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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唯一

一张与会人员合影留下了关于这次会议

的珍贵视觉记忆。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

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之一、八路军

总政治部延安电影团负责人——吴印咸。

一

1942年 4月，吴印咸接到一张丹红色

油光纸印制的请柬，请柬上写着“为着交

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

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

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

希届时出席为盼。”落款为毛泽东、凯丰，

时间为四月二十七日。手捧这张邀请

函，吴印咸非常激动，这不光是他个人的

光荣，更是延安电影团全体同志的光荣。

延 安 电 影 团 创 建 于 1938 年 秋 ，是

周 恩来亲自谋划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直

接领导的电影与图片摄制机构。抗日战

争爆发后，吴印咸应导演许幸之邀请，拍

摄反映中国人民英勇抗日救亡、揭露日

寇侵略暴行的大型纪录片。吴印咸冒着

炮火拍摄了许多镜头，但遗憾的是底片、

正片被国民党全部销毁。艺术家的满腔

爱国热情换来满腹愤恨。在好友袁牧之

的召唤下，吴印咸成为延安电影团的创

建者之一。党对这支电影队伍高度重

视，不仅建制上直属八路军总政治部，而

且派副主任谭政兼任电影团团长。

延安电影团成立后，先在延安展开了

拍摄工作。吴印咸带领电影团成员拍摄

了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充满

歌声的延安城、党政军民学的许多重要活

动、敌机轰炸延安的罪行等画面。1939

年 1月，延安电影团还奔赴华北各抗日根

据地进行了一年半的实地拍摄。他们用

镜头真实记录了根据地军民轰轰烈烈的

抗日活动，给我们留下了国际主义战士白

求恩救死扶伤、根据地民主选举、兵工厂

兵器制造等很多珍贵场景。

二

1942 年 5 月 2 日是延安文艺座谈会

召开的日子，吴印咸和参会代表陆续来

到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的大会议室。

吴印咸看到，这里摆放着许多凳子和椅

子，挨门口放着一张长方桌，一块白布铺

在桌上，这就是会议主席台。大家都很

激 动 ，静 候 毛 主 席 和 其 他 领 导 同 志 到

来。毛主席面带笑容、精神饱满地走进

会场，代表们起立欢迎。毛主席对大部

分参会的艺术家是熟悉的，走上前和大

家握手交谈，气氛融洽、活泼。

会议开始，毛主席洪亮的湖南乡音

传入吴印咸耳中。“同志们！今天邀集大

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

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

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

文艺对其它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

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

的任务。”毛主席的讲话开宗明义，以探

讨的方式和与会人员交换意见。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延 安 作 为 革 命 圣

地，吸引来成千上万热血青年，包括许

多胸怀理想和激情的文艺家。他们的

到来给延安带来了文艺生活新气象，但

创 作 中 存 在 脱 离 群 众 、脱 离 实 际 的 问

题。毛主席讲完引言后，与会代表围绕

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等问题踊跃发

言，会场气氛活跃。

座谈会于 5 月 16 日、5 月 23 日接着

举行，气氛更加热烈。5 月 23 日，吴印咸

一边聆听会议发言，一边思考如何完成

合影拍摄任务。由于屋子小、光线暗，很

难拍成高质量的照片，在室外拍合影成

为唯一选择。他忐忑地向毛主席汇报想

法，毛主席很高兴地赞成了他的想法。

多年后，吴印咸回忆起毛主席招呼

大家去室外合影的情景，毛主席先坐下，

大家很快围了上去，站好坐定。毛主席

的重视和亲切，让全体与会者激动不已。

那时候的相机没有如今的大广角镜

头。吴印咸先从前侧方向拍了一张，又从

正面拍了三张，用底片拼接的方法完成了

照片摄制。照片上共有 100多人，尽管当

时底片过期、洗印条件简陋，照片质量受

到影响，但放大后仍能看清每个人的相貌

特征，为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议留下一张珍

贵合影。吴印咸虽不在照片中，但他为延

安电影团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

三次会议，毛主席联系五四运动以

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高度，系统地、彻底地回答了革命

文艺运动和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原则

问题、方向问题，阐释了完整的无产阶级

革命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

吴印咸联系自己 20 年的摄影创作

经历，彻底明白和明确了摄影工作者为

了什么、如何去拍摄。仅凭热情、感情、

技术、经验进行拍摄是很不够的，还要有

明确的革命标准和理论。当时来延安，

他是以一个爱国救亡的正直艺术家的身

