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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电影事业家。
曾用名徐诚炜。
生于浙江鄞县。
高中毕业后当店员。
　　1937年去延安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到武汉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抗敌演剧宣传队九队任队长。
1949年起从影，历任长江电影制片厂厂长，海燕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等职。
在负责各制片厂领导工作期间，任制片人的影片有《林则徐》、《老兵新传》、《李双双》、《枯木
逢春》、《红楼梦》、《白求恩大夫》、《从奴隶到将军》、《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喜
盈门》、《牧马人》、《小街》、《城南旧事》、《高山下的花环》等200多部。
　　200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走过了艰苦卓绝而又辉煌灿烂的路程，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电影艺术
家。
他们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克服各种困难，拍摄了众多的享誉世界的经典之作，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业
绩。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以20余位电影家为对象，追寻他们的艺术足迹，描绘他们的多彩人生，展现
他们的宽阔胸怀⋯⋯本书是系列之一，为徐桑楚的口述自传，通过对于他流金岁月的回顾、生活历程
的展示，描述他的人生阅历，记录他为中国电影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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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前言序第一章  家在浙东鄞江桥鄞江溪北的徐家辛劳持家的母亲我的兄弟姐妹们第二章  迈出人生
第一步辗转求学上海滩难忘“澄衷”岁月加入反帝爱国洪流告别学生生涯“八·一三”抗战抉择第三
章  从武汉到延安奔赴武汉参加救亡一路风尘投奔延安我的母校陕北公学聆听革命家的教诲告别革命
圣地第四章加入抗敌演剧队抗敌演剧队的诞生演剧队的初期活动星夜二进长沙大火后的抢险赈灾第五
章  桂林行营歌与血初识广西八桂城九队成长的摇篮九队的两次危机三十六计走为上徒步劳军八百里
第六章  辗转历险四战区陈诚面谕赴桂南历险劫后宾阳县昆仑关下的裂变战后重建访南宁低谷辗转粤
湘桂第七章  南粤挺进黔桂线跋涉南粤十一县迎接队庆三周年戏剧演出的高潮黔桂铁路兄弟情第八章  
滇桂道上出国门受命配属远征军边塞小城楚雄关洱海边的争论转战国门之外“惨胜”阴霾满春城第九
章  黎明前的较量广州苦斗黄珍吾香江泪别演剧队重返故乡回上海复兴岛上迎解放第十章  艰难中的起
步长江电影制片厂电影界公私合营从挫折中崛起第十一章  探索自己的道路生产管理正规化创作题材
多样化第十二章  曲折中的高潮反右运动的冲击大跃进中的苦撑疾风浊浪反右倾阴雨连绵结硕果第十
三章  阴晴不定又一春新侨会议话调整跟总理的四次会面无常的政治气候电影创作新气象山雨欲来风
满楼第十四章  沉沦后的新生“文革”幽暗的深渊噩梦醒来是清晨另打锣鼓重开张第十五章  攀上又一
座高峰筹拍国庆献礼片千方百计保生产春暖花开迎盛世《庐山恋》的故事第十六章  追求完美的艺术
三代导演同竞技名著改编的背后《牧马人》的风波站好最后一班岗第十七章  家庭和晚年生活筹拍《
三国演义》两次美满的婚姻走出国门看世界演员剧团和电视剧部附录：徐桑楚年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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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现在想想，我对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除了能让我自食其力而外，更重要的是我有
大量的时间可以名正言顺地看些书了。
一介书生，进了一家书局还能做什么?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趁着工作上的便利，阅读了大量的中外
文学名著，当然也有不少的进步书刊，甚至一些秘密的马列读本。
回忆起来，那大概是我书看得最多、最集中的一段岁月。
    在这些书刊当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俄国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
说来也巧，我刚工作不久，光明书局就准备出版这部小说第二部的中译本，分配由我来担任校对工作
，这使我非常仔细，一字不漏地把这部鸿篇巨制通读了几遍。
小说很长，以中农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一家的遭遇为轴心，对生活在顿河边上的哥萨克人20世纪初期
