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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灵魂的呼唤作家  戏剧家  中国电影家协会顾问  苏叔阳晓阳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但他爽朗的笑声常常
在我耳边回荡，他英气勃勃的样子总是浮现在我眼前。
他本是一颗正在上升的新星，却在起飞不久倏然殒灭，留给至爱亲朋和师友无尽的悲痛。
悲痛或许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淡去，生活中原本不应有的空洞却永远无法弥补。
幸而有逝者遗留的诗文和影像，可以让健在者记起依旧新鲜的往事，就算是对逝者灵魂的呼唤，弥补
缺损了的生活。
我和晓阳结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我和他的父母于洋、杨静不但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同事，还算
得上是好友；但同他成为忘年交却有些意外。
记得那年他年纪小，还是个中学毕业生。
在食堂吃午饭时，他向我索要我的一本薄薄的诗集。
我问他也喜欢写诗吗?他调皮地笑笑说：也许你不喜欢我写的诗。
他的话勾起我的兴趣，饭后就到他的小屋里，读他写在笔记本里的诗。
他的诗让我震惊。
那飞扬的想象力，那无拘无束的思绪，那活泼的语句，都让我喜欢，更有那鲜活的画面感，让我隐约
感到他应当是用电影镜头写诗的导演。
这或许是他生长在电影厂的环境里所使然吧。
我问他，将来的志向如何?他爽快地说：当电影导演。
那时北京电影学院正在招生，我就撺掇他报名投考。
他却摇摇头说：要是说我是于洋的儿子，考上考不上都没劲。
我就是我，凭自己本事。
这小子就这样让我一下子喜欢上他。
我把他自己的手抄本诗集，送给当时任电影学院副院长的谢飞，他也喜欢上这个才华横溢的小伙子。
经过严格的考试，晓阳被录取为电影学院83级导演系新生。
入学很久人们才渐渐知道他是于洋的儿子。
晓阳是个无禁忌无拘束的艺术家，他飞扬的思绪和想象力就是他创作的动力。
我们这个时代正缺乏这样一往无前的艺术家。
他执导的《女贼》在当时引起争论。
争论的结果，是这部洋溢着新观念和挑战旧秩序的影片，最终未能与观众见面。
我一直认为无妨将它起死回生，在影院里公映，或者制成影碟发行。
事实将证明它不但百倍地超越那些流行的“烂碟”，也将使我们刮目相看“文革”后培养的第一代艺
术家有怎样的丰采。
这或许可以纠正我们对那一时段中国电影的认知。
晓阳导演的影片数量不多，引起的争论却不少。
好像非议与疑虑浸泡了他短短的导演生涯，他远没有他的弟妹们幸福。
但，正如他所说：他就是他。
他按照自己对生活和时代的理解，在生活在创作，有声有色，活泼生动。
生命有限，在短暂的生命旅程中能如他这样度过，也颇有意义，能如他者，并不很多。
报载，英国一位女士在摆弄录音机时，忽然听见了她早已去世的父亲的声音。
那声音模糊却又分明，道是：“I LOVE YOU”。
她大吃一惊，因为她父亲活着的时候，从不会摆弄录音机。
她又找来亲朋好友，让他们分辨那声音，大家一致认为那是死去的她父亲的声音。
科学家们为这奇迹争论，说是灵魂的声音。
我不知道是否有灵魂，这是宗教家研究的事情。
但我愿说这本即将出版的文集，可以看作是晓阳灵魂的声音，一句句分明说着：“生活，我爱你!”仅
以此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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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要主持我的追悼会》作者于晓阳出身于电影世家，是老一代电影艺术家于洋的独生子，晓阳
从部队复员分配到北影广工作，当过电影特技照明，做过文学编辑⋯⋯2004年，于晓阳受集团领导委
托，承担了电影《北纬30度》〈拟中韩合作〉的执导任务，并于2004年底开始进行前期筹备和论证工
作。
2004年12月28日赴湖北恩施地区采景，因连日奔波，身心疲惫，于2005年元月7日晨5时10分在回京的火
车上，突发急病去世。
这是一本汇聚了亲友情、战友情的书，深深地感动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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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晓阳，身系蒙汉后裔，恃才傲物，多愁善感，行事怪异，每为常人不解。
好诗书，不善格致。

十五从军，戍边三载。
解甲闲居。
偶入影界务工。
越八载，忝居文人之列。
导演之列。
