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09.18 中国电影报

责编责编::郑中砥郑中砥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专版 11

本报讯 电影《桂香街》由江苏省

委宣传部、江苏省电影局指导，常州

市委宣传部立项，常州广播电视台、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

出品。近日，江苏省文联和中共常州

市委宣传部在江苏常州举行电影《桂

香街》研讨会。

电影《桂香街》研讨会由江苏省

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王建主持，常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陈涛致辞。著名文艺评论家、原中国

文联副主席仲呈祥，中广联合会副会

长李京盛，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

任饶曙光，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范小

青，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汪政以及来自江苏省

高校的影视界专家学者分别从影片

的主题立意、题材选取、表现手法、细

节呈现、艺术价值和社会责任感等多

个层面给予了高度肯定。

影片《桂香街》由著名表演艺术

家吕丽萍、句号领衔主演，著名青年

导演石磊担纲编剧和导演，讲述了全

国劳动模范、全国最美基层干部、江

苏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常州市钟楼区

南大街街道吊桥路社区原党委书记

许巧珍，从一名纺织女工到全国最美

基层干部的成长经历。

研讨会上，电影《桂香街》原著作

者范小青介绍，社区干部本身待遇

低、担子重、责任大，她们的工作是平

凡而琐碎的，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她接触到的社区工作者们无怨无悔

投入工作，激发起她饱满的创作欲

望，希望能为这一群体代言。导演石

磊表示，构思《桂香街》这部电影时主

要围绕四个方面进行：第一是以许巧

珍为代表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爱

情，第二是表现以年轻志愿者春天为

代表的当代大学生的青春激情，第三

希望表现烟雨蒙蒙的江南水乡意蕴，

第四是书香盈巷的文化情怀。

著名文艺评论家、原中国文联副

主席仲呈祥认为，《桂香街》体现出属

于中国电影美学特有的中正平和。

中广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认为，《桂

香街》最宝贵的是恰恰是它的朴素之

美，《桂香街》的整个电影创作是跨越

性的，它给英模题材和现实主义创作

带来新的表达方式，其中的意义远远

大于一部电影。中国文联电影艺术

中心主任饶曙光则以“桂香街”为切

入点，阐释了电影通过两代人的角色

设置，实现了对话空间、对话通道。

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汪政评价：电影《桂香街》

是中国好人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国

文化中真善美的传承，这种文化涵养

为社会提供了亲和力、粘合剂。南京

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安华分析：《桂香

街》体现了当代基层干部深切的人文

情怀，它看似波澜不惊，但却从日常

中刻画了共产党的好干部形象。影

片紧扣“信仰与信念”内核，诠释了共

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一部

弘扬时代楷模精神的主旋律电影。

电影《桂香街》7月22日在江苏地

区上映以来，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

响，售出票房已突破1000万元。在江

苏首映式上，可容纳 650 人的影院座

无虚席，比嘉宾和主创们来得更早的

是500多位和电影主人公原型许巧珍

联系最紧密、情感最为深厚的常州市

钟楼区干部群众。100分钟的观影过

程中，全场没有一位观众离开影院，

很多人被主人公平凡而伟大的精神

感动得不时流下热泪，常州市委书记

汪泉观看影片时不仅感动落泪，还亲

自撰写题为《许巧珍，一个飘香的名

字》的观后感。

据悉，《桂香街》将在 9月 20日全

国上映，与全国观众见面。

电影《桂香街》受好评
生动诠释优秀基层党员坚守初心与使命

导演石磊记得，制片方找到他的

时候，离 2019 年春节还有一个星期。

彼时，他正在安徽拍摄央视纪录片

《笔尖上的中国》，冒着大雪赶往常州

途中，石磊拿到了《桂香街》最初的剧

本。在车上看了前半部分剧本，他感

觉并没有燃起创作欲望。

直到静下心走进许巧珍生前工

作生活过的地方，听到了许巧珍的真

实经历和事迹，这个平凡人不平凡的

一生真实地浮现在了石磊眼前。躺

在许巧珍休息的木椅上体验她的生

活时，石磊冻得瑟瑟发抖，他在徐州

长大，但在北京生活多年，早已习惯

有暖气的生活。他想着：“这里的天

真冷，可这里人的心真热。”

