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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云白石坚——苏云传》即将出版，我想第一个为之高兴的人是与苏云相伴一生的向隽殊老师，她为
这本书付出的心血与情感是他人不可取代的，当然，与苏云同志共事的战友和他的下属们同样为之欣
喜。
一个为革命事业奉献毕生，在新中国电影战线上默默耕耘获得辉煌成就的人，在他辞世六年后，一本
记录他人生的传记出版，也是以人写史，对半个多世纪中国电影史的记录。
《云白石坚——苏云传》的出版，是我国电影界一件重要的大好事。
    在编辑出版这本传记时，正值我在山西省太行山，应山西省委之邀担任大型实景演出《太行山》的
总导演，在当年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县以及左权县、陵川县和长治市等地深入生活，这里正是苏云
出生与战斗过的地方。
我在太行山当年苏云画画宣传抗日的地方画了许多画，看那黄土高坡上沟沟壑壑间错落有致的窑洞，
听周围人说的是与苏云一样的山西话，我的眼前立即浮现出苏云的形象，叠化在黄土高坡的彩云间，
那么高大而圣洁。
太行山是八路军的摇篮，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八路军东渡黄河，
挺进太行山，托起民族的希望。
正是在这个时候，还不够参军年龄的苏云智慧地瞒过年龄，投身于革命队伍中，与大他许多的战友们
一起在艰苦的岁月里，历经烽火硝烟的洗礼，开启了他的革命人生之路。
    在太行山这块热土上，艺术地再现太行山当年金戈铁马的抗战风云时，我更加体味到苏云同志身上
的“八路军气质和太行精神”，他坦诚率真，坚忍不拔，遇事不温不火又坚持原则的举止，好像黄土
高原上的老黄牛，默默地干活，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路，从不张扬自己。
    在太行山的日子里我更加怀念苏云，不仅是触景生情，更是心灵上的感应，它源自我多年来对他的
情感积累，从仰慕到成为和蔼可亲的良师益友。
    1964年秋，我由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那时长影何等的辉煌啊，新中国电影
摇篮摇出多少中国电影的精品佳作，培养出何止千百的电影艺术家、技术家和管理人才，在当今影坛
活跃的知名影人，数不清多少是从长影走出的。
我们由电影学院走进电影厂的第一件事便是下基层劳动，让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入从电影生产的
第一线入手。
我是美术系毕业的，便下到美工车间跟工人师傅一起劳动，后来得知作出这一决定的正是厂领导里最
年轻的苏云厂长。
现在看来，进厂的第一门实践课对我们成长是很有必要的。
当时，几次偶遇苏云厂长，给我们的印象是一张严肃的脸，严肃得像“法官”。
    我与苏云真正相处并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托了改革开放的福。
“文革”后期苏云在长影是最先被“三结合”进入“促生产”的领导，他全面抓起长影的生产工作，
从拍革命样板戏，到“文革”后全国首拍四部故事片，长影占了三部，幸运的是我在《青松岭》做场
记，我的妻子肖桂云在《战洪图》做场记。
当时，如果没有苏云的“恩准”，我由美术助理改行做大导演刘国权的助理是不可能的，由此开启了
我的导演之路。
    经过“文革”磨难之后重新走向领导岗位的苏云，焕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他日夜兼程不知倦意，
抓生产创作、抓人才建设、抓技术革新，还兼抓“三线”的战备建设8.75毫米胶片厂的工程。
苏云同志工作大刀阔斧，雷厉风行，长影一派红火景象。
    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特别是苏云同志调到北京在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电影基金会担任
领导工作后，让我有更多机会近距离与他接触。
他身上有一种“磁力”，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者，他有着永远的微笑。
1987年秋，中苏关系刚“解冻”不久，我国派出第一个电影代表团出访苏联，苏云为团长，他让我这
初出茅庐的人携影片《田野又是青纱帐》随团出访，在不同的外交场合，让我发言或答记者问，让我
经受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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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与中国电影基金会几位领导几次推荐我来基金会工作，又几次被我婉言谢绝时
，他知道我心系拍戏，怕从此丢掉专业，苏云既理解又不舍，依然做我工作，最后我觉得在他面前只
能无条件服从。
担任会长后我多年未拍戏，在苏云身边心悦诚服地为电影界的公益事业忙碌，并乐此不疲。
    苏云当长影厂长期间，十分重视对年轻人才的培养，在生活上为他们破例分房子，在工作上给他们
加担子，特别是对电影学院毕业的年轻人的成长一直十分关注。
他调到北京后，仍然热情地为年轻人站脚助威，不论是谁，只要请他看片或参加首映式，他从不拒绝
。
在影片《开国大典》之后，我们相继拍摄了《决战之后》、《重庆谈判》和《七七事变》等，几乎我
们的所有电影，他都亲自到拍摄现场看望、慰问，真诚地为双片提意见。
1991年他看《决战之后》上下集双片，半夜才结束，回家电梯停了，年迈体重的苏云是一步一阶地爬
上十七楼的，而且还饿着肚子。
后来我知道这件事，心里十分不落忍，我们太粗心了，向他深表歉意时，他乐呵呵地说：“《决战之
后》这部片子拍得很精彩，看得很轻松，不累！
”    苏云同志既多才多艺又十分精通电影企业管理，他幼年学习绘画、舞蹈，进入电影界专攻技术，
对电影创作生产的各个行业都很熟悉，对文学剧本的准确审定，对工作双片的分寸把握，对重大事件
的冷静头脑，颇有将才风度。
如不是全身心地投入电影事业，能使得电影专家折服是绝对不可能的。
苏云同志是真正的电影事业家，是长影的好厂长。
    苏云同志待人像暖水瓶，把装在心里的温暖润泽于人，而从不去索取，他对上不恭维，对下不摆架