份来的。随着在延安经历的战斗生活和

政治生活增多，他愈加感到，只有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才是真正的

抗日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

国人民创建一个光明的新中国。

会后，延安电影团通过认真学习延

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在思想上、作风上自

觉按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

方向、目标、道路去做。经过数月学习，

延安电影团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

化。同年秋，延安电影团开始拍摄反映

三五九旅南泥湾垦荒的纪录片《生产与

战斗结合起来》，这是践行延安文艺座谈

会精神的第一次电影实践。

接到拍摄任务，吴印咸和延安电影

团的同志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经

过一年的开荒生产，三五九旅创造了惊

人奇迹，宣传好南泥湾这一典型，将对推

动边区大生产运动产生极大鼓舞，这也

是上级对延安电影团的极大信任。担心

的是，延安电影团处于“无米之炊”的困

境，当时用于拍摄电影的底片已经用完，

手里只剩下 2000 尺从武汉带来的 16 毫

米正片，且过期很长时间。这部电影的

剪辑、解说词写作者钱筱璋后来回忆：能

不能把这批正片当底片用？从胶片性能

上来说，不可能。但吴印咸运用丰富的

摄影经验，摸索出这批正片的感光特性，

在曝光技术上下了大功夫。影片效果比

预料的要好得多。在纪录片《生产与战

斗结合起来》摄制中，吴印咸一共拍摄

1500 尺，使用了 1300 尺，创造了电影摄

制中的奇迹。

没有洗印条件，延安电影团的同志就

从延河挑来水，把拍好的胶片分切成段进

行显影冲洗。没有录音设备，就借来手摇

马达、扩音器、留声机、音乐唱片，用“土

法”做成了“有声电影”。1943年 2月 5日，

《解放日报》报道了影片制成上映的消

息。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在延

安各地放映，盛况空前。有一次放映结

束，周恩来还特地走到银幕背后的扩音器

旁，对延安电影团的创举予以表扬。

吴印咸最难忘的是，延安电影团想

邀请毛主席为影片题字，并把题字过程

拍下来。毛主席高兴地答应了吴印咸的

请求，在院子里临时抬来的桌上，挥毫写

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8 个大字，摄影

机记录下毛主席题字的鲜活过程，并被

用在影片开头。毛主席将题词送给吴印

咸作纪念，吴印咸一直珍藏。1959 年，

吴印咸将题词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博物馆，用以永久见证那段峥嵘岁月。

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摄

影很有艺术特色。虽然片中许多场面都

是表现紧张繁重的体力劳动，但吴印咸

把战士们在艰苦劳动中那种愉快奋发的

精神面貌拍得富有诗情，给人以明朗乐

观的感受。影片构图精美，在抒情格调

中洋溢着浓厚的田园气息和劳动之美，

显示出吴印咸高超的摄影造诣。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鼓舞下，延安

电影团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成功把三

五九旅官兵垦荒备战的英勇形象搬上银

幕，第一次通过电影手段，宣传了党“艰

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号召，极大鼓舞了

延安军民的斗志，产生巨大反响。

时至今日，作为延安电影团的传承

者，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片头标

识还是“工农兵”形象。纪录历史真实、

弘扬时代精神，更好地“为人民放歌”依

然是新一代纪录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定格红色历史 弘扬伟大精神
——延安电影团记忆

■阿 敏

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于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于 19451945 年年

集 体 创 作 的 歌 剧集 体 创 作 的 歌 剧《《白 毛 女白 毛 女》，》，是 在 延是 在 延

安文艺座谈会影响下创作的一部具安文艺座谈会影响下创作的一部具

有 深 远 历 史 影 响 的 作 品有 深 远 历 史 影 响 的 作 品 。。 19511951 年年 ，，

根 据 该 歌 剧 改 编根 据 该 歌 剧 改 编 、、由 东 北 电 影 制 片由 东 北 电 影 制 片

厂 制 作 的 电 影厂 制 作 的 电 影《《白 毛 女白 毛 女》》上 映上 映 ，，首 映首 映

即 引 起 轰 动即 引 起 轰 动 。。““ 白 毛 女白 毛 女 ””这 个 人 物 形这 个 人 物 形

象 早 已 家 喻 户 晓象 早 已 家 喻 户 晓 ，，这 也 考 验 着 海 报这 也 考 验 着 海 报

绘制者的艺术功底绘制者的艺术功底。。

电影电影《《白毛女白毛女》》海报由享有海报由享有““海报泰海报泰

斗斗””之誉的颜地先生绘制之誉的颜地先生绘制，，是一幅水粉是一幅水粉

画画。。海报对比鲜明海报对比鲜明，，浓缩了影片精华浓缩了影片精华。。

画面前景为暖色调画面前景为暖色调，，喜儿身穿红色棉喜儿身穿红色棉

袄袄、、手拿自己剪的一对红色鸳鸯窗花手拿自己剪的一对红色鸳鸯窗花，，

红润的脸庞笑容洋溢红润的脸庞笑容洋溢，，还有一头乌黑亮还有一头乌黑亮

丽的秀发丽的秀发，，整个人活泼可爱整个人活泼可爱。。背景则为背景则为

冷色调冷色调，，从雪山洞窟出来的从雪山洞窟出来的““白毛仙姑白毛仙姑””

