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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后来又从事电

影 工 作 ，担 任 过 中 国 儿 童 电 影 制 片 厂 厂

长。回眸半生，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儿童电

影，还是年少时看过的电影《小兵张嘎》。

小时候，我一有空就钻进电影院，把早

饭钱省下来买票，几次饿着肚子看《小兵张

嘎》。到了夏天，人民公园露天放映，连着

10 天不换片。我和小伙伴们翻墙爬树，趴

在草地上看《小兵张嘎》。看的次数多了，

台词都能倒背如流。于是，记住了崔嵬和

欧阳红樱两位导演，记住了影片中的“罗金

保”张莹、“区队长”于绍康、“老钟叔”张平、

“嘎子奶奶”李健、“房东大娘”黄素影、“老

龟田”葛存壮、“伪军队长”管宗祥……

没想到，若干年后，我调到了由北京电

影制片厂等单位合并组成的中影集团，有幸

和葛存壮、管宗祥、黄素影、李健等前辈成了

“忘年交”同事。从他们口中，我知道了《小

兵张嘎》电影拍摄时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看上去就这么几场戏，下
不下生活绝对不一样”

1962 年，北影厂厂长汪洋听厂里著名

导演、第一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崔嵬汇报，

河北有个叫徐光耀的抗战小兵，将他在冀

中平原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小八路故事

写了小说并编成电影剧本，取名《小兵张

嘎》。这个题材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当时，

北影厂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可汪洋厂长依

然拍板：“勒紧裤腰带，也要给孩子们拍部

好戏！”

汪洋、崔嵬当过八路军，打过日寇。崔

导演说，不能轻易拔高人物，要通过一个战

斗里成长的孩子来表现艰苦卓绝的抗战岁

月。他还说，嘎子要“嘎”，不要漂亮脸蛋，

不能弱不禁风。

著名表演艺术家于蓝听说嘎子一直没

找 到 合 适 的 小 演 员 ，便 向 崔 嵬 推 荐 了 一

个草原娃。这孩子和戏中的嘎子同年，他

的妈妈乌兰是于蓝在延安时的战友。这个

孩子没有表演经验，一进剧组，崔导就叫他

光着膀子、赤着脚去村里体验生活，没过几

天便晒得黑黝黝。崔嵬一看，乐了，嘎子这

个角色立住了。

最先拍的戏是“鬼子”进村，一群孩子

扑向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了的奶奶，放声痛

哭。但扮演“嘎子”的小演员一直入不了

戏。扮演奶奶的李健老师后来回忆道：“当

时我躺在地上，听大家反复给孩子说这说

那，可他就是没反应。我急了，坐起来想给

他指导指导，我这一起身，这孩子反而笑

了。摄影师聂晶建议导演改方案，不拍小

演员的脸，而是用升降镜头拍全景，才把这

段重头戏完成了。”

次日，崔导便决定，停拍两天，让孩子

们去找老游击队队员和被日本侵略者迫害

过的老乡，去听真实的故事。当孩子们眼

睛哭得又红又肿回来时，导演知道，这个安

排起作用了。听了老乡们控诉日本侵略者

的 暴 行 ，小 演 员 对 角 色 的 感 觉 越 来 越 深

刻。有场和伪军搏斗的戏，扮演嘎子的小

演员带着满腔仇恨扑了上去，把扮演伪军

的演员封顺老师咬脱了皮。

扮演房东大娘的黄素影，是 1938 年入

党的老演员。多年后，她仍十分感慨：“看

上去就这么几场戏，下不下生活绝对不一

样！心里没有对敌人的恨、对老乡的爱，是

演不好的。”

“拍这个戏，就是向人民群
众请教和学习的过程”