拍片十万口尺，写诗书百万字，时人毁誉不一。

    夫于晓阳者，其心也善，其性也狂。
其情也雅，其爱也寡；喜江山，好美人。
讲信誉，恨背叛。
常怜小人、妇女、乞丐、政客者流。
交往者众而鲜有知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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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回忆亲爱的于晓阳弟弟序二 于晓阳与电影序三 灵魂的呼唤电影晓阳  一、忆思绵绵    纪念晓阳    
我心中的晓阳    边缘人    翩翩少年，其心谁知？
    梦缘    追忆于晓阳    于晓阳电影创作述评    难以忘却的学生——于晓阳    晓阳同学二三事    纪念于晓
阳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艺术精神永存    永远珍藏的回忆    晓阳哥没有走，他只是去为新
片选外景了    晓阳，我永远躁动的兄弟！
    怀念晓阳  二、写在碎纸片上的灵感    散文、随笔      一九八二年：北影小食堂      一九八三年：春眠
不觉晓；好运气；朱辛庄之雾；贴面舞与光身子打赌      一九八四年：本命年的忧郁；奥鲁古亚乡；第
一次导戏的感触      一九八五年：《夜行货车》与上海；我发现世界已变得不那么简单      一九八六年
：拍摄《裂变》      一九八七年：大雪盖着黑夜      一九八八年：木秀于林      一九八九年：倒金字塔；
往来于“北京——长春”的软卧车厢里      一九九○年：我成了百万元户；《别墅灾星》的灾难      一
九九一年：我的“百日祭”；《武则天初恋》的挽歌      一九九二年：在大连造船厂      一九九三年：
《大海风》一路逆风；在工人中间拍戏      一九九四年：北京王府井路口《大海风》的广告牌下      一
九九五年：三十五岁老翁；两部戏的套拍；又见黄河瀑布；从《菊豆》到《活着》；圆明园艺术家村
；应当有另一种生活    导演阐述      拍摄一种让观众愿意看的电影      活着的人都记着      把电影拍得像
电影      异态的谜      长影的“这一个”      对未来的信念      《北纬30度》策划案      访谈、报道      电影是
一种信念      “小于导”的目标      走进生活      美报评《翡翠麻将》      于晓阳谈《女贼》      柳城、滕进
贤、邹士明等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大海风》  ⋯⋯诗歌晓阳生活晓阳后记一后记二附录一：于晓阳年
表附录二：于晓阳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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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心中的晓阳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  著名导演  黄建新今年1月7日，是晓阳去世四周年的祭日。
记得4年前的那一天，我在忙于第八届两岸三地电影导演研讨会的筹备和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奖的
评选工作，晓阳却在为新片采景后返京的列车上溘然长逝。
五天后，2005年1月11日，在第一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奖的颁奖典礼仪式上，有一个重要的环节，
是对年度去世的导演同仁进行悼念，其中数位均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导演，唯晓阳例外。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在动情的音乐中，银幕上出现晓阳那曲卷的头发和露着一丝顽皮微笑的肖像时，
全场二百零六位两岸三地的导演，用他们的特殊方式，起立鼓掌，为晓阳送行。
其中有：李行、吴贻弓、吴思远、吴天明、陈凯歌、陈可辛、尔冬升、田壮壮、姜文、冯小刚、王童
⋯⋯那一刻，许多人眼含热泪。
在第五代导演当中，晓阳是最年轻的导演之一，当年一同进修的导演班八名同学当中，他的年龄最小
。
然而他却第一个离开了我们⋯⋯晓阳其实是一个相当简单的人，一个极为单纯的人，至少我是这样理
解的。
说他简单，是因为晓阳这辈子都在拍电影，当年83级导演班的同学当中，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并
不多。