回程中，石磊决定自己完成剧

本。他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两天后，

一个 2万字的故事梗概就成型了，电

影制片人沈爱华看过后大喜过望，她

说这版剧本里真实的许巧珍让自己

“闭着眼就能想象那些镜头”。

因为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片，《桂香街》的拍摄和制作时间已经

不多，制片方要求过了正月十五就开

机，留给石磊的准备时间非常紧张。

作为一个精益求精的电影人，他深

知，一部影片容量有限，必须紧扣住

“信仰与信念”这个内核。为此，石磊

又多次来到常州，重点采访与许巧珍

朝夕相处的同事、居民和家属，找准

她的人生底座。

期间，他几乎每两天就拿出一稿

2-3 万字的剧本，这样前前后后修改

了十多稿，最后影片呈现出的许巧

珍，没有放大，没有拔高，但观众分明

看到一位朴实无华而又追求崇高的

共产党员的形象。

观看电影《桂香街》，常州的观众

们很容易就沉浸在诗意江南的意境

中，可为了营造烟雨水乡的效果，石

磊花了不少功夫。

首先是开机前的选景时间只有

两天，石磊带着团队在常州、无锡、昆

山等地辗转，白天看不完，“晚上打着

手电筒看”。

开机后，问题又来了——晴天太

多。“别的剧组讨厌下雨，我是看到蓝

天白云就发愁。”石磊说，为了表现烟

雨蒙蒙的江南，他不得不选择一早一

晚的时间拍摄户外戏，以达到最自然

的效果。而太阳一出来，剧组马上就

转到了室内拍摄。

在乍暖还寒的初春三月坚持了

近一个月，有一天，石磊在转场的车

上看到呼啸而过的高铁，竟感觉莫名

的心酸，“很久没看到这样鲜活的场

景了，24 小时封闭在剧组，连太阳都

陌生了起来。”石磊坦言，尽管对从事

电影行业的人来说，工作到凌晨是常

事，但像《桂香街》剧组这样，每天平

均凌晨两三点收工，早上七点又开

工，连续坚持 30 多天的，真不多见。

并且导演是一个剧组的核心，他必须

每天第一个到现场，最后一个离开，

这让本来就不显年轻的石磊冒出了

不少白发。

工作人员调侃他“一天干三天的

活，三天睡一天的觉”，他自己也感觉

拍电影以来从没这么苦过。但是“靠

什么支撑？除了对电影的热爱，就是

许巧珍老人崇高精神的感染。”石磊

说，全剧组都在默默付出。

拍摄中，有一场雨戏。雨水是从

河里抽出来制造的，为了等雨水，很

多演员在现场从早上一直等到了晚

上才开拍。“拍得很晚很晚，好多演员

都湿漉漉的，但没人抱怨。”

而他与饰演老年许巧珍的著名

演员吕丽萍在创作中碰撞出的火花

则为电影增添了更多色彩。有一场

戏，许巧珍已经查出身患癌症，那些

曾受她帮助的人通过视频为她送上

祝福。起初，石磊的设定是，视频中

的人含泪说着祝福，许巧珍戴着氧气

面罩泪流满面却说不出话。开拍前，

他与吕丽萍反复商量，最后决定用许

巧珍镇定的回应达到“润物细无声”

