影厂和
浙影厂联合出品的影片《假女真情》。 影
片里， 被错认的女儿在那个春天给了台
湾老兵一段如江南景致般细腻温婉的人
间真情。 如今回想起来，最让我感触的，

还不是它为我赢得了第 11 届中国电影
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项， 而是一些来自
年轻观众对这部电影的评价：“非常棒的
电影，在我心底播下了善良的种子。 ”

什么样的电影作品能被观众视为
“善良的种子”？ 我想，原因不外乎这些：

它体察到了我们社会的关切点， 它触到
了普通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这部上世
纪 90 年代的“上海出品”，但它背后蕴藏
的创作真谛， 到今天同样适用———电影
这个能够最大程度投射社会风貌、 影响
普通生活的艺术样式， 要想成就真正的
精品，从来都是来自于社会生活实践，深
刻表现人性、人道和人的价值，并且采取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方法。

近 40 年来，我直观地见证了上海在
改革开放以来打磨电影品牌的努力。一方
面，我曾有幸与鲍芝芳导演、武珍年导演、

仲星火老师等艺术家合作拍戏。他们对中
国社会的深刻洞察、对普通中国人喜怒哀
乐的感情共鸣，让我真切体悟到上海电影
的一系列经典长廊，正是汇聚了前辈们在
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绵绵之力。另一方
面，进入新世纪后，我能在许多上海出品
的佳作中看见年轻的力量不断注入到这
条磅礴的创作河流中。 看作品，我们拥有
《西藏天空》《美丽上海》《村戏》《我不是药

神》以及即将在国庆档上映的《攀登者》等
题材风格各异，而在现实主义的追求中殊
途同归的影片。 论人才，郑大圣、傅东育、

吴天戈、徐峥、马伊琍、王景春、孙俪、郑恺
等导演和演员，都在大银幕上认真书写过
现实主义的一笔一划。

与新中国同行 70 年，上海一代代电
影人为中国电影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

接力棒自然被交付给了年轻的一代。 对
这代人而言， 时代出具了新的考卷。 从
完善电影产业链， 构筑电影工业标准体
系， 直到以科技创新加快打造全球影视
创制中心等， 凡此种种， 都是时代赋予

的新使命， 也是中国电影从大国迈向强
国的新担当。

越是在电影事业迅猛发展的关键时
刻， 我们越是要坚持前辈传下来的现实主
义传统， 坚持艺术创造中不变的力量。

比如演员的自我修养， 归根结底就
是要做好两件事：做人和演戏。 我在上海
戏剧学院读书时， 我的老师经常告诫我
们：“成才、修德， 是一辈子的事。” 即使
在今天， 我认为仍然是艺术工作者的金
科玉律； 再比如， 我在戏剧舞台、 电影
电视、 电影教育等多个平台工作， 时常与
年轻人打交道。 每年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

院艺考招生， 甚至学校招聘教师时， 我总
会加试一个问题： “最新的国内外文化热
点是什么”。 偶尔会有年轻人被问懵， 但
我坚持认为， 这绝非业务之外的提问。 关
照现实不是空谈， 而是要日积月累地时时
关心现实社会， 只有这样， 创作才不会
脱离生活。 这也应当成为年轻电影工作
者的一种文化自觉。

前辈艺术家们的艺术实践早就证明：

生活是一切文艺创作的源泉，现实主义是
中国电影、 上海电影不能脱离的创作传
统。 今天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地传承下
去。 就像我们传承了上一辈的宝贵财富那
样，我们也希望能通过文联、高校、各创作
团队的平台， 为下一代留存精品力作，使
得上海电影事业越发璀璨辉煌，使得“上
海文化”品牌能在新的时代中熠熠发光。

（作者为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话剧
艺术中心国家一级演员）

本报记者 王彦整理

让我们真诚地用电影为祖国放歌
吴贻弓

我电影拍的不多，总共九部。 按先后
顺序，它们是《我们的小花猫》《巴山夜雨》

《城南旧事》《姐姐》《流亡大学》《少爷的磨
难》《月随人归》《阙里人家》和《海之魂》。

电影创作对于我， 都是很遥远的事
情了。但放之于越久远，可能有些规律会
显得越清晰， 那就是中国电影的创作传
统不外乎现实主义。 虽然近年来由于国
际交流日渐频繁， 世界电影的诸多创作
体系和美学流派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
我们的创作实践， 但我以为中国电影无
论从创作和接受两方面， 现实主义仍是
不可取代的。

现实主义的大框架下， 我认为我们
的创作者还应当尊重中国电影最具民族
特征的一些因素。比如叙事性，中国观众
之所以去看电影， 首先也在于去看它讲
述的“故事”是什么。又比如，中国观众欣

然接受并可能为之流泪的电影， 在根本
上也应该是符合我们民族传统道德对真
善美的推崇的。

我想以《阙里人家》的拍摄过程来举
个例子。那一年，我在山东济宁有个电影
讲座，离曲阜才 30 多公里，于是我顺便
去参观了孔林。 去孔林的那年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出国热刚刚兴起 ，有的年轻
人心态浮躁， 与传统文化之间产生了种
种隔阂。但在那个时候，似乎还没有很多
人真正从文化的层面上去审视“代沟”的
内涵， 而我恰恰在那个时候从参观孔林

