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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老长影——中国电影之红都。

解放战争的炮声还在轰鸣，海内外的文化英才，便向这里汇

聚，摧枯拉朽的电影红色经典时代从此发轫。

英雄志、民族魂、真善美，跃然银幕，点燃惊天地、泣鬼神

的激情岁月……

这部散文集，展示的便是历史深处的那些风景。

第一辑风云白楼，回眸为开辟红色经典时代而叱咤风云，乃

至献出生命之人民电影功臣，感受那辉耀苍穹的灿烂星光。

第二辑杉高无声，描摹那些见证时代风雨，在红都拍摄名作

之影坛名宿，以及为红都电影文化奉献心力之大家。

第三辑春华秋实，记述 9 部影片的摄制故事，内情鲜为人

知，甚至惊心动魄。

作者文笔细腻，亲切，具有故事性、趣味性，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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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白楼

内 容 简 介

致敬长影（总序一）

长春，因为拥有“长影”而成为新中国的电影发祥地。作为一座闻名

遐迩的“电影城”，半个多世纪以来，“长影”已为新中国奉献了近千部

富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优秀影片，哺育着几代中国人的精神成长，成

为长春的一张独特“城市名片”。这个伴着新中国一路走来的电影名城，

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也经历了一番涨落起伏，梳理和研究这段令人难忘

的历史，“以史为鉴”，对长春电影文化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发展无疑具有

积极的史料价值和指导意义。而通过长影发展亲历者的口述，还原历史真

貌，深入挖掘和全面展现蕴含其中的民族精神，无疑是传承弘扬长春电影

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电影口述史，是中国电影史研究近年来的前沿性研究领域，颇受诸多

电影研究专家、学者的关注。在历届召开的“中国电影口述史学研究”学

术研讨会上，陆弘石、陈墨、吴迪、孟犁野、邢小群等国内知名电影史研

究者，都纷纷表达了对于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关注与认可。他们对电影口

述史在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个层面上的价值和意义予以了充分的

肯定，同时也对电影口述史专业性与规范性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

见。但专门针对长影这一极具地域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的口述史研究仍显

滞后，亟待加强。

就当前学界而言，对于长影70年来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中国电影

百年》、《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等著作均有所提及并予以充分肯定。

但对于长影自身发展历程的记述、梳理，仅有电影史学家胡昶所著的

《新中国电影的摇篮》。该书详细记录了长影厂40年（1945—1985）历史

发展轨迹，资料性极强，凸显了长影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地位。此

外，在《吉林省志》、《长春市志》的电影志卷中，对于长影在机构、

人事、设备、技术等方面的变迁，均有文献性记载。综观上述研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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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不难发现，尽管作为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长影在中国电影发

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相较其重要地位而言，对于长影的

理论研究还尚属匮乏、单薄。尤其是以见证者的口述史、文论及传记等

形式，对长影历史进程进行系统梳理、真实还原，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

仍属空白。

作为吉林省唯一一家以研究长春电影文化为主的特色文化研究基地，

长春电影文化研究基地在成功承办中国长春电影节·华语电影文化高峰论

坛的基础上，又把挖掘和整理长春电影文化的历史资源作为一项重点工作

来抓。依托基地自身的研究力量和社会优势，积极联系确定了一批在长春

电影文化发展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导演、编剧、演员等，以亲历人口述

与中国当代电影史相结合的方式，对长春电影制片厂各时期、各阶段的发

展变迁历程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梳理与研究，力图更加真实、具体、

生动地呈现长影发展、变迁过程中的内在缘由和当今发展形势下的历史渊

源。这种呈现，无论是对于吉林省电影文化产业的开发与进步，还是对于

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值得永远记忆和永久珍藏。长影及长影创造出来

的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不仅深藏于见证者的心中，更需要一代一代人

永远传承和发扬。今天，我们通过采访长影老艺术家群体以及在长影发

展中有过重要贡献的决策者、工作者群体，广泛搜集、整理、保存独有

的长影文化印记和特色资源，形成了《致敬长影：光荣与梦想——长影

口述史》系列丛书，采撷了许多长影人的个体生活和工作记忆，不仅为

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信息，也使得人们能够永远铭记和弘扬长影

所蕴含的优秀文化元素。这是对长影未来的鼓劲呐喊和坚定支持，更是

对传承发展长影文化的重要行动，对于推动我省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

护和创新发展，提升我省文化软实力，助力吉林地方经济社会新一轮振

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致敬长影，也是对长影人致敬，更是对70年长春电影文化发展史

的致敬。长影人，把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奉献给了共和国的电影事业，

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这套丛书以多种多

样的形式，包括口述、文献和影像反映了长春电影文化发展历程。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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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白楼

而言，这些曾经活跃在银幕前后的电影工作者，见证的不只是长影的风

雨来时路，更是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和流淌在共和国血脉里的蓬勃文化

基因。

是为序。

长春电影文化研究基地主任 刘洪举

2016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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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说不尽的长影（总序二）