的生活历史变故作了全景式的描写。
书中那缜密的结构，丰富的生活场景，复杂的矛盾冲突，以及对男主人公葛利高里生动深刻的性格刻
画，都给予了我巨大的审美震撼，使我首次感受到俄罗斯文学艺术的博大和深邃。
    另一本让我无法忘记的名著是法国作家巴比塞的《斯大林传》。
这部书被人们称为“从一个人看见一个世界”，对斯大林的个人成长，以及苏共高层的许多内幕都做
了相当深入精辟的描写。
我也就是通过这本书，最早了解到苏维埃、列宁、共产主义这些以后与之相伴终生的革命词汇的。
此外，我还阅读了许多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
过去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的英文课文中曾选录了他的《威尼斯商人》，这是我接触的第一部莎剧。
记得我们国文课老师在教授这篇课文时，还把班上的同学，按照角色分成几组，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
朗读剧中的对白，让我们感到十分有趣。
到光明书局后，我又陆续看了包括其他书局出版的《哈姆雷特》、《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
、《李尔王》、《麦克白斯》等莎士比亚代表作品。
沙翁剧作给我的印象首先是激情充沛，有一种高山大川般的辽阔和雄浑。
那些涌动于人物内心的巨大的人格冲突，那些有着排山倒海般磅礴气势的台词，以及那些沉郁悲怆的
人物命运，冲撞着我的心扉，涤荡着我的心灵，使我长久迷失在人物、情节、性格、冲突等等戏剧元
素交织成的，幽深而广袤的艺术丛林当中⋯⋯    中国作家当中我最熟悉的是鲁迅、茅盾、巴金、曹禺
等人的小说和戏剧。
这些内容风格各异的作品对我文学艺术修养的提高也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记得有一本书叫做《海上述林》，当时好像刚刚出版不久。
这是一本瞿秋白的译文集，里面辑录了他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拉法格、高尔
基等革命导师、理论家和作家的文章。
这大概是我最早看到的革命理论书籍。
但当时我并不清楚这本书的背景，许多年以后才逐渐了解到，原来它是鲁迅先生在1935年瞿秋白牺牲
以后，忍受着悲愤和病痛的折磨，在虹口山阴路自己的寓所里搜集整理编纂而成的一本瞿秋白遗作文
集，最早于1936年春、秋两季分上下卷先后出版。
编辑这本书时，鲁迅正受到国民党和租界当局的迫害，因此这本书出版时署名用的是“诸夏怀霜社校
印”。
遗憾的是，当这本书最终得以出版问世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经辞世快一年了。
    说到这里，便不由得想起来我去参加鲁迅先生出殡大典这件事。
1935年10月鲁迅先生因病去世，这在当时那些热爱鲁迅，迷恋他的作品，又不满现实，向往光明的爱
国青年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鲁迅先生遗体出殡这一天，我也赶去加入了由群众自发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有几十万人之众的送葬队
伍。
这天天气阴沉，路边法国梧桐的树叶已经开始在寒意初现的秋风中零星飘落。
人们神色凝重，在道路的两旁久久翘首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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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文学社团和青年团体打出的大幅标语，字里行间既是为了追悼逝者鲁迅，又隐含对国民党当局的
示威和反抗。
    一路上，人流缓缓前行，秩序井然。
马路两边人行道上站满了巡捕和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我跟随着送葬的队伍，步履
沉重地从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一直走到安葬鲁迅的虹桥公墓，路途很远，很长，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步
行不辍，并且人流在不断地汇集，队伍在不断地壮大。
    大约到中午时分，各路队伍陆续到达公墓。
这里早已人头攒动，人们从四面聚集到一起，参加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在这里组织的安葬仪式。
这个仪式简朴而隆重，由几位社会名流对各界群众发表了演讲。
我记得仪式是由宋庆龄女士主持的，最先讲话的是著名人士章乃器先生。
他的演讲极具煽动性和感召力。
他呼吁人们团结起来，学习鲁迅的斗争精神，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和入侵，并率领大家振
臂高呼“抗战必胜”的口号。
仪式结束前，受人崇敬和爱戴的宋庆龄女士也发表了演讲，她的讲话，语气沉着、平静，更具有女革
命家不动声色的气质。
她一上来就向大家提问，我们应当学习怎样的鲁迅精神?有人回答说鲁迅精神就体现在他自己写的“横
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上面，但她又进一步追问，鲁迅的“千夫”具体所指对象是