得到了某种启示。后来，我把一些尚处于
朦胧阶段的想法告诉了成为《阙里人家》

编剧的周梅森等。不想，同样引起了他们
的巨大反响。于是，我们再次结伴重游孔
子的家乡曲阜， 在孔林里展开关于传统
文化和当代文化关系的探讨和争论 ，从
而也开始了结构我们未来影片里的人物
和故事的过程。

后来在影片里， 我借年纪最老的一
代之口说出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宗，

他叫孔子”，这其实是我在呐喊。 而片中重
孙子那一辈人对新事物的渴求，也有他们

的理由。 当年，这片子是我花了很大心血
拍的，里面有我想说的东西。 现在，在经济
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我觉得它依旧可以给
我们的电影人一些微不足道的启示。文化
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
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大理由。上海
电影也好，中国电影也好，我们在坚持现
实主义的创作过程中，民族的文化传统也
是不可忘却的。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有些话
我曾讲过，现在依旧这样认为，就是关于
怎样看待“献礼片”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 科学和艺术 ， 同是
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和手段 。 不同的
是 ， 科学认识世界靠的是逻辑这条纽
带 ， 艺术认识世界靠的是情感这条纽
带。 所以， 没有情感、 只有理性是不会
出现艺术的 。 而在许多历史的重大关
口， 就像近年来我们有那么多大事、 喜
事， 凡是有激情、 有才华、 有责任、 有
眼光的艺术家 ， 难道不应该发自肺腑
地创作相应的作品来抒发自己的情感
吗 ？ 只要我们的艺术家真情实感地把
自己投入到为祖国放歌的情怀里 ， 把
握艺术规律 ， 所谓应时应景的创作何
尝不是真心真意的！

祝福我的祖国，祝福上海电影。

（作者为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电
影家协会原主席，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
中央候补委员）

本报记者 王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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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
导演：岑范 编剧：徐进

主演：徐玉兰、王文娟等

原是上海越剧院二团 1958 年首演的舞台戏 ，1962 年改编
为戏曲电影，为观众留住了王文娟和徐玉兰版本的宝黛之光。

《青春万岁》 《我不是药神》

导演：于本正

编剧：宋继高、张

平、贺子壮

主演：王庆祥、廖

京生、左翎

反腐倡廉大片 ，

获 2000 年中国电影
华表奖优秀故事片
奖， 第 20 届中国电
影金鸡奖最佳故事
片、最佳编剧奖、最佳
男配角， 第 24 届大
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
事片、 最佳男演员奖
等重要奖项。

《生
死
抉
择
》

导演：李歇浦 编剧：黄亚洲、汪天云

主演：邵宏来、孙继堂、王霙等

回首“开天辟地”大事件，艺术地再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程，填
补了这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在大银幕上的空白。 影片获第 12 届中
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特别奖、特别影片奖、最佳编剧奖。

2000

1962 1983 2018

1991《开天辟地》

《攀登者》 2019

导演：李仁港 编剧：阿来 监制：徐克

主演：吴京、章子怡、张译、井柏然、胡歌等

聚焦中国第一代珠峰攀登者，讲述他们在 1960 年、1975 年两次登顶世界之巅的卓绝奋斗。

导演：黄蜀芹 编剧：王蒙、张弦

主演：任冶湘、张闽、梁彦、秦岭、施天音、邬君梅

根据王蒙同名小说改编，讲述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一群不同
思想性格、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学生互相帮助、共同成长的故事。 黄
蜀芹给该片定下的拍摄原则是“真挚的生活，真诚地反映”。

导演：文牧野 编剧：韩家女、钟伟、文牧野

主演：徐峥、王传君、周一围、谭卓、章宇等

根据陆勇代购抗癌药的真实事件改编，最终票房 31 亿元，获第
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 14 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
鹿奖最佳华语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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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谢晋 编剧：王林谷、谢晋、徐进

主演：谢芳、曹银娣、上官云珠

借越剧戏班讲述了一对舞台姐妹花的故事， 勾勒出 1940 年代
戏曲演员在红尘中的悲喜春秋。

《舞台姐妹》 1964

导演：陈西禾、叶明 编剧：陈西禾

主演：魏鹤龄、程之、孙道临、黄宗英、张瑞芳、王丹凤等

改编自巴金小说，讲述新旧社会力量的更迭和挤压下，每个家
族成员的人生境遇。影片是文学与电影美好联姻的硕果，也展示了
一部分“二十二大电影明星”的风采。

《家》 1956

导演：吴贻弓 编剧：伊明

主演：沈洁、张丰毅、张闽、郑振瑶等

根据作家林海音同名小说改编，展示了 1920年代老北京的
社会风貌，影片获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

以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等国内外大奖。

《城南旧事》 1983

《庐山恋》
导演：黄祖模 编剧：毕必成 主演：张瑜、郭凯敏

影片上映一周内票房过亿元、观影人次超四亿，至今仍在刷新
“单一影院上映最久”“单片观影人次最高”两个纪录。 获得第一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 第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
片、最佳女主角奖。

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