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电影的一个独特的存在。说它是“新中国

电影的摇篮”，十分形象而确切。长影在新中国电影发展中的作用，人们

已普遍肯定，但在市场经济浪涛汹涌的今天，她似乎正在式微，正在观众

的视野中远去。

然而，长影真的成了过时的电影体制，真的要消亡了吗？不会，至少

在一段时期内，在笔者看来不会。新的长影人，以集团公司的方式正在努

力追求新的转型新的成长，老长影的精神尚有待延续。

长影仍然活在当代。长影的生命不仅在于它留下的老影片和继续出品

的新片，而且在于电影人源源不断地对长影的述说与记忆，长影活在世人

的心头、话语之中。

关于长影的述说，胡昶的《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应当是影响最大、最

为厚重的一部。作者不辞辛劳集史料，拼将华年发新声，致使这部毫无先

例的1945—1985年长春电影的述评，成为准确而翔实的长影史的奠基之

作。它史实清晰观点鲜明，语调平和论析沉着，风格质朴又不乏文采，至

今仍是对长影前40年发展历程最权威的阐释。此外，胡昶另有《“摇

篮”——名家名友选记》、《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与古泉合著）、

《秀峰独耸苏里传》问世。

其他与长影密切相关的史述回忆、剧作文案、论评研究也陆续出

版，可谓丰富多彩。诸如：《云白石坚—苏云传》（陈宝光）、《忆长

影》（钱筱璋、舒群等）、《王滨评传》（于敏）、《一个编剧的思索》

（林杉）、《走近沙蒙》（刘开路编）、《像诗一样真实—严恭自传》、

《胡苏电影剧本选》、《张笑天文集》、《云开天地宽》（李前宽、肖桂

云）、《“创业”蒙难纪实》（乔迈）、《幕后英雄》（杜慧君、王霆钧

编）、《小白楼夜话》（吕文玉、黄耀民编）、《高天红电影剧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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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天红电影文论集》、《华克电影剧作文论集》、《在长影拍片解密》

（华克）、《宋江波电影导演档案》（朱晶、盛红莲编）、《王兴东王浙

滨电影剧作选》、《大明星陈强传》（曹积三）、《长影的故事》（王霆

钧）、《大师小传》（王霆钧、王乙涵）、《记忆》（李华），以及即将

付梓的《长影文化博览》（吕钦文编）等等，诉说影城往事，呈示银幕

文本，展现影人风采，皆为其中的重要成果。

长春理工大学2013年创建“长春电影文化研究基地”，在吉林省委宣

传部的支持下，筹办《致敬长影：光荣与梦想——长影口述史》丛书项

目，是张扬长影、造福民族电影的立功立德的好事。在他们的努力下，已

推出6部书稿：常彦的《常彦电影文论集》、肖尹宪的《岁月有痕》、韩志

君的《艺廊思絮》、曹积三的《红都星光》、王霆钧的《永远的电影》、崔

东升的《人生多趣事》，充分显示了学者闪亮的电影心与责任感。这6部书

稿，从不同侧面，以新的观念和活泼的文笔，回顾历史，审视当下，表达

了对中国电影命运的关切，抒写了长影人的自豪与梦想。

尽管硕果累累，但长影的故事并没有讲完，长影的艺术精神还有待

于继续发扬。1957年反右、1966年开始的十年内乱，长影都是重灾区，

一些重要事件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梳理与披露；长影的艺术成就和经验教

训，尚未从艺术规律和风格流派角度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诸多长影

艺术家的人生经历和艺术创造，也还未能得以足够的书写与展示。特别

是在中国电影面临波动与抉择之际，更需要重新认识和倡扬长影的艺术

精神。时下，针对中国电影“明星薪酬”畸形膨胀，有人竟提出向好莱

坞讨教，声称“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相对健全的文化工业体系可以为我们

提供一些借鉴”（见《环球时报》2016 年 8 月 30 日）。问题的症结在

于，目前影坛的乱象，正是盲目搬用好莱坞模式的结果。就美国人都不

讳言的电影意识形态性而言，中国语境与好莱坞诉求在本质上是对立

的。不是不可借鉴好莱坞，然而，如果继续纵容“票房至上”和畸形的

明星制，那么只能造成中国电影的思想空洞化，烂片狂欢，“娱乐至

死”。从这个意义上，作为长影传统的核心要素，追求崇高与壮美、伸

张正义与善、弘扬民族的精神与品格的长影艺术精神，恰恰可以校正目

前电影风潮的某些偏失。当然，其先决条件是，电影应当作为国家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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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文化项目，避开全盘市场化的歧路。

述说长影，有价值，有意义。或许有人不愿听，但它有自己的听众

群。我们相信，许多良知未泯的老百姓会关注它，支持它。

原长影《电影文学》主编、原吉林省作家协会

常务副主席，编审，文艺评论家 朱晶

2016年8月31日 于长春湖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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