子，不论对谁总是憨憨地以诚相待，任人唯贤，不丢原则，再大委屈也都装在肚里，真是一个“大肚
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大肚弥勒佛。
他的颈椎被“文革”时一个“造反派”打得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他明知是谁打的却从不说，连家人
也不告诉。
有人问起此事，他淡淡一笑说：“运动嘛，年轻人不懂事！
”    苏云同志不胜酒力，家里有好酒喜欢与大家一起喝，因为这事儿，当年长影运动时有人批判他“
拉拢干部”。
在基金会，每年元旦之际，他总是拎着家里的好酒与大家同饮同乐，聊着一年来的开心事，至今令我
难忘。
    2004年他患病与病魔斗争，疼痛难忍，同志去看望他，他总是若无其事，依然是永远的微笑，他不
忘电影界的大事小情，为中国电影的发展而兴奋。
在他生命垂危之际，经常在梦里呼唤老战友要开“党组会”、要“看样片”、要“参加首映式”，真
是一个把生命融入电影的人。
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正逢我要出访，前去向他辞别，他微笑地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也许他意识
到这可能是最后的诀别。
我也微笑地告诉他过几天就回来给他说笑话听，并告诉他本月31日就回北京。
他深情地望着我那一瞬的眼神是我终生难忘的。
在我出访期间，苏云几次病危，几次又从死神的门槛踅回来。
赵实同志、电影局和长影的老同志、影协和基金会的同志，许多亲朋好友都来病榻前看望他，他心知
肚明，深情地望着大家，他舍不得离开大家，舍不得离开相伴一生的电影事业。
在苏云同志弥留之际，他三次醒来问身边的人：“前宽何时回来？
”直到31日这天，苏云奇迹般地醒来，自语到：“前宽回来了！
”我赶到他病榻前，看着他闭上了双眼，中国杰出的电影事业家苏云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我和他的儿子为他穿上寿衣，护送他去“天堂之门”。
冥冥之中，苏云在等待我回来，他那顽强的生命力给了我尽晚辈孝道的机会。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赵实同志和电影界数百人前来向苏云同志告别，由我主持了苏云同志的告别仪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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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云驾鹤西去，留给人们的是永远的微笑。
他那高贵的品格值得我们学习，新中国电影辉煌的丰碑上有他的汗水与热血。
他如在天有灵，会看到2005年在隆重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大会上，他的夫人向隽殊同志在人民大
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荣获“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她与中共中央总书
记胡锦涛同志握手的大照片成为本次隆重庆典的标志性照片在各大报刊上正式发表。
    2011年在《云白石坚——苏云传》即将出版之际，向隽殊同志又将在第二十八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
节上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
这是中国电影界的最高荣誉，苏云在天有知，一定为之欣喜。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苏云与我的缘分，七十多年前苏云同志在太行山参军抗战，七十多年后苏云
培育的人竟在同一方热土上指导大型实景剧《太行山》，反映的正是苏云在太行山抗战的那段历史，
由六百多位太行人来扮演太行军民，说的是原生态的山西话。
大型实景剧《太行山》中“那个不够参军年龄的小战士在哥哥牺牲后，由母亲牵手送到前线的感人场
景”，正是苏云个人经历的历史再现。
这台实景剧将在太行山首届“八路军文化节”上演出，我与肖桂云的潜台词是：谨以此剧献给苏云同
志。
而此时正是《云白石坚——苏云传》完稿之际，出版社催我赶写这篇短文为序。
    飞离太行山正逢黄昏，机舱外一片彩云，透过绚丽的云朵，眼下又是黄土高坡和无尽的太行山脉，
又见抗日烽火，又闻铁血战歌，也仿佛又看到了苏丢从彩云中走来，还是那永远的微笑，笑得灿烂而
温暖⋯⋯    苏云正是太行山飘出的一朵彩云，在天地间永远常在。
    李前宽于离开太行山的飞机上    2011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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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苏云同志长期担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和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基金会的主要领导，是长影的奠
基人之一，为长影的辉煌、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献出了毕生的心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我国
德高望重的电影事业家。
在他辞世六年后，这本人生传记《云白石坚—苏云传》深情缅怀了对中国电影做出深远贡献的长影老
厂长苏云。
《云白石坚：苏云传》从独特的视角，以丰富详实的史料，把苏云同志的人生镶嵌在新中国电影事业
发展历程和长影从创建到发展的画卷中。