如果说，少年时看《小兵张嘎》是被它

的传奇故事所吸引，而当我自己成为导演

后，每次重温《小兵张嘎》，都会被影片的思

想内涵、艺术魅力而折服。

《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曾说，这部

戏是白洋淀里无数“小嘎子”浴血奋战的缩

影，也是当年八路军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写

照。嘎子从毛头小子成长为八路军战士，

离不开钟连长、罗金保这些共产党员的影

响，离不开胖墩父子、杨大娘一家等乡亲的

帮扶支持。

嘎子，无疑是中国儿童电影中非常鲜

活、富有特色、很有个性的人物之一。当看

到他藏手枪、堵烟囱、咬胖墩这些莽撞而幼

稚的行为时，我们会为他的憨厚、倔强、顽

皮而忍俊不禁，更会对这个有血有肉、棱角

分明的角色赞叹不已。影片里，观众看不

见“神剧”的影子，闻不到“戏说”的味道，人

物接地气，情节有看点。

《小兵张嘎》艺术精湛，一直为国内外

电影界推崇。片中黑白分明的影像，大胆

勾勒的光照，富有生活气息的造型，极为真

实的置景，极为有特点的道具，彰显了中国

儿童电影的审美价值。尤其是影片中长镜

头的运用，如“打谷场上”那场戏，镜头从坚

贞不屈的奶奶脸上拉出，而后，大摇臂上升

为大全景，缓推成中景，再移动着追拍嘎子

在人群中寻找奶奶。一个镜头，一气呵成，

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又如，

罗金保带着嘎子在民房和客栈以及军营中

穿梭，老钟叔从墙头窥探然后跳入小巷、撞

见敌人左躲右闪，最后还是被抓走的那两

段戏，摄影师娴熟的技巧，让观众身临其

境。《小兵张嘎》的长镜头运用，是国际电影

教学中的范例之一，许多西方国家的电影

学院都将这部影片作为经典向学生传授。

在片中扮演伪军队长的中影老艺术家

管宗祥老师介绍，拍戏时，他们自带铺盖，

住在破庙里，反复向当地老乡讨教。扮演

女卫生员的袁其励老师曾告诉我，他们“游

击队员”无一例外地被导演赶到乡下，拍不

拍戏都必须穿上剧中服装，每个人都必须

学会游泳、划船、打枪乃至采莲、抓鱼，一律

不许化妆，每天要到太阳下把皮肤晒黑。

汪洋厂长还曾说：“拍这个戏，就是向人民

群众请教和学习的过程。希望大家记住那

句歌词：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再看

电影《小兵张嘎》，我一如既往地激情澎湃、

热血沸腾！这部影片，讴歌着中国人民不

屈不挠的伟大抗战精神，诠释着“人民就是

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深刻含义，实属一

部令人难忘的红色经典作品。

回眸半生，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原厂长江平—

最喜欢的还是

《小兵张嘎》

作为“00 后”，我出生时，彩色电影和电

视剧就已经非常普及了。每每听到长辈们

谈及露天看黑白电影的故事，总令我心驰神

往。也许正由于此，我对黑白电影有着别样

的情愫。

我看过的黑白电影不多，令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电影《小兵张嘎》。优秀的文艺作品，

