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艺谋传中国电影教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张艺谋传中国电影教父>>

13位ISBN编号：9787504356291

10位ISBN编号：7504356298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作者：末末

页数：306

字数：252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艺谋传中国电影教父>>

前言

出生于西安的张艺谋在农村插过队，当过国棉厂工人，直到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82年
毕业，和陈凯歌、田壮壮等一起成就了“中国电影第五代”。
从1984年开始担任《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的摄影；到1987年出任导演，开始和巩俐的七年“黄
金搭档”，推出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影片让他得奖无数，在艺术
片领域风光无限，享誉国际；再到《英雄》、《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满城尽带黄金甲》
⋯⋯经历婚变，穿越绯闻，这位被美国《娱乐周刊》评选为当代世界二十位大导演之一的中国电影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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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被美国《娱乐周刊》评为“当代世界20位最杰出大导演之一”　　他，是中国第五代电影人的顶
尖代表，曾带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他，是2008北京奥运开、闭幕式总导演，将为世界观众呈现盛世全
景　　他，就是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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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陈凯歌：他就是真正的秦国人同样是第五代导演的陈凯歌回忆说——我与艺谋初识是在1979年
的电影学院。
因住在一座楼中，每日碰面，彼此也知道姓名，熟是不熟。
只听说，在入学考试的当中；他的报名作品让老师们拌了嘴，他当时的年纪又比一般考生大出许多，
所以学院方面不予录取。
后来还是当时文化部部长亲自发话儿，他才勉强上了学。
其实，如果没有这个事，就算他各科成绩均属优等，又没人为他拌嘴，年龄上也合槽，怕也是人不了
学的，这也算因祸得福了。
艺谋貌不惊人，中等身材，走起路来挺沉重，加上衣帽平常，在人群中显不出他来。
要画他的肖像不能再容易了：一个弧线微微向下弯曲的鼻子，两条自鼻翼直奔嘴角的沟线，加上一双
深沉的眼睛。
这点特征在其后几年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更看得清楚了，再往后，索性连颧骨下面也塌陷下去了。
他在学校中没什么动静，我们至多在球场上做做对手，学生们要自己组织个舞会什么的，永远找不到
他，至于后来他曾经做了一年学生会副主席，据说还是因为他的年纪可以做诸同学兄长的缘故。
只听说他在班里各门功课都好，同学们敬重他。
后来在一个摄影展览上看到他4幅一组的作品，觉得此人不是等闲之辈。
其中有一幅印象挺深，其作长过1米，是百尺危崖上的一个青年，肃然独立，却没有壮怀激烈的意思
，想象与制作都好，境界上也是深沉的。
因是同代人，便生一片领悟之心，叹了半天。
后又听说他的摄影作品在报纸上刊出了不少，好评之外，尚有褒奖，其中最奇的是一位女青年，其人
待业既久，经艺谋拍摄一张头像刊在《中国青年报》上，竟考中了空中小姐，后又来致谢云云，我倒
觉得有点演义了。
学习期间，因为有了好感，曾同他谈过日后合作的事，可学业未毕，到底是空话一句。
等到拍毕业作品，他参加田壮壮导演的《红象》组，我其时也在云南，但未见面；后在北影遇见，就
是来送样片，我随他看了几本，以为不错，他却认为未敢满意。
言谈之间感到他志向极高。
1982年毕业，方知他被分配到广西厂，当时颇感惊讶。
