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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影人致敬老艺术家阎丰乐

当当年年，，《红红牡牡丹丹》惊惊艳艳影影坛坛
本报记者 师文静

新颖的《红牡丹》
给中国电影争气

著名编剧、作家阎丰
乐，是山东省电影家协会首
届主席，他给世人留下的最
为惊鸿一瞥的作品就是《红
牡丹》。在纪念中国电影诞
生100周年时，《红牡丹》被
列为经典电影。

阎丰乐的家乡河北省
吴桥县是杂技之乡，他是从
小看杂技马戏长大的。《红
牡丹》的灵感就来自家乡马
戏大王孙福有的经历。阎丰
乐生前曾表示，“二战前，孙
福有带着杂技马戏艺人到
海外巡回演出发了大财，回
到家乡盖了一座欧式红色
宅楼，引起很大轰动。”有了
这些故事素材，阎丰乐的

《红牡丹》剧本一气呵成。
《红牡丹》写了马戏班

里的杂技艺人“红牡丹”被
早年买下她的“恶霸”各种
欺压，她勇于反抗，最终走
上新的人生征途的故事。电
影不仅描绘了杂技艺人追
求美好生活的艰辛历程，也
演绎了鞭挞假恶丑、弘扬真
善美的正义之歌。

阎丰乐生前接受采访
时曾说，他是搞电影艺术
的，一直有一个电影美梦，
就是写一部让全世界都喜
欢看的电影,铆足了劲儿要
创作《红牡丹》。他说，论演
员、论投入，我们都没办法
跟好莱坞比，那就钻好莱坞
的空子，比如找不会说话的
动物做演员，动物可爱啊，
大人小孩都爱看，所以动物
镜头比较多的《红牡丹》确
实杀出了一条新路。

故事大胆、新颖的《红
牡丹》，在我国电影尚处于
闭关自守状态的1980年，一
下子抓住了观众，在全国影
坛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几乎
人人观看《红牡丹》，人人会
唱《牡丹之歌》。阎丰乐实现
了他的梦想，《红牡丹》不但
红遍了中国，也走向了国际
影坛，在英、美、法等30多个
国家先后放映，给中国电影
争了一口气。

《红牡丹》为何能红？山
东电影制片厂厂长、著名导
演王坪认为，《红牡丹》最早

有了商业片的意识，“片中
有很多流行元素，比如马
戏、打斗、传奇、音乐等，都
很精彩，这部电影在商业尝
试上开了一个先河。”

其实，这部作品也是作
者扎实采访、踏实创作的结
果，故事有血有肉，艺术性
比较高，不像现在的创作者
闭门造车。王坪称，“与当时
齐名的功夫片《武林志》、刘
晓庆主演的《神秘的大佛》
等影片相比，《红牡丹》才是
真正有血有肉、有艺术基础
的片子。”

不当处长也得写剧本
大家不信他能搞创作

《红牡丹》火了后，阎丰
乐紧接着创作了《锁龙湖》，
后来还写过《平原春秋》，改
编了80集电视剧《聊斋》，创
作了不少京剧、话剧、吕剧
等戏曲作品，其自编自导的
电视剧《夜明珠》《强音》等
均在央视播出。他曾说：“没
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红牡
丹》，以及后来的作品。”

研讨会上，在山东省电
影界人士的回忆中，阎丰乐
是一个执着、幽默、淡泊名
利、让人尊敬的前辈。其实，
阎丰乐的人生经历也很有
趣，很励志。他毕业于山东
医学院，后来弃医从文，历
任过山东省文化厅艺术处
长、省电影家协会首届主
席、省文联副主席等职。

《神医喜来乐传奇》《粟

裕大将》等作品的导演王大
安回忆称，“当时省里有艺
术研究所，各个剧团里也
有很多著名剧作家，大家
都很厉害。要说能写出轰
动的作品来，也应该不是
阎丰乐。但阎丰乐跟领导
说不当处长了，要搞剧本
创作，大家都很吃惊，谁也
不看好阎处长能成为大编
剧。”王大安称，《红牡丹》火
了之后，阎丰乐仍然很谦
虚，而且特别执着，淡泊名
利，精神可贵。