都拥有经久不衰的感染力。即便是在半个

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依旧会被电影中传达的

信仰的力量震撼。年少是他，勇敢朴实是

他，爱国热血也是他。黑白影像中，嘎子这

个少年英雄的形象，生动多彩又可爱可敬。

电影开篇的长镜头是我最喜欢的场景

之一。美丽的白洋淀，清波吟唱，苇白荷香，

少年张嘎划桨向芦苇荡的远方驶去，极具诗

意的画面留白成为故事开端。后来，在日寇

“扫荡”中，嘎子的奶奶为掩护八路军被日本

侵略者打死，八路军侦察连连长钟亮也被敌

人抓走。嘎子历经艰险，找到八路军，成为

小侦察员。最终，嘎子在一场战斗中点燃了

敌军炮楼，成功救出老钟叔。

在 我 看 来 ，嘎 子 的 形 象 ，是 特 别 亲 切

的。嘎子和影片中人物的互动，带有不过时

的童真童趣。和同龄人一样，他也有调皮甚

至幼稚的一面。他和胖墩打赌输了，却忍不

住耍赖，还堵上了胖墩家的烟囱；第一次执

行任务后，他将缴获的手枪偷偷藏在鸟窝里

……一开始看这部电影，我真觉得嘎子好像

有使不完的劲儿。后来慢慢体会到，他的这

股劲头，源于少年的满腔爱国热血。表面

上，嘎子是渴望得到一把真枪，实际上，他真

正渴望的，是加入八路军、融入革命队伍。

电影用层层递进的叙事，细腻描摹了少

年嘎子丰富的内心成长。最初懵懂的他，也

许并不明白革命是什么、革命为了谁，在斗争

实践中，嘎子逐渐坚定了革命理想和信仰。

初遇老钟叔，嘎子还是奶奶身边大大咧

咧的毛头小子，老钟叔的革命经历、送给他

的木枪，让他产生了“加入八路军”的想法。

这是他革命理想的萌芽。而奶奶的死，深深

触动了他。“加入八路军，救出老钟叔，为奶

奶报仇”，成了他最大的心愿。加入八路军

后，嘎子逐渐将个人诉求升华为一种坚定的

革命信仰。影片最后，嘎子与八路军战士们

奋不顾身、英勇战斗取得的胜利，恰恰成了

他成长成熟的最好证明。从大家口中的“嘎

小子”到一名真正的八路军战士，少年嘎子

的成长，是意志的磨练和心灵的蜕变。

小兵张嘎，只是无数少年英雄的代表。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放牛娃王二

小、小萝卜头宋振中、送鸡毛信的海娃……

无数个为国为民的青春之“我”，成就了青春

中国。

我时常觉得，即使身处不同年代，但爱

国的少年心，总是相通的。我时常问自己，

如果身处那样的时代，会不会做出同样的人

生选择？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爱国，始终是

青春的底色。

由于工作原因，我曾通过不同形式，演

绎革命者的热血青春。最近，我在文化类节

目《故事里的中国》中，饰演国歌的作曲者聂

耳先生。他不愿演奏靡靡之音，立志要做中

国的新音乐。他认为，音乐不仅是供人们欣

赏，更重要的是鼓舞人心、昂扬斗志。怀着

这样的使命，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

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了挽救民族危

亡的时代最强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

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那激

昂的旋律久久盘旋在脑海，演绎聂耳先生的

过程，我完成了精神的接力。

“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

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当年革命先烈的憧

憬，今天已化为灿烂的现实。生长在欣欣向

荣的今日中国，是我们的幸运，我们体会着

更加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荣誉感。为这个伟

大时代奋斗，是我们的责任。生逢盛世，当

不负盛世。时代舞台上，共同唱响我们这代

人的青春之歌！

“00后”年轻演员王源—

爱国的少年心，总是相通的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喜

剧类电视节目《金牌喜剧班》热播，

引起广泛讨论。节目中，喜剧演员

陈佩斯提出的“创造笑声是创作的

出发点，而非创作手段”，令人深思。

喜剧观赏是轻松的，喜剧创作

却是严肃、有艺术规律的。好笑，是

检验喜剧质量的标准之一，但不应

成为唯一标准。

“唯笑点论”是一种创作上的短

视。盲目或一味追求好笑，消解的

将是喜剧创作者对现实的敏锐程

度、对复杂生活的认知能力，强化的

是形式单调、内容空洞的“段子手”

