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荩电影 《红色娘子军》 由谢晋执导， 祝希娟、 王心

刚等主演， 获得第一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最佳导演

奖、 最佳女演员奖和最佳男配角奖

70年，上海电影的三次攀登
石川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登山是一项广受欢迎的人类极限运动 。 它的魅力
在于， 攀登者从不涉足坦途， 而总是以超乎常人的勇
气、 毅力去挑战那些地势险要、 环境恶劣的崇山峻岭。

有时 ， 他们不得不从幽深谷底 ， 紧贴岩缝攀援而上 ，

经过不懈努力， 才能领略到 “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
小” 的巅峰体验。 这种迂回起伏的攀登足迹， 某种意
义上也象征着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回顾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上海电影的发展历程 ，

我们会发现 ， 那些曾经或正在为之奋斗的几代影人 ，

也正是这样一群步履不停的攀登者。

70 年来， 上海电影有过三次从谷底登临巅峰的历
史传奇。

70 年间 ， 上海出品的电影成为我们生
活的记录者、 时代情绪的抒写者， 以及未来
梦想的刻录者。 这些是上海电影创造的 “中
国第一” ———

◆《魔术师的奇遇》

———中国首部彩色宽银幕立体电影

◆《庐山恋》

———创造 “在同一影院连续放映时间最长的
电影” 的世界纪录

◆《城南旧事》

———改革开放后首部获国际电影节大奖的中
国电影

◆《生死抉择》

———有正式票房记录以来， 首部票房过亿的
影片

◆越剧电影 《梁山伯与祝英台》

———新中国成立后的首部彩色戏曲艺术片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1980 年上映的《庐山恋》中，演员张瑜总共换了 43 套衣服，为了拥有一件

“同款”，许多女性观众不止一次走进影院，不少裁缝也通过电影开始了“时装”生意。

▲ 《城南旧事》 像一首散文诗， 通

过沈洁饰演的英子， 让许多人回忆起自

己的童年———夏天的风、 田间的路、 小

伙伴的光脚丫。

三大亮点
看上海电影与 “城市品格”

海派电影作品的海派精神

    上海的城市品格是开放、创新、包容，海派电影最显著

的特点是艺术上的兼收并蓄、创作者的不断求索。 新中国

成立后，上海电影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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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电影征途， 大师级电影人云集

回顾新中国电影 70 年，谢晋导演是座丰碑，他的作品

饱蘸着对现实的关注、对社会的关切，在内容和思想层面，

都触摸到了当代中国和中国人的骨血肌理。 吴贻弓导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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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表演艺术家赵丹、白杨、张瑞芳、

王丹凤、孙道临、秦怡等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和影响力。

构筑电影工业高地

上海电影正在以更加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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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更多的上海贡献。

荨今年国庆档影片《攀登者》海报。

该片讲述中国登山队向珠峰发起冲刺，

完成了世界首次北坡登顶这一不可能的

任务。演员阵容包括吴京、张译、章子怡、

井柏然、胡歌、王景春、陈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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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上海影人以满腔热情为时
代带来不一样的色彩

上海电影在 70 年里的第一次攀
登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旧中国一路
走来的上海影人，由于不熟悉新的文艺
政策， 对工农兵缺乏深入的了解和体
验，在新的时代氛围中，一时有些无所
适从。 不仅影片产量出现下滑，部分创
作人员也陷入了无片可拍的尴尬境地。

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国营上海电影制
片厂而言，如何帮助和促进这批老影人
跟上时代步伐， 尽快适应新的社会环
境，激发他们新的艺术活力，便成为当
时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1954 年， 上影接到生产指令，要
拍摄一部表现渡江战役的军事影片《渡
江侦察记》。 厂里决定启用孙道临出演
男一号———解放军侦察连连长一角。孙
道临接到通知，心里犯了嘀咕：从没接
触过解放军官兵的他， 不熟悉部队生
活，连怎么打枪都不知道，怎么演啊？后
来担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徐桑楚，