什么，而“孺子”又是指的什么人?她要求青年首先懂得鲁迅先生的爱憎，从而理解先生一生所追求的
伟大抱负。
她那上海口音浓郁的演讲，语言平实而朴素，内容却锐利而透彻，就像一把灼热的烙铁，把鲁迅精神
的要义，深刻而清晰地烙进了我的脑海，在我心灵中萦绕回荡，法格、高尔基等革命导师、理论家和
作家的文章。
这大概是我最早看到的革命理论书籍。
但当时我并不清楚这本书的背景，许多年以后才逐渐了解到，原来它是鲁迅先生在1935年瞿秋白牺牲
以后，忍受着悲愤和病痛的折磨，在虹口山阴路自己的寓所里搜集整理编纂而成的一本瞿秋白遗作文
集，最早于1936年春、秋两季分上下卷先后出版。
编辑这本书时，鲁迅正受到国民党和租界当局的迫害，因此这本书出版时署名用的是“诸夏怀霜社校
印”。
遗憾的是，当这本书最终得以出版问世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经辞世快一年了。
    说到这里，便不由得想起来我去参加鲁迅先生出殡大典这件事。
1935年10月鲁迅先生因病去世，这在当时那些热爱鲁迅，迷恋他的作品，又不满现实，向往光明的爱
国青年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鲁迅先生遗体出殡这一天，我也赶去加入了由群众自发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有几十万人之众的送葬队
伍。
这天天气阴沉，路边法国梧桐的树叶已经开始在寒意初现的秋风中零星飘落。
人们神色凝重，在道路的两旁久久翘首等待。
一些文学社团和青年团体打出的大幅标语，字里行间既是为了追悼逝者鲁迅，又隐含对国民党当局的
示威和反抗。
    一路上，人流缓缓前行，秩序井然。
马路两边人行道上站满了巡捕和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我跟随着送葬的队伍，步履
沉重地从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一直走到安葬鲁迅的虹桥公墓，路途很远，很长，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步
行不辍，并且人流在不断地汇集，队伍在不断地壮大。
    大约到中午时分，各路队伍陆续到达公墓。
这里早已人头攒动，人们从四面聚集到一起，参加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在这里组织的安葬仪式。
这个仪式简朴而隆重，由几位社会名流对各界群众发表了演讲。
我记得仪式是由宋庆龄女士主持的，最先讲话的是著名人士章乃器先生。
他的演讲极具煽动性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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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呼吁人们团结起来，学习鲁迅的斗争精神，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和入侵，并率领大家振
臂高呼“抗战必胜”的口号。
仪式结束前，受人崇敬和爱戴的宋庆龄女士也发表了演讲，她的讲话，语气沉着、平静，更具有女革
命家不动声色的气质。
她一上来就向大家提问，我们应当学习怎样的鲁迅精神?有人回答说鲁迅精神就体现在他自己写的“横
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上面，但她又进一步追问，鲁迅的“千夫”具体所指对象是
什么，而“孺子”又是指的什么人?她要求青年首先懂得鲁迅先生的爱憎，从而理解先生一生所追求的
伟大抱负。
她那上海口音浓郁的演讲，语言平实而朴素，内容却锐利而透彻，就像一把灼热的烙铁，把鲁迅精神
的要义，深刻而清晰地烙进了我的脑海，在我心灵中萦绕回荡，挥之不去。
    P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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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走过了艰苦卓绝而又辉煌灿烂的路程，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电影艺术
家。
他们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克服各种困难，拍摄了众多的享誉世界的经典之作，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业
绩。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以20余位电影家为对象，追寻他们的艺术足迹，描绘他们的多彩人生，展现
他们的宽阔胸怀⋯⋯本书是系列之一，为徐桑楚的口述自传，通过对于他流金岁月的回顾、生活历程
的展示，描述他的人生阅历，记录他为中国电影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踏遍青山人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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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