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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汇文 体

70年前 历历在目
吕其明说，当时他没有想到，自己所在的华东军区文工

团，集体转业到了上影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脱下深

爱的军装，来到了既陌生又新奇的上影厂。不久后，又走上了
电影作曲的岗位。”自此，他成为了上海电影大家庭中的一员，

和电影结下了一辈子的不解之缘。
70年前的今天，第一代上影人同样欢聚一堂。首任厂长于

伶说：“我隆重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中央电影局上海电影

制片厂成立。”于伶还说，“为什么要隆重呢？因为毛主席告诉
我们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因之我们要来完成这个重要任

务。”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任仲伦骄傲地说：“那天会场
上，上影人就开始劳动竞赛。发行的对制片的说:‘你们片子

好,我们生意好,观众看过了,人人都变好。’制片的对发行的说：
‘你们带头好，我们跟着好，思想搅通了，出品当然好。’”他动

情道，“我相信，那一天 780位上影人是开心的：为人民去拍摄
电影，成为了他们新的生活。1949年，上影厂向阳而生。”

走过历史 从未缺席
70年来，上影拍摄了 820多部故事片，800多部电视剧，并

获得数以百计的国家与国际的重要奖项。尤其是在重要的历史

时刻，上影人始终没有缺席，始终挑起重任。新中国建设时期，
上影拍摄了《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林则徐》《红色娘子军》

《祝福》《李双双》等，歌颂英雄们和新生活；在改革开放时期，上
影拍摄了《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城南旧事》《喜盈门》《庐山

恋》和《芙蓉镇》等，助推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到了新世纪，上

影拍摄了《开天辟地》《生死抉择》《红河谷》《紧急迫降》《泉水叮
咚》《高考 1977》《西藏天空》和电视剧《亮剑》《焦裕禄》《彭德怀

元帅》等等，其中《西藏天空》《焦裕禄》《彭德怀元帅》得到习近

平总书记的表扬。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上影拍摄了

《攀登者》，讴歌共和国登山英雄，被誉为“中国式大片的成功标
杆”，成为史上第 31部跨过 10亿以上票房的国产电影。

“我是看着上海电影长大的”，这是历代观众的由衷之言。
“上影曾经在中国电影领域涌现过一大批杰出艺术家，直到今

天，他们甚至还在精神与艺术上引领着我们。每当我们在艺术
创作与市场机制上陷入迷茫。经常就会想起他们，心底或许能

豁然开朗，或许能坚定初心。”这是表演艺术家、上海市文联主

席奚美娟的心里话。

工匠精神 传承至今
奚美娟说：“上影除了有大批优秀的编导演艺术家外，还

有大批具有工匠精神的优秀电影从业者，包括服化道场记等

等，他们中间有大批能工巧匠，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几十年来
托举着上影厂走过辉煌、走过坎坷、走向今天。”奚美娟回忆

说，她曾听一位化妆师说，好的工作习惯是点点滴滴几十年养
成的，守住它需要付出努力，但如果你想破坏它，一天就可以

做到了，“我当时听了很感动，也对上影的各个部门工作人员

充满了敬意。”
23岁与谢晋导演合作电影《芙蓉镇》的姜文忆起当年，他

说是谢晋导演让他在《芙蓉镇》里头，成为了一个自己看上去
都感到陌生的形象，“这是电影圣地才能发生、做到的事。”他

还说：“除了大师，还有很多普通的文艺工作者给了我教育和
启发。我还记得拍《芙蓉镇》的时候，化妆时粉扫到我眼睛里

了，很难忍受，后来化妆师跟我说，‘我给赵丹化妆，张罗这个
张罗那个，当时赵丹说，就是把一颗钉子摁在我脑袋里去，我

也能忍受。’”这样的工匠精神和态度，是上影厂的骄傲。
“我永远记得，教我做场记的师傅交待我的第一件功课：派

给我一只贴了胶布条的旧秒表，要我练习默数 5秒、15秒、30

秒、一分钟、一分半钟，直至三分钟误差不许超过正负 3秒；我永

远记得一位推轨道车的老师傅跟我‘闲话’，‘拍电影，就是一帮
聪明人在做笨功夫’。”上影青年导演郑大圣说，上影教给他的

是，“拍电影，是制造业，是最具体、最实在的劳作。”