因他是西安人，又结了婚，怎么去了广西？
后来听说这与他人学时的风波大有牵扯。
一年以后，他与军钊、肖锋、何群一起拍出了《一个和八个》，看了让人犯傻。
只是这之后的合作中，我才有机会慢慢对张艺谋有点儿了解，了解的结果之一是我和他、何群，还有
摄制组的全体人员一块儿拍出了《黄土地》，也让我们之间有了点感情。
张艺谋比我大一点，1951年生在西安，人称古都。
艺谋人前寡言语，更不谈家事，后来熟了我才偶知一二。
他家父辈都是军人，二伯父解放前夕想要率部投向这边，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后杀了，可在以后的很长
时间里死人倒背着潜伏的名儿；大伯父也有行踪问题，艺谋和兄弟们身上就背上了“台湾关系”的罪
过，一张满是不实之词的纸片竟在他的档案中癌一样地受用了二十多年。
而他本人因不知情，在遭到冤屈时就自然得不到解释。
其父也因是黄浦军校毕业生而成了“历史反革命”。
这样一个家庭在解放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其情状想是想得到的。
“文革”开始后，艺谋的父亲去了陕南劳动，做医生的母亲走了“六？
二六”道路，他自己也因下乡，照顾不成幼弟。
在这期间，弟弟因病失聪，终于成了聋人。
从l968年往后数，张艺谋插了三年队。
三年间，无非春种秋耘，夏收冬藏，闲时便去修水利，几十个人住一孔窑，一干就是百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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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传了几千年的耕作活动中，他见到了为活着而劳动的农民，他也尝到了穷的滋味。
一次，他跟我说起夏日里割麦的麦客，一顿吃得下几斤面条，撑得打滚儿了，就用擀面杖擀自己的肚
子。
泄过以后，下一顿又再吃下几斤。
我听了觉得故事道理很深。
三年之中，他有很少的机会去陕南，一边放羊，一边在父亲的片言只语中明白一点自己的家世，羊不
饿的时候就往返80里路买回自家口粮。
我们谈起这类题目，只当是说笑话。
这是我们的好处——好在不把它当一回事，活着，就是这样。
三年之后，艺谋进了咸阳棉纺织厂。
进厂也费周折，原因还是跑不出家庭的事儿。
“革委会”几次议了又议，最后还是因为他会打两下子篮球，他才二回吃上“官粮”。
在厂里，他把百十斤的原料袋扛进车间，让女娃们纺纱织布，剩下的事就是用手指头把四层厚的坚固
呢（劳动布）“唰”的一声撕开，如此这般，七个春秋。
他也见着了有一天算一天在织机前头劳动的工人，他也尝到了艰难的滋味。
我听说，艺谋是在当搬运工的时候弄起了业余摄影的。
都知道，这是个花钱的事儿，他得吃饭，他又有家，家里有没工资的父亲、年过八旬的祖母和两个兄
弟。
可是他偏想有一台照相机。
后来，他卖了血，用自己的血换一台相机，不犯什么法。
相机有个套子，是他没成亲的媳妇做的，外面是劳动布，里面裹着棉花。
那以后他成了摄影系的学生和专业摄影师，也没有用过比他自己的“海鸥”更好的相机。
他觉得“海鸥”不错，“海鸥”可以拍出很像样的相片。
相机的好坏不是最重要的。
我曾在西安见过张艺谋的双亲。
他的父亲那年62岁（1985年），倒回去35年，他不过是个27岁的青年，在这35年里头，他只是活着，
不能对社会有任何贡献，除了教导三个儿子以外。
这一点对于艺谋不会没有刺激。
我很喜欢，也很尊重艺谋的母亲，过去的困苦不能使她显出忧伤，斗室之中只要有她在，总是有笑声
的。
她每日由家庭而医院，南医院而家庭，对亲人和病人都担负得过多。
可是作为母亲和医生，终于不能救治是亲人又是病人的二儿子。
乐观的下面，该是一颗忧伤的心。
艺谋对于母亲一定是理解的吧。
因此，为这，也为其他我知道或不知道的事，写了或没写的事，在他决定投考电影学院的进修生，他
愿意跟在老父的身后，卑微地在某些人事干部的白眼前面，诉说和请求。
又在无望进人电影学院，而有好心的老师指点他去投考另一所学院时，他可以不吃不睡地在偌大的北
京城里奔走。
“西望长安绣成堆”。
张艺谋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后生。
不是因为名字，而是他打了实在的主意，为艺谋，不为稻粱谋。
为这，他拿着用血换来的相机去物华天宝的秦地。
曾经十次登临华岳的张艺谋，远望天地人烟，想到更多的怕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万家忧乐吧。
1984年的元月至3月，我们几个曾再赴陕北高原，生活、选景。
白天，我们在一眼看不到边的沟壑中间上上下下地走，或是踏着留不下脚印的浮土到村里去，在老乡