的效果。正式开拍，整个摄影棚鸦雀

无声，当吕丽萍平静地说出“戚姑娘，

我从小看着她长大的”后，在场的所

有人都流下了眼泪。而电影上映时，

这个场景也赚足观众的眼泪。

如今，电影《桂香街》已于 7月 22
日全面公映，并获得观众齐齐点赞。

再次回到常州，石磊欣慰之余更感亲

切，他已将自己当作“半个常州人”，

“喜欢民风淳朴、环境优美的常州，更

喜欢名人辈出的常州”。而关于将自

己与常州联系在一起的许巧珍老人，

石磊也有一句话——“不要人夸颜色

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桂香街》上映了，我迫切地想

看。我想看影片主人公许巧珍的感

人事迹，想看影片是如何进行“源于

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表现。

我到常州工作后经常听到许巧

珍这个名字，听人讲到她的“七+”社

区工作法，听人讲到现在常州很普及

的“道德讲堂”是她的“发明”，听人讲

到她去世时许多社区居民自发地为

她送行。作为一个最基层的社区书

记、居委会主任，怎么能在去世数年

后还为人们念念不忘？我既好奇又

感佩。

于是，我专门去她生前所在的钟

楼区南大街吊桥路社区考察，参观她

的生平事迹。面对所见所闻，我深深

地感动了。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

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

好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出

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把每一项平

凡工作做好就是不平凡。”许巧珍不

正是这样的人吗！她是在纺纱女工、

“小巷总理”这样极平凡的岗位上，做

出了极不平凡的成绩。她创造了全

国纺纱纪录、被评为全国劳模，受到

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她从纺纱厂退

休后为社区工作 21 年，直到生命最

后一刻；她创立了“七+工作法”和

“道德讲堂”，深受社区居民依赖和爱

戴。她用毕生奉献，诠释了共产党员

的初心和使命。我当时想，要是能把

许巧珍事迹搬上银幕，那是多么有意

义啊！

当然，我知道，要把许巧珍事迹

搬上银幕并不容易，因为她的岗位

太平凡了，她的事迹也并不轰轰烈

烈，很难进行艺术表现。所以，《桂

香街》上映，我迫切地想看。看着看

着，我感动得流泪了，和身边许多观

众一样流泪了。我感叹，编剧和导

演的创作水平如此高超，使平凡小

事得以精彩艺术展现；女主角吕丽

萍选得好，其内外气质、公众形象和

对角色的把握，都与现实人物高度

契合；男演员句号演得好，他风趣幽

默的天赋使严肃主题增添了许多活

泼的色彩；女演员牟珈乐是常州人，

她主动要求参演，体现了强烈的责

任担当和深厚的家乡情怀，也成为

影片的亮点之一。还有，影片镜头

把江南文化韵味、水乡特色、古运河

风光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令人大

饱眼福、不禁心驰神往。

《桂香街》啊《桂香街》，您的主人

公就像您的名字一样飘香。

（本文作者系中共常州市委书记）

陈涛（中共常州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

肩负文艺创作立德树人、

培根铸魂的使命担当

常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我们的文艺

创作提供了坚实基础。多年来在江苏省

委宣传部的关心指导下，常州在精品影视

剧创作生产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如《秋之白华》、《青

果巷》等 12部电影、电视剧作品获得全国

“五个一工程”奖，获奖数量位居全国地级

市第一。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七十

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为广大文艺工

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我们在今

年这个特殊时刻推出了电影《桂香街》，各

方不辞辛苦，通力合作，打磨出这样一部

以信仰与信念为内核，弘扬时代楷模精神

的主旋律电影，践行了文艺创作立德树

人、培根铸魂的使命担当。

笔墨当随时代，艺术讴歌生活。我们

衷心希望常州的文艺工作者，随时代而

行，与时代共战，创作出更多反映现实、具

有常州文化标识的文艺作品，“种好幸福

树，建好民心城”，推动常州高质量发展，

做出更新更大的贡献。

范小青（《桂香街》原著作者、江

苏省作家协会主席）：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

2015年春节后，我知道了许巧珍这个

人，了解到她在85岁高龄还奋斗在工作岗

位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一生的感

人事迹深刻印在我的内心，让我回想起30
多年前刚刚当上作家的时候，也曾在苏州

居委会社区工作过。那次体验生活的经

历，让我了解到社区工作承担了无数政府

的延伸工作，社区的工作关系到社会的稳

定和谐，而社区干部本身待遇低、担子重、

责任大，她们的工作是平凡而琐碎的，也

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我接触到的社区工作者们无怨无悔

投入工作，让我由衷敬佩，他们的故事也

深深打动我的内心，激发起我饱满的创作

欲望。我希望能为这一群体代言，将他们

感人的形象呈现给读者。许巧珍和无数

基层社区干部有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精神，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由于价值和