特质。

笑的前提是理解。观演间达成

了某种“心照不宣”，观众才能会心一

笑。这种理解的形成，需要戏剧情境

和情节铺垫，靠的是演员与观众递进

式的交流。当演员的戏剧动作在情

理之中、意料之外时，笑，便产生了。

创造笑声变成一种创作手段，揭

示出当下喜剧创作中的一些值得注

意的倾向。比如，创作中过度追求密

集的笑点，攒“段子”优先于写故事，

喜剧作品成了单纯的包袱堆砌、才艺

表演叠加、网络流行语拼接；一些创

作者抱着急于求成的心态，在创作

中追求处处立竿见影、句句直接使

用、时时见到喜剧效果；急于追求观

众的即时反馈，导致作品的人物塑

造流于表面，故事缺乏逻辑，创作容

易陷入套路化。

究其根本，是这些创作者没有从

喜剧的本质、戏剧的本质出发进行创

作，忽视了结构和叙事的重要性。以

相声为例，讲究“三翻四抖”，层层铺

垫后的突然转折，才有喜剧效果。每

句话都带个包袱，如何产生反差？怎么形成节奏？如果一句看似

好笑的台词不能推动喜剧作品内容的发展，那么它放在相声中，就

是不成功的“外插花”包袱，观众当时也许会笑，但很快会遗忘，还

会影响表演者后面的包袱设计。

喜剧创作者的首要任务，是讲好一个故事、架构好情节，而

后在过程中自然地引人发笑，而不是为了逗观众笑，讲一个不合

逻辑甚至脱离现实的故事。这是本末倒置。

很多人感叹经典喜剧作品的深远影响力。事实上，那些被我

们真正记住的，被岁月留下的，是台词背后反映生活、观照现实的

思辨力量。那些值得反复品味的喜剧精品，有格调、有智慧、有情

怀。它们让我们相信，真正的笑是可以穿透岁月的回声。

相声《宇宙牌香烟》中，马季说着“电报挂号，一推六二五；电

话，不管三七二十一”，观众笑的是虚假广告夸大其词；小品《打

工奇遇》里，赵丽蓉唱着“群英荟萃，萝卜开会”，观众笑的是用假

冒伪劣欺骗顾客的不法商家；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以上世纪 90
年代一个北京六口之家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为横断面，展开一幅

多姿多彩的时代画卷……

越是写微小、局部，就越需要有在时代大背景上开疆拓土的视

野和张力。喜剧创作不是从笑点到笑声，而是从生活到笑声。于

精神世界有所拓展、于世道人心有所补益、于思想境界有所提升，

才是喜剧创作的立身之本。保持创作的自觉与理性，才能回归真

正的喜剧精神，赢得观众认可，经受住时间考验。

如果将喜剧比作一道菜，笑点便是菜中的调味剂。倘若脱

离了主食材，脱离了故事主体，一堆佐料堆砌而成的，依旧是佐

料，成不了一盘菜。“味道”是足了，营养却没了。

喜剧创作，如果“唯笑点论”，是没有远大前途的。

喜
剧
创
作
应
忌
﹃
唯
笑
点
论
﹄

王

瑨

近年来，不少观众拖着行李箱，只是为了看一部剧，便

赶到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苏州、杭州……还会因

为一部剧喜欢一座剧院，甚至爱上一座城市。如何让剧院

更积极地参与城市文化建设？

首先，作为剧院建设者和城市规划者，政府部门在推动

剧院和城市文化共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让剧院从

硬件建设向演出内容建设升级，塑造城市文化形象和品牌，

实现由“表”及“里”的突破，是各地在剧院兴建热潮之后亟须

面对的问题。

其次，剧院的内容供给、管理水准要跟得上硬件设施水

平，才能真正发挥剧院的应有价值。剧院应着重挖掘和传

承好本地的文化艺术种类，更好地丰富当地群众的精神生

活，力求满足多元化的文化需求。通过高效运营，扩大文化

传播力，如通过建立标准化管理和服务手段，扩大服务空间

范围，提升文化内容的规模化影响力；借助技术手段为艺术

插上翅膀，启动智慧剧院建设，打破剧场舞台的边界。

再者，市民作为剧院消费者和城市参与者，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市民从最初的欣赏者到交融互动的参与者，

再到成为城市文化的自觉传播者，他们的文化审美、参与程

度、支持力度不断提高，将成为剧院与城市间不可或缺的一

根纽带，潜移默化地提高城市整体的文化生活品质。

剧院是一方精彩的舞台、一个城市的文化“会客厅”，也

是一扇动人的窗口、一个城市文化建设的缩影。透过它，我

们可以品味一座城市的文化特质，管窥一座城市的生活品

质，感知一座城市的澎湃活力。希望剧院能够为所在城市

创造更多可能性，谋划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北京演出行业协会会长）

剧院是城市的文化窗口
张海君

自古英雄出少年。抗战时期，一批少年英雄同父辈并肩作

战。不少小英雄的事迹被改编成电影、歌曲和文学作品，激励着一

代代中国人传承红色基因、接续奋斗。电影《小兵张嘎》中活泼淘

气、机智果敢的少年嘎子，无疑是几代人心中的经典银幕形象。本

期，我们邀请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原厂长江平和“00 后”年轻演员

王源，谈谈他们心中的小英雄嘎子。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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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写微小、局部，就越需要有在时代
大背景上开疆拓土的视野和张力。喜剧创
作不是从笑点到笑声，而是从生活到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