们的土炕上半天半天地坐。
天黑透了，就在寒窑里头用红泥小火炉煮羊肉，酒喝到耳朵热，就聊，琢磨将来影片的模样，聊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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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我就觉得，艺谋在艺术上喜大，喜开阔，喜欢把人和环境弄在一块儿，又不越出总体的限制。
他好默想，一事过脑，百转回肠，想透了，必欲尽兴一述，方肯罢休，现出他性格中潇洒的一面。
何群则多有神思，即兴道来，光彩是有的。
他们之间也拌嘴，以何群的善言语，有时竞敌不过艺谋，最后用一句骂人的话作结，众人都跟着一笑
一一骂人有时是亲热。
艺谋的创作，师辈和评论界同志们谈得多了，我就不再赘言，对于他的工作态度倒有几件事可以说说
，我想他的成绩是跟这个有关的。
组内人员都以“张大师”戏称艺谋，还有一个绰号叫“张黑脸”。
听见有人说“艺谋又黑脸了”，意思就是“拍摄有问题了”。
一次，选择一个山坡景地，要求是坡上有一颗孤零零的杜梨树，树下有白色的小路，蜿蜒向上。
此景遍寻无着：不是树不合适，就是路不合适。
艺谋自然又黑了脸。
最后决定：踩出一条路来。
于是摄制组全体人员从下午两点开始，用卓别林的步伐，鱼贯而上，只留艺谋在对面山梁的机位处指
挥、观察。
四小时后才成功。
这条路白且平滑、不落脚印痕迹，要像多年踩踏成的。
这时他的脸也就渐渐变白了。
另一次，在窑内拍日景。
为使光效真实起来，艺谋就须调整内外光比。
一条拍过，他站在那儿不出声，半晌才说，外面“毛”得太厉害了，要是窑外有一座灰楼就好了。
众人都笑：外边除了土坡就是山峁，这窑洞本身还是何群打的，何来灰楼！
他不笑，只是发呆，身上的黑粗布大襟棉袄的衣襟吊着，像一块大擦嘴布。
我对他说：“下一镜机位不动，这样⋯⋯”他说：“外面有座灰楼就好了。
”照明组长对他说：“怎么：大师，灯就不动了呵！
”“外面有座灰楼就好了。
”演员掩口而笑：“行了，魔怔了。
”十天以后，样片来了，看完以后，我问他的感觉如何。
“还行！
”他说。
他说完了，我心里念佛。
艺谋衣着简单，除单衣裤外，拍戏两月，就穿一双胶鞋，又不穿袜子。
一脱鞋，非让人窒息才罢。
不得已，那鞋每晚提人浴室放置，次日清晨取出仍臭不可闻。
这双鞋引起另一段故事：1984年6月20日，我们在陕北佳县补完最后一批镜头，急欲返回北京冲洗，以
决定摄制组是否撤离。
事先约好了，有车在绥德等我们，然后，乘车经吴堡过黄河大桥，人山西境直赴介修，夜间乘火车奔
北京。
我们早上7时出发，因天雨公路禁行，不得已绕个大远儿到绥德，到时已行80公里，时间是下午4时。
连忙换车过河，一行除了司机，有演员薛白、艺谋、制片主任和我。
进了山西地面，天已擦黑，这才发现山西全境修公路，红色“菲亚特”在泥泞中像船一般走，走走停
停不说，还得不时下车推进。
午夜12时许，天降大雨，离介修24公里处车辆堵塞，通行无望。
我们下来勉力推车掉头，决定直取太原。
掉头后，已是一身泥水，车走到一铁道路口，公路平得像镜面，都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凌晨前稳抵太
原。
艺谋便喝令停车，其余人都觉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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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他下得车去，脱下那双胶鞋，恭恭敬敬地放在公路中央，口中念念有词：你跟我不易，现在戏拍
完了，我把你留在这儿了。
说罢上车，喊声“走”。
众人笑完，他对我说，《一个和八个》拍完，他也照此办理过。
这是第二回。
我心中好笑，等到车进文水，发现此县境内也在修路，路面比前头更烂，又有石子遍布，下车推进时
，只听得一阵阵呻吟，又听见说：“二次大战，二次大战，德军进攻莫斯科。
”四野漆黑，只见三个小小人影在奋力推车，腰部以下，都是黄泥。
我突然想到：“我想表现天之高远，地之深厚，黄河之东流到海去不回⋯⋯”便笑出声来。
我这么猜：艺谋当时一定十分怀念那双臭不可闻的胶鞋。
凌晨5时20分，泥车飞速驶抵太原火车站，下来的人以“赤脚大仙”为首，使晨起的太原市民瞠目。
40分钟之后，车行北京。
张艺谋于当日下午赤足径奔电影洗印厂。
我常和张艺谋不开玩笑地说，他长得像一尊秦兵马俑，假如我们拍摄一部贯通古今的荒诞派电影，从
一尊放置在咸阳古道上的俑人大远景缓推成中近景，随即叠化成艺谋的脸，那么，它和他会是极相似