披头散发披头散发，，双手回抱在肩双手回抱在肩，，口张大口张大、、眉头眉头

紧锁紧锁，，表情痛苦表情痛苦。。冷色调与暖色调冷色调与暖色调、、黑黑

头发与白头发头发与白头发、、可爱与恐怖可爱与恐怖，，这种对比这种对比

的手法的手法，，深刻揭示出深刻揭示出““旧社会把人逼成旧社会把人逼成

‘‘鬼鬼’’，，新社会把新社会把‘‘鬼鬼’’变成人变成人””的主题的主题，，给给

观众留下强烈的心灵震撼观众留下强烈的心灵震撼。。

海报左下角生动勾画地主恶霸黄海报左下角生动勾画地主恶霸黄

世仁逼杨白劳还债的情形世仁逼杨白劳还债的情形，，将黄世仁将黄世仁

的恃强凌弱的恃强凌弱、、管家穆仁智的狐假虎威管家穆仁智的狐假虎威、、

杨白劳的痛苦无助勾勒得淋漓尽致杨白劳的痛苦无助勾勒得淋漓尽致。。

这一切又同对幸福生活满怀憧憬的喜这一切又同对幸福生活满怀憧憬的喜

儿形象形成强烈反差儿形象形成强烈反差，，引发观众对喜引发观众对喜

儿的同情儿的同情，，对地主恶霸及其帮凶的仇对地主恶霸及其帮凶的仇

恨恨。。再往上看再往上看，，喜儿的恋人大春面带喜儿的恋人大春面带

果敢坚毅果敢坚毅，，他望向他望向““变形变形””前后的喜儿前后的喜儿，，

一方面承担了海报的叙事功能一方面承担了海报的叙事功能，，另一另一

方面承担了画面的连接功能方面承担了画面的连接功能。。

可以说可以说，，整幅海报无论是构图布整幅海报无论是构图布

局局、、人物描绘人物描绘，，还是色彩运用都非常到还是色彩运用都非常到

位位，，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及收藏价值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及收藏价值。。

“白毛仙姑”翻身做主
■韩延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影响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影响下，，作家作家

赵树理于赵树理于 19431943年创作完成短篇小说年创作完成短篇小说《《小小

二黑结婚二黑结婚》。》。19641964年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由北京电影制片厂

根据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根据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以电影以电影

的形式重温了抗战时期青年小二黑和小的形式重温了抗战时期青年小二黑和小

芹为追求婚姻自由芹为追求婚姻自由，，在党的关怀下冲破封在党的关怀下冲破封

建家长阻挠建家长阻挠、、结为夫妇的故事结为夫妇的故事。。电影电影《《小小

二黑结婚二黑结婚》》海报由著名军旅画家江平先生海报由著名军旅画家江平先生

绘就绘就。。海报承袭了原著及影片活泼海报承袭了原著及影片活泼、、清新清新

的格调的格调，，富有质朴富有质朴、、浓郁的山西乡土气息浓郁的山西乡土气息，，

凸显出解放区进步青年的形象凸显出解放区进步青年的形象。。

海报画面主体为小二黑与小芹眉目海报画面主体为小二黑与小芹眉目

传情的温馨场景传情的温馨场景。。身为民兵队长的小二身为民兵队长的小二

黑面容俊朗黑面容俊朗、、性格阳光性格阳光，，不仅手握长枪不仅手握长枪，，而而

且上衣口袋里还别着一支钢笔且上衣口袋里还别着一支钢笔，，枪杆子与枪杆子与

笔杆子两不误笔杆子两不误，，展现出用知识武装头脑展现出用知识武装头脑、、

能文能武的解放区进步青年形象能文能武的解放区进步青年形象。。妇女妇女

委员小芹温婉中面带坚毅委员小芹温婉中面带坚毅，，怀抱两双千层怀抱两双千层

底布鞋底布鞋，，准备送给心上人准备送给心上人，，贤惠大方又有贤惠大方又有

主见的新女性形象跃然纸上主见的新女性形象跃然纸上。。通过绘制通过绘制

这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江平先生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江平先生为中国现代文学中