从山东电影的发展来
看，阎丰乐功不可没。王坪
说，“山东电影在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的辉煌，与阎丰乐
和他的《红牡丹》有关。在

《红牡丹》带动下，山东电影
出现了农村喜剧片的辉煌，
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非常
重要的一笔。当下，山东影
视作品被全国观众认为是
诚意之作，与老一代艺术家
的这种精神引领分不开。”

山东省文联党组书记
于钦彦也回忆了阎丰乐的
一些趣事，且认为他是新
时期中国电影界的标志性
人物之一，“他总是以‘板
凳一坐十年冷’‘语不惊人
死不休’的精神投入创作，
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
和穿透力。”于钦彦说，阎
丰乐70多岁的时候，还忙
着撰写展现泰山宏伟壮美
和风俗民情的电影《泰山
神》，宝刀不老，笔耕不辍，
太难能可贵了。

近日黄小蕾的一条新闻火了。上海
迪士尼“七个小矮人矿山车”项目为确
保游客安全，规定谢绝身高不足97厘米
者。女星黄小蕾的女儿相差一两厘米，
工作人员出于安全考虑，不让入内。

可黄小蕾不服气，她不仅在雨天大
闹现场，竭力要求进入，事后还在微博
连发长文，指名道姓地控诉众迪士尼工
作人员态度不好。作为消费者，黄小蕾
可以维权，但为何如今维权老搞得这么
难看，搞成口水大战?黄小蕾大概没想
到，吃瓜群众集体站在了迪士尼这边。

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写微博的方式
投诉某家公司，都是想扩大舆论，通过
粉丝或路人的声援施压。岂知微博具有
两面性，既有痴情粉丝，更有无数具有
独立判断力的普通网民。他们看了黄小
蕾撕迪士尼的长文后，反而觉得她本人
不可理喻，认为规则不该为某个人而改
变。有人爆料称黄小蕾对工作人员辱骂
动粗，“被她抓得脖子手臂都是伤”，还
让无数游客干等。孩子还那么小，因为
大人的执拗哭得那么凶，对自家娃造成
伤害的正是情绪失控的家长本身。

通过这次迪士尼事件，愤愤不平的
黄小蕾已然成了“明星妄想利用微博撑
腰”的笑柄。把这件事情闹到社交网络
上的明星应该明白，不是坐拥数百万粉
丝就能在社交网络上打赢舆论仗的，

“恃宠而骄”恰恰是最惹人反感的。
其实，明星利用影响力，在社交网

络发表言论参与公共讨论，应该值得鼓
励，但如果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私事或诉
求，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除了此次和迪
士尼闹翻的女演员黄小蕾，还有不少明
星热衷在社交媒体上控诉、鸣冤，向公
众传达自己所遭受的“磨难”或者不公
平待遇。比如指责医生医术不精的张歆
艺、投诉酒店附近工地噪音的孙俪。

然而，为什么明星在社交网络上的
牢骚或投诉，常常会发生180度剧情逆
转？显然，一开始事件引发关注往往是
由于明星的名气，但随着客观事实的不
断补充，社交网络上的舆论倾向，会随
而向着真相不断变化，而不会被明星

“先发制人”的优势所左右。在涉及规则
和公共利益的问题上，网友们越来越显
出明辨是非的判断力，明星的私人利益
不再是“粉丝”分析矛盾的唯一标准。

（新京）

明明星星任任性性维维权权
难难获获同同情情

天天娱评

1 9 8 0年，电影《红牡
丹》红透大江南北，捧红了
主演“红牡丹”姜黎黎和电
影主题曲《牡丹之歌》的演
唱者蒋大为。这部投资60
余万元的电影，当时总票
房达到3000多万元，堪称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商业
大片……这一切成绩的背
后，离不开《红牡丹》的编
剧、著名作家、“山东影协
之父”阎丰乐。

今年2月21日，80多岁
的阎丰乐与世长辞。在26
日举办的“阎丰乐电影艺
术研讨会”上，我省电影人
士认为，山东电影的辉煌，

《红牡丹》和阎丰乐都绘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当
下浓厚商业化电影氛围
中，老一辈艺术家对艺术
的执着追求值得学习。

阎丰乐

电影《红牡丹》让姜黎黎红遍大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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