开明创新 勇攀高峰
郑大圣谈及自己为上影拍过的两部电影：“迄今为止，《廉吏

于成龙》是我拍的最任性的一次，‘任性’就是想怎么拍就怎么

拍；而《村戏》是我拍的最正常的一次，‘正常’就是一部电影应该
怎么拍就怎么拍，应该做多少功夫就要做到多少功夫。能够正常

并任性地拍电影，是每一个导演的职业梦想，好坏且不论，我对
这两部片子不后悔，得以如此，全因为上影开明的纵容。”

其实，上影始终在庇护对创作、制作规律的谦卑尊重，同

时又当仁不让地敢于发时代先声。吕其明回忆说：“在为电影
《铁道游击队》作插曲时，我从作曲角度对导演提了很多想法，

我们各抒己见，谁有道理就听谁的。最后大家还是听取了我的
意见，一致决定‘弹土琵琶’；在拍摄《城南旧事》时，摄制组创

作人员也经常和导演吴贻弓探讨运用各种处理方案的可能
性，从中择其优。大家彼此合作十分和谐、愉快。我想，这就是

上影为什么能够佳片层出不穷的秘诀所在。”
难忘吴贻弓的还有上影演员剧团演员王景春：“我一直记

得吴贻弓导演在获得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时说过，‘我感到电
影就像一个梦，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它的特点是不拒绝任何

人，毫不吝啬告诉你，世界和人生的另外的可能性’。我也希望
电影这个梦，能够不断鼓舞年轻一代，有更多璀璨的新星从上

影升起，他们的名字也能和众多前辈一样，书写在中国电影的
苍穹之上。我也相信，无论中国电影是潮起还是潮落，上影这

艘航船终将不忘初心，不断前行，驶向梦想成真的地方。”
首席记者 孙佳音

    70年来，上影大师汇聚，人才辈出。 2018

年，谢晋导演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

秦怡获得“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 同

时， 上影有 111位老同志获得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的“纪念章”。上影可能是获得荣誉

奖章人数最多的单位之一，如果时间允许，昨
天的大会还可以列出金光熠熠的长长名单，

他们支撑起共和国电影的脊梁。

70年来，“上影出品”金字招牌，历久弥
新。除了上影拍摄的故事片和电视剧，上海美

术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上影厂的美术片组，共
拍摄了动画影片近 500部，创立“中国动画学

派”； 上海电影译制厂前身是上影厂的翻译片
组，共翻译制作了外国电影 1500多部，成为中

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
拍摄科教电影 1500多部……与此同时， 上海

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是首批上市的国有电影企
业，它目前在 169个城市的 654家影院拥有银

幕总数达到 4059块，成为全国第三大院线；上

海电影技术厂和上影车墩影视基地正在融合
成为高科技的影视制作、拍摄、影像体验的重

要平台；上影旗下的上海美术设计公司是行业

领先的著名创意设计企业……

重温上影厂辉煌历史和丰硕成果， 是为

了继承和发扬前辈的优良传统； 是为了矢志
不渝地坚持“为人民创作”的信念；是为了深

度挖掘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

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

品力作；是为了努力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

当的电影人，为繁荣中国电影、打响“上海文
化”品牌再立新功。

□ 孙佳音
“回家的感觉真好”

上影厂成立 70周年
座谈会昨举行

    电影《芙蓉镇》的男女主角姜文与刘晓庆来了；电影《庐
山恋》的男女主角张瑜与郭凯敏来了；出演电影《红色娘子
军》的艺术家牛犇和祝希娟来了；监制电影《攀登者》的导演
徐克来了；与上影长期合作的奚美娟来了……还有老厂长徐
桑楚的女儿徐小平、导演桑弧的儿子李亦中，导演郑君里的
儿子郑大里，以及导演汤晓丹的儿子汤沐黎，大家都来了。

1949年 11月 16日，新中国成立一个半月后，上海电影
制片厂正式成立。昨天下午，三代上影人欢聚海上五号棚，以
座谈会的形式，简朴而隆重地纪念她成立七十周年。“回家的
感觉真好。”国家一级作曲家、上影离休干部吕其明说，“70

年前，上影厂成立大会上的那个情景，好像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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