的，或许因为艺谋是真正秦人的后代。
张艺谋：一生最大的命运改变张艺谋曾回忆说——我21岁时，因为有一些文体特长才被破例从农村招
进陕西国棉八厂，因为我的出身不好，能进厂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在厂里当辅助工，主要从事清扫、搬运一类的工作，还要经常“掏地洞”，清理堆积的棉花杂质，
出来后，三层口罩里面的脸仍是黑的，工作很脏很累，却没什么技术。
业余的时候我喜欢看书，逮着什么看什么，喜欢中国古典小说，那时候能找到的书也少，《三国》、
《水浒》、《西游》、《说唐》都一遍遍地看，到现在对里面的人物也特别熟悉，它们对我的影响是
潜移默化的，去年导演歌剧《图兰朵》时，想到古典艺术、民族特色，心里涌起的很多是这些小说给
我的感觉。
我学摄影是在1974年，因为工作之外的无聊，又不愿虚度青春，就想学点什么，后来觉得摄影不错，
就买了照相机，又从图书室偷了不少摄影方面的书，吴印咸的、薛子江的、人像摄影、灯光摄影等等
，凡是有关摄影的，都找来看，一些借来的书因为要还，就整本整本地抄，记得当时一本两寸来厚的
《暗室技巧》，我抄掉了大半本。
那时候对知识的理解没有现在这么明确，不愿混日子，觉得学摄影是个事儿，一个人在浑浑噩噩的氛
围中把这当成了一种寄托。
那时像最大的想法，就是能到厂工会或宣传科当个“以工代干”的宣传干事。
因为努力，又有兴趣，我的照相技术在厂里开始小有名气，厂里有人结婚，常常会找个休息日把我叫
到公园的花前柳下，留个剪影一类的“艺术照”，之后放大镶框摆在新房里，当时在我们厂，谁结婚
能挂这么一张照片，就是很有品位了。
加上我会打球，又能画毛主席像，便有幸成为当时我们厂里的“四大才子”之一。
如果不恢复高考，我可能真的会成为厂里写写画画的宣传干事，那时候年轻人想出路和现在不一样，
除了入党、提干走政治这条路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我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上面这条路想都没有
想过，我是车间里唯一没有写入团入党申请书的，那时棉纺厂停电时就组织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学习，
每到此时，几百人的车间里退场的只有我一个。
1977年高考在我还没来得及想时就溜过去了，等一揭榜，厂里一下子也考走了好几个。
我不可能不受到触动，1978年再不考我就超龄了，直觉告诉我必须抓住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我当时只有初中二年级的水平，学的那点东西又在文革中早忘光了，复习得再辛苦也没把握，于是往
偏处想，报体育学院？
自己个子矮，喜欢运动却又都是野路子，不行；美术学院？
绘画基础不足。
正在琢磨时，别人向我推荐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说“课都与摄影有关，你的片子拍得好，一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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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经过一番努力我如愿以偿拿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的命运
将随着新的知识、新的朋友和新的体制环境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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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直很欣赏张艺谋导演的作品，我觉得他是一个让我唯一觉得很威严的导演人选。
　　--成龙(国际巨星)张艺谋是我的贵人。
　　--李安(奥斯卡大导演)张艺谋真了不起!他是华人的骄傲!　　--周杰伦(小天王)张艺谋是一位很有
才华很有责任心的男人，他既像我的大哥哥，又像我的父亲。
　　--章子怡(国际红星)他就像一个战场上的将军，不紧不慢，指挥若定，演员和他合作很有安全感
。
　　--巩俐(国际巨星，两人曾经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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