人总是有着不同的志向和发展的方向，或许有些时候还要受到发展空间的限制，面对打击和挫折，人
有时会改变人生的轨迹，这都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
然而晓阳不同，他学的是电影，也实实在在干了一辈子电影。
晓阳对电影的态度很单纯，几乎没有半点杂质，因为，那是他的事业，是他的追求。
晓阳在这条路上走得并不轻松，或许应该算是我们当中走得最为艰难的一个，他也曾经抱怨过，也曾
经感叹在这个时代，艺术被种种因素扭曲，观众欣赏口味和好坏标准长期呈现布朗运动般的变动。
遇到这样的时代，一位把电影看做生命的人，想不抱怨也难。
  然而晓阳的抱怨其实并不是真抱怨。
晓阳的许多作品得过政府奖项，也有许多作品根本就没有被审查通过，他的艺术生涯，就像一列永不
休止的正弦波，在波峰波谷间永远往复震荡着。
一般人是忍受不了这种大起大落的，然而晓阳却始终在震荡中前行，挫折从未使他放弃对电影的追求
与探索。
  晓阳喜欢写诗，他是一个电影界的诗人，是一个在电影中寻求诗一般意境的探求者。
有的时候我在想，或许对于晓阳而言，电影其实早已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是毕生的信仰。
作为一个电影导演，对于电影有着虔诚的信仰或许不应该算多么奇怪的事情，然而在中国电影处于低
谷的那些岁月里，仍然能够坚持这种信仰，坚持守望，并不是每一个电影信徒都能够做到的。
晓阳的思想很简单，他是电影人，因此要拍电影，仅此而已。
就这样，晓阳把短短的人生，全都给了中国电影。
对于不大熟悉晓阳性格的人而言，晓阳或许显得有些怪异，他始终游走于两个极端之间。
有的时候他显得寂寥而孤僻，似乎不善与人沟通和交流；有的时候他豪迈而开朗，思想和语言中充满
了幽默和趣味，让人感到一股阳光般的温暖。
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却能够广交天下朋友，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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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的完成问世是因为一场暴风雨冲散了晓阳的部分文稿；它们飞向天空，或飘落阳台⋯⋯。
倏忽间我觉得它们就是晓阳的灵魂！
几年来，每年每月，晓阳都能在书斋和网络上看到他那些不忘不弃的朋友祭奠他——我想，他享受到
了另外一种幸福。
2005年，亲友们与他依依惜别，看他卧在鲜花丛中，听着迪里拜尔演唱着理查德·斯特劳斯的《最后
的四首歌》飞向天堂：2006年，以黄健中为首的朋友们相约来祭奠，他们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
，而在于它的价值，晓阳已经走了，他是一个快乐的人，我们思念他，但是我们不要流泪，我们要一
起回忆他留下的快乐时光⋯⋯2007年，晓阳离开的第三个年头，朋友们再一次聚集在晓阳墓前．大家
席地而坐，仍旧讲述着有关晓阳的故事。
大家仿佛听到天空中的晓阳说：感谢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你们太辛苦了，就让我们把彼此的思念凝
聚成一本书吧，我愿以书与你们交流。
于是，晓阳的50位亲友——领导、老师、哥们儿、姐们儿，有的赋诗，有的为文，有的绘画，有的致
联，一一奉上对晓阳的思念并欲出资助成此书。
然而，晓阳是电影界的儿子，他是在攀登电影“珠峰”的途中深怀着遗憾倒下的。
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说：晓阳是我的学生!中国电影家协会说：晓阳是我们的青年导演!中国电影
基金会说：晓阳是我们这个家庭中的一员!梁晓声说：晓阳是我亲爱的弟弟，我愿当此书的主编。
晓阳的家——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电影出版社愿意为他操办此书：影协康健民书记和社长胡子光部
署，总编李梦学指派编审李春妹言传身教于责编胡黎红，他们不分昼夜，不辞辛劳，从冬日严寒经烈
日酷暑再到秋风瑟瑟，终于辑成了这本精美的书。
这是一本汇聚了亲友情、战友情的书，这本书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我俩在耄耋之年含着幸福的泪水向
各位深深地鞠躬致谢。
同时，我们也借此机会向组织建立“于晓阳纪念馆”的淋漓先生和建立“于晓阳同怀网”的我们素不
相识的同胞那仁夫小侄一并致以最深切的感谢!于洋  杨静2009年初冬于小月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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