信仰的缺失，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有这样

优秀共产党员的存在。如何树立起人物

的可信性、让读者信服，是我创作遇到的

新挑战。面对这样的难题，我想只有在人

物的塑造上多下功夫，写出人物丰富性、

多面性、合理性，才能让人物鲜活地立起

来，走进读者心里。

电影《桂香街》的成功，也正是由于

编、导、演从人物出发，让平凡的人物、平

凡的小事得到了高超的艺术表现，让观众

流下感动的热泪，看到了理想和信仰的光

芒。

《桂香街》的创作让我们更深刻、更真

实地感受到，一切优秀的文艺工作者的艺

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人民需要艺术，艺术

更需要人民。

石磊（《桂香街》导演、编剧）：

纯美爱情 青春激情

江南水乡 文化情怀

我在前期构思《桂香街》这部电影时

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去表现：第一，是希望

表现以许巧珍为代表的、上世纪四五十年

代的纯美爱情，第二，是希望表现以春天

为代表的当代大学生的青春激情，第三，

是希望表现烟雨蒙蒙的江南水乡，第四，

是希望表现书香盈巷的文化情怀。

虽然许巧珍书记的工作繁杂，事无巨

细、面面俱到，但我不想把她表现成高大

全、定式化的人物，而是更希望贴近小说

中营造的的环境和氛围。在演员选择上，

邀请吕丽萍出演老年许巧珍非常符合人

物的形体和气质，她曾在上影厂工作过八

年，在方言台词方面也更能融入角色。

仲呈祥（著名文艺评论家、原中

国文联副主席）：

继承“中正平和”的美学风格

中国电影美学风格可以是多样化的，

但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就是“中正平和”，

正如电影《桂香街》中所呈现出来的这种

美学追求，这也正是中国电影美学应该追

求的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和中国精神。实

际上，中国电影史上不乏“中正平和”之

作，如《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经典电影，打

动我们的是情怀，是中正平和的美学叙

事。

电影托物言志、喻理于情、言简意赅、

凝练节制、形神兼备、意境深远，不动声色

地将一位意境高远的社区书记许巧珍的

形象和她的思想追求表现了出来。《桂香

街》的出现，为中国电影创作带来了一股

浓郁桂香的精神文明之气，它有力地净化

了当下的中国电影鉴赏环境和文艺鉴赏

环境。

李京盛（中广联合会副会长）：

英模题材的动人之作

作为观众，我看了电影《桂香街》之后

的思考有两点：一方面是从思想观念上，

电影本身让我们获得了什么？另一方面

是这部电影与其他同类题材影片相比有

什么突破，为整个影视创作提供了什么借

鉴价值。

首先，我看过电影《桂香街》之后第一

个感触就是，它是一部可以感动人的作

品。影片没有刻意拔高人物的精神境界，

甚至没有追求花哨的表现手法，但我却被

许巧珍这个人物的事迹深深触动。

电影里截取了许巧珍的两个语言片

段让我印象深刻，一次是许巧珍年轻时当

了劳模，来到北京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

见。这个经历给了许巧珍很大鼓励，让她

下决心一辈子就做纺织工人该做的事。

另一个故事是许巧珍当了书记后，为了两

百多个党员的嘱托，坚守岗位。在这两段

故事中，她没有豪言壮语，影片创作者也

没有给人物增加多大的光环，但在平凡朴

素中彰显了她对党的高度忠诚，和远高于

普通百姓的思想觉悟。

饶曙光（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

兼具艺术智慧和审美表达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最近看到几十部

英模题材作品。在这些电影当中，比较起

来我觉得《桂香街》是别具一格，又有艺术

智慧和较高审美表达的作品。

我们现在的英模题材创作，有精神高

度，也有思想内涵，但是过度追求概念化，

导致表达空洞化、缺乏艺术价值，难以感

动观众。电影《桂香街》的成功，主要还在

于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

电影以“桂香街”为切入点，一方面摆

脱了真实人物对创作的限制，另一方面也

丰富了作品表达。在人物塑造方面，创作

者非常注重动机的合理性和人性化表达，

让电影更容易将表达核心传递给观众。

此外，电影叙事巧妙。通过“儿子”和