当时是主抓创作的艺术处副处长。他找
孙道临做工作，希望他把这部影片作为
新的起点。为了帮助孙道临理解和把握
角色， 厂里联系华东军区原渡江部队，

安排孙道临去体验生活。孙道临也不再
犹豫，而是背起军挎，打上绑腿，跑到部
队去“一、二、三、四”出兵操，与部队官
兵共同生活了三个月。 后来影片公映，

银幕上孙道临饰演的侦查英雄李连长，

不仅与角色毫无违和感， 还在不经意
间， 为角色赋予了一份儒雅的气质，为
新中国银幕奉献了一个风格独特的“儒
将”形象。孙道临的成功转型，不仅为自
己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艺术道路，也为别
的上海影人树立了榜样。 一时间，转变
思想，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积极投身工
农兵影片创作，在老上海影人中蔚然成
风。以前以出演年轻学生、小市民、知识
分子著称的白杨，在《祝福 》（1955）中
成功塑造了劳动妇女祥林嫂的形象；擅
长饰演交际花、姨太太、弱女子的上官
云珠，经过一番艰苦努力，也为观众奉

献出《南岛风云》（1955）中游击队女护
士符若华的光彩形象；一向以清丽雍容
示人的秦怡， 也凭借在 《铁道游击队》

（1956）、《林则徐》（1958）等影片中塑
造了一系列纯朴、 勇敢的农村妇女形
象，为自身的演艺生涯实现了一次华丽
的转身。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从旧社会走来
的艺术家，并非只是消极地追蹑时代潮
流，而是以满腔热情，力图为这个时代
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色彩。 譬如赵丹，从
上世纪 30 年代初入影坛，就怀抱着建
构“中国表演体系”的远大抱负。 到了
1950 年代 ，在 “推陈出新 ，古为今用 ”

的时代氛围中，终于有机会在《李时珍》

（1956）、《林则徐》（1958） 等影片中，

结合传统戏曲表演程式， 经过大胆尝
试，成功摸索出一套带有显著中国气派
和中国特质的表演方法。 他利用古代士
大夫峨冠博带、宽袍大袖的造型特点，借
鉴戏曲舞台“上场风”和“紧打慢唱”的表
演程式，将李时珍、林则徐这两位古代
先贤，刻画得神采飞扬、入木三分，成为
那个年代留给我们的重要文化遗产。

在新老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到了
上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上海电
影开始呈现出爆发性增长的态势。影片
产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年产不到五部，

迅速提高到 1950 年代末年产超过 50

部 ， 为观众奉献了 《铁道游击队 》

（1956）、《女篮 5 号》（1957）、《老兵新
传 》（1958）、《聂耳 》（1959）、《红色娘
子军 》（1960）、《李双双 》（1962）、《红
楼梦 》 （越剧艺术片 ，1962）、 《红日 》

（1963）、《霓虹灯下的哨兵 》（1964）、

《舞台姐妹》（1965）等一大批脍炙人口
的传世佳作，形成了新中国上海电影创
作的第一次高潮。

改革开放初期：

以源源不断的剧本
供应，促成一部部经典名
片相继在上影问世

上海电影第二次由谷底攀爬起跳，

出现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

“十年内乱”让上海电影生产遭受重创。

服装车间上万件戏服发霉破损，照明灯

具一通电源就会烧掉。 唯一的家底，就
是那些渴望重生的老中青三代影人。当
时，全厂文艺六级以上且尚能从事创作
的业务骨干正好一百零八人，被人称为
“一百单八将”。可是，僧多粥少，剧本供
应跟不上， 再好的导演也只能是巧妇
难为无米之炊。 面对这种形势，上影适
时推出 “老少结合 、以老带新 ”的创作
机制，让老导演与中青年导演“搭班开
伙”、 合作拍片。 73 岁的吴永刚与 42

岁的吴贻弓搭班拍了 《巴山夜雨 》

（1980）；75 岁的黄佐临与 42 岁的傅
敬恭一同拍了《陈毅市长》（1981）；72

岁的张骏祥与 40 岁的李歇浦联合执
导了《大泽龙蛇》（1982）。 正是这样的
“搭班开伙”，在剧本短缺情况下，让原
本无片可拍的中青年导演得到了上火
线磨练的机会， 为他们日后独立拍片
创造了条件。