理想的解放区进步青年形象增添了浓重理想的解放区进步青年形象增添了浓重

一笔一笔。。这对进步青年身后这对进步青年身后，，是与他们形成是与他们形成

鲜明对比的鲜明对比的““二诸葛二诸葛””和和““三仙姑三仙姑””所代表所代表

的落后形象的落后形象。。““二诸葛二诸葛””戴着掉了一只腿戴着掉了一只腿、、

用绳子系着的眼镜装腔作势用绳子系着的眼镜装腔作势，，思想迂腐思想迂腐、、

顽固不化顽固不化。。““三仙姑三仙姑””镶金戴银镶金戴银、、浓妆艳抹浓妆艳抹，，

假扮假扮““仙姑仙姑””招摇撞骗招摇撞骗。。前后对照下前后对照下，，突出突出

了解放区年轻一代纯洁善良了解放区年轻一代纯洁善良、、敢于冲破封敢于冲破封

建桎梏追求幸福的精神建桎梏追求幸福的精神。。

画面背景中有一株开满雪白花朵画面背景中有一株开满雪白花朵

的梨树的梨树，，喻示着自由婚姻战胜包办婚喻示着自由婚姻战胜包办婚

姻姻、、迎来了爱情芬芳迎来了爱情芬芳，，更喻示着新思想更喻示着新思想

将战胜旧思想将战胜旧思想、、新社会将战胜旧社会新社会将战胜旧社会。。

进步青年婚姻自主
■董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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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年来，中央电视台与陕西电

视台等单位联合摄制了关于延安的 3

部文献纪录片，包括 5 集文献纪录片

《大鲁艺》（2012 年）、2 集文献纪录片

《延安延安》（2013 年）、3 集文献纪录

片《我们，从延安走来》（2022 年），形

成了延安题材文献纪录片“三部曲”。

黄土高坡，曾经红旗漫卷；笔墨春

秋，几多燃情岁月。这3部延安题材文

献纪录片，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呈现

各有角度，侧重点不同。特别是《大鲁

艺》，生动再现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

长、发展历程，并以独到、新颖的视角，

全面、准确、深刻地阐释了延安文艺座

谈会的历史背景、主旨和精神。

文献纪录片《大鲁艺》，由《宝塔山

下》《延河春晓》《五月盛会》《植根沃土》

《风云征程》5集构成。该片采用口述历

史的表达方式，邀请100多位已是耄耋

老人的亲历者或其后人，在荧屏上深情

讲述那段峥嵘岁月，使异彩纷呈的个体

故事构成了一部鲜活的集体记忆，成为

纪录片《大鲁艺》的最大亮点。摄制组

还寻找到艾青、光未然、吴印咸等老一

辈文艺工作者生前的受访影像资料。

片中，前辈们深情讲述了自己在延安生

活和工作的经历。延安，深深地留存在

他们的青春记忆中。这是口述历史的

独特效果，使观众体会到：青春激扬的

岁月不会老去，信念长青。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是文献纪录片《大鲁艺》最重要

的内容之一，第 3 集《五月盛会》展现

出许多含义隽永的细节。艾青，时任

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片中，艾

青口述，毛泽东在会前单独约见了

他。毛泽东说：“现在文艺界有很多

问题，有些人写文章好像日本人飞机

上撒下来的，有些人写文章应该登在

国民党的《良心话》上面，你看怎么办

呢？”艾青回答：“你出来讲讲话嘛。”

毛泽东说：“我讲话有人听吗？”艾青回

答：“当然，我在听。”这里，观众很自然

就能体会到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片中，讲述了 1942年

5 月 2 日下午文艺座谈会如期开始时

的情况。毛泽东作开场白：“我们要战

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

但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

有文化的军队。这两支军队，一支是

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全

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和笑声。从这一叙

述中，观众能体会到文艺战线的重要

性。片中，毛泽东在 5 月 23 日晚做了

总结发言，也就是此后发表的《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要内容之

一。他把文艺的问题归结为“为什么

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座谈会后，文

艺家们经过学习逐渐统一了思想。

文献纪录片《大鲁艺》中，斑驳污损

的老照片、像素低的电视镜头被修复上

色，老影像资料重返青春，通过动画、音

乐、画面的配合，百位耄耋老人隐于理想

和信仰背后的情感自然洋溢，也深深感

染了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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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吴印咸吴印咸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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