其中既有对长影老厂长苏云同志革命一生的概述，也是新中国电影摇篮和新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写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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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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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那夜漫天大雪，天气很冷。
长影厂长苏云，副厂长纪叶、刘儒，在大饭厅里的小餐厅等来了崔博泉。
当天晚上就得定，《人到中年》参加不参加1983年百花奖的评选。
当时，长影的几位领导也有不同看法。
有的厂领导说，参加百花奖的评选固然好，可是《人到中年》还要根据部、局的意见做一些修改，还
不是定稿。
再说长影无权擅自公映，这得由电影局和中影公司来定。
如果长影擅自公映，传出去可不得了。
但评奖也最好能趁热打铁，现在好影片、新导演层出不穷，拖到1984年再去评，就不知道又会出现多
少新的竞争者。
经过反复权衡，苏云决定说：“明天《人到中年》在长影礼堂放映一场，给全厂职工看，就算是一次
公映吧。
”崔博泉说：“好，这个方法好！
这样就可以搁到名单里去了。
”刘儒说：“这个事儿要不要跟省委打个招呼啊？
”苏云说：“不要打招呼，如果省里知道了问起这件事，就说是给全厂看样片。
如果是文化部知道了这个情况，就说我们为了集思广益修改得更好。
” 1983年1月1日的早上，还是下雪，长影在长影礼堂组织了影片《人到中年》的第一次公映。
崔博泉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感到荡气回肠，觉得这部片子真是太好了。
他完成了此行的任务，马上就要回北京了。
苏云还是笑眯眯的样子说：“等消息吧。
”崔博泉回到北京，就把影片《人到中年》排在百花奖的候选名单里。
 在吉林省1983年的新年团拜会上，苏云向省委领导敬酒时，省委副书记王大珩祝贺长影说：“你们是
七星高照。
我给你们算了一下，《人到中年》、《勿忘我》、《佩剑将军》、《飞来的仙鹤》、《赤橙黄绿青蓝
紫》、《心灵深处》、《家务清官》，出了一大批好片子。
”旁边的省委一把手则说：“七星中说不定有哪一颗星陨落呢。
”苏云心里明白，他说的有可能陨落的这颗星是指《人到中年》。
虽然《人到中年》都拍出来了，但是在省委领导中，对这部影片还是有不同看法的，或者说有些人还
存有疑虑。
 1983年1月3日—7日，文化部电影局在上海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各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和艺术创作骨干，共250人。
《人到中年》给与会代表放映，放映完毕，全场竟然鸦雀无声长达2分钟之久，继而便是暴风雨般的
掌声。
在中国影协向各代表团发放的“金鸡奖”摸底问卷上，各厂代表几乎一致填上了《人到中年》的片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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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者在写作本书时的参考文献：    苏云档案；苏云日记；苏云自述。
    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的“苏云追思会”的发言记录。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2月第1版。
    胡昶：《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吉林省文史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陈播主编：《中国电影编年纪事(总纲卷·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影片大典(故事片、舞台艺术片)194910—1976》，2001年6月第1版。
    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影片大典(故事片、戏曲片)1977—1994》，1996年2月第1版。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办公室整理《1962年6月省委召开长影主要党员干部座谈会材料之四——苏云发
言》。
    翟建农：《红色往事：1966—1979年的中国电影》，台海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陆正伟：《巴金：这二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严恭：《像诗一样真实——严恭自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作者采访的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蓝、王云人、王兴东、王浙滨、韦连城、向隽殊、孙羽、孙
沙、李前宽、肖桂云、李淑清、张清、陈若颖、陆柱国、罗艺军、郭维、胡昶、姜树森、高振寰、高
鸿鹄、崔君衍、程季华等。
    向作者提供文字材料的人员有(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中效、王霆钧、王学新、向隽殊、孙沙、孙羽
、华克、齐兴家、朱晶、李景富、李玲修、李国民、张笑天、肖尹宪、周予、胡昶、胡健、贺小书、
高振寰、阎敏军、常彦、崔博泉、薛桂枝等。
    对以上文献的作者和提供者，笔者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本书的写作中，作者得到了苏云同志的夫人向隽殊老师及家属的大力协助，得到了中国电影家协
会主席李前宽老师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陈宝光    201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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