但这毕竟只是权宜之计，要保证生
产计划的顺利开展，首要条件依然是充
足的剧本供应。时任上影厂厂长的徐桑
楚认为，剧本是为人才服务的。 没有剧
本，大家无片可拍，就谈不上人才。反过
来，是不是人才，也只有剧本投拍后才
能得到检验。 为了保证剧本供应，上影
文学部 50 余位编辑被分为四个组，前

两组以长江为界， 分成江南组和江北
组。另外两个组，一个上海本地组，一个
部队组。 文学部的编辑，按照各自划片
分工，分别联系相应地区的知名作家和
创作机构。 安徽著名作家鲁彦周曾说，

上影厂的编辑，嗅觉比别人灵敏，只要
一听到安徽省作协开会的消息，就会立
刻跑来“蹭会”。实际上是想利用作家集
中开会的机会，打探、搜集创作信息。有
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种“分片包干”

的办法，几乎把东南西北各地作家“一
网打尽”。从内蒙古的玛拉沁夫，到河南
的李准；从广州军区的梁信，到海军政
治部的叶楠，各路名家名作，纷纷被上
影纳入囊中， 一部接一部的经典名片，

相继在上影宣告问世。

不过， 有时候也会碰到兄弟厂之
间围绕剧本所展开的激烈竞争。 济南
军区作家李存葆，因为小说《高山下的
花环》而名声大噪，引来全国各地制片
厂的文学编辑， 把军区政治部的办公
室围得水泄不通。上影编辑是位女士，

眼看在竞争中就要处于劣势， 徐桑楚
便在电话中对她大声喊话： 只要他们
愿意把 《高山下的花环 》交给上影 ，我
们就请谢晋导演出马来拍这部片子 。

果然，“谢晋” 两个字成了剧本争夺战

中最有效的秘密武器。 最终，《高山下
的花环》 于 1984 年由上影完成了改
编拍摄。 这件事让晚年的徐桑楚感慨
良多。 他说， 就因为上影导演更有实
力，我们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由于组织措施得力， 短短数年中，

上影的生产潜力再一次被挖掘出来。影
片产量从 1977 年的年产四部 ，到
1983 年迅速恢复到年产 20 部。 高峰
时段，仅上影一厂就能有 16 个剧组同
时开机。 1982 年就是这样的“丰年”之
一。年初一部《牧马人》，岁尾一部《城南
旧事》， 妥妥地几乎囊括这一年全国所
有的重要电影奖项，被上影人骄傲地称
为“红烧头尾”。

新时代：

全国优势电影资源
在 上 海 形 成 新 的 集 群
效益

时光流转 30 年。 当前，上海电影
再次处于一个奋力登高的攀升期。上世
纪 90 年代 ，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

立，上海电影一度经历过一场转型的阵
痛。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电影产业的
快速扩张和电影市场的迅猛崛起，中国
业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也为
上海电影带来了又一次的黄金机遇期。

2014 年 ，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 ，全国
优势电影资源开始在上海形成了新的
集群效益。上海电影在全国的市场占有
率也出现了大幅度回升，票房产出连续
多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特别是近五
年来，上海电影佳作不断，相继推出了
《西藏的天空》（2014）、《霸王别姬》（3D

京 剧 艺 术 片 ，2015）、 《 山 河 故 人 》

（2015）、《铁道飞虎》（2016）、《功夫熊
猫 3》 （2016）、 《村戏 》 （2017）、 《江湖
儿女》（2018）、《攀登者》（2019） 等一
大批精品力作。以贾樟柯、傅东育、郑大
圣、徐峥、胡歌、廖凡、王景春、雷佳音、

王传君、彭昱畅为代表的新一代上海影
人，正在成为创作与市场的中流砥柱。

正如任何登山运动一样，上海电影
脚下，道路依然崎岖不平，前行途中，也
一定会遇到无数艰难险阻。但这才是攀
登者的生命常态，只有不断克服艰难险
阻，不断挑战自我极限，才能登临更高
的山顶。 攀登者步履从未停歇，脚下正
是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