“春天”这两个人物的设置，让观众更容易

拉近与许巧珍的距离，并且通过他人视角

开拓了影片表达空间，让两代人建立起对

话空间，这也是电影最核心的东西，即电

影创作者要跟你的观众建立对话空间，形

成对话通道。有一场戏是她在病床上与

儿子的对话，她儿子对她不理解，而许巧

珍一句说教的话都没有，用最日常的对话

向观众传递她的精神和情怀，成功塑造了

人物。电影最核心的使命就是让观众跟

随镜头，通过你建立起的美学，认同你的

表达，接受你的价值观。

另外，电影散文化的结构和诗意化的

风格给观众带来更多审美感受。让观众

在观影过程中忘记这是一部英模片，更注

重人性和人物、环境和地域的交融，更有

代入感，这让电影表达更具有润物细无声

的效果。

汪政（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成

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聚焦社区文化，讲好江南故事

首先，电影《桂香街》是中国好人文化

的集中体现，是善、是美、是柔、是爱、是付

出、是忍辱等综合品质的体现。生活中的

好人为社会提供了亲和力、黏合剂，好人

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真善美的传承。

第二，电影《桂香街》是社区文化的体

现。现代社区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中国

传统的熟人社会，社区治理是中国社会治

理和生活管理的基础。《桂香街》的小说和

电影中所有故事的构架、人物的关系，都

是建立在中国的熟人社会和人情大国的

基础之上，是社区文化的典型体现。

第三，《桂香街》是地方文化的生动体

现，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具体表现。《桂

香街》以外在的江南文化、内里的中国人

情世故，建构起了颇具地方特色的江南的

人情世故。《桂香街》电影没有被原著小说

束缚，是许巧珍真实故事的重新抒写，更

是一个电影人以电影语言、从电影技术层

面的独特创造。

罗舒泽（原江苏省广电局副局长）：

接地气、有真情、重传承

电影《桂香街》是一部聚焦初心使命、

贴近火热生活、饱含真情大爱、彰显时代

精神、具有感染力的好作品。我认为，它

的成功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接地气、有真

情、重传承。

首先，《桂香街》的创作基调是贴近生

活、平易近人的。影片以平民视角、平和

表达见长，在江南水乡诗一样的背景下，

小人物们的家长里短、喜怒哀乐，表现得

尤为生动、真切自然。影片对文物保护，

拆迁、低保、就业等社会热点问题也都有

关注，这也使影片平实中透露出平凡，平

淡中蕴含着深刻。

电影的节奏把握和主演对角色的拿

捏到位，没有因故事里的生活琐事而显得

肤浅乏味。“我是党的女儿，要把一切献给

祖国，献给党。”这是许巧珍用一生践行的

承诺，也是电影从始至终贯穿的主线。影

片始终紧扣初心使命、信仰与信念，注重

在伟大时代中表现小人物、大情怀，小故

事、大道理，小巷子、大时代。

第二，《桂香街》的创作很好地践行了

习总书记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身入、

心入、情入”的要求。真情是《桂香街》最

闪亮的元素。爱国、爱党、爱民之情以及

爱情、亲情、乡亲、友情贯穿，使影片充满

温暖和张力。

第三，《桂香街》注重传承，使作品的主

题得到升华。我们培育宣传先进典型的目

的就是弘扬正气，引领风尚，传承光大。“春

天”是这部作品结构线上的一个关键人物，

也是传承先进、昭示未来的一个代表人

物。影片对许巧珍的成长也有交代，在成

为全国劳模后，两次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

接见，对她一生的影响至关重要。许巧珍

传承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和伟大精神。春天是

许巧珍事业的接力者，一脉相承，初心永

恒。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才使

我们党的事业生生不息，经久不衰。

（按嘉宾发言顺序整理）

◎链接：研讨会摘要

许巧珍，一个飘香的名字
——影片《桂香街》观感

“天真冷，心真热！”
《桂香街》编剧导演石磊回忆创作过程

■文/王慧艳

■文/汪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