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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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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与历史相伴，无论是在清末民初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还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
，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年代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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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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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全面推进中国电
影的研究工作，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此，在庆祝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喜庆日子里，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编纂了《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
，并授权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该套丛书的首批图书。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首批图书，选择约20余位电影家为对象，包括从事编剧、导演、表演、摄影
、事业管理等工作的电影家。
通过对于他们流金岁月的回顾、生活历程的展示，描述他们的人生阅历，记录他们为中国电影发展所
做出的卓越贡献。
同时，也可以对一些重要的电影历史进行过滤和补正，增加电影研究史料的积累，达到以史鉴今之功
效。
首批图书以每人一部著作的形式，总计出版约20余本。
作者将在对传主深入采访以及搜集补充相关的历史材料的基础上，以纪实文学的笔法，对传主的演艺
生涯、政治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进行往事的梳理和不脱离事实范围的文学描写。
因此，全书既有一定的学术性，又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既有个人传记的纵向特点，又不完全拘泥于
琐碎细节，而注意展示所述重要作品、重大事件横切面的宽阔历史背景；既严格尊重历史事实，又大
胆进行具有一定想象力的文字发挥。
首批图书中的各本著作，本着形式多样的原则，根据传主的情况和意愿，在口述实录、自传和普通传
记等多种传记形式中，确定不同的体例。
在酝酿首批图书的传主人选时，优先考虑从未出过传记者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突出反映电影艺术
创作中主要部门的著名电影家的成就，更是整套丛书的出发点、着眼点。
由于传主各自的情况不同，相对应著作的文字与图片数量也将有所不同。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是一项长期选题，也是一项民族电影学术工程，今后在
适当的时机，还将陆续出版丛书的其他电影家传记图书。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编委会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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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从青弋江畔来（钱筱璋传）》中的钱筱璋，中国电影事业家、新闻纪录电影编导。
生于安徽芜湖。
曾在家乡当学徒。
1933年入明星影片公司学习洗印、剪辑技术。
在其兄阿英的影响下，积极投身抗日运动。
1935年后先后剪辑《船家女》、《清明时节》、《生死同心》、《十字街头》、《马路天路》等多部
影片。
1937年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为纪录片《抗战特辑》第2～5集、《电影新闻》第42～45号、《武汉空战
大捷》、《中国空军长征日本》等作剪辑工作。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9月去香港参加大地影业公司，担任《孤岛天堂》、《白云故乡》和纪录片《保卫大四邑》等剪
辑工作。
1941年去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2年参加延安电影团，编辑了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又名《南泥湾》）。
1945年参予接管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及筹建东北电影制片厂。
担任新闻片组组长，编导纪录片《民主东北》和《东北三年解放战争》。
后者获1950年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纪录片荣誉奖。
1949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编导了《百万雄师下江南》、《打击侵略者》等纪录片，前者
获1957年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和捷克斯洛伐克1950年第5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荣誉奖。
1953年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
1975年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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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前言一、苦难的童年生不逢时忧患童年二、跨进电影圈到上海去进电影厂学徒生活学习剪接三、
剪接师独立担纲明星二厂《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四、投身抗战抗战爆发结伴远行武汉，武汉加入
中国共产党在“中制”的日子五、山城重庆周副主席向往延安白色恐怖撤离重庆六、延安电影团加入
延安电影团《南泥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七、两千里征途迎接胜利告别延安进入张家口折向西满抚
顺会师八、奠基人民电影事业向长春进发接管伪“满映”艰巨的搬迁工作奠基鹤岗电影艺术与电影事
业两个方面的才华九、开拓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事业转战北平在北平电影制片厂为了新中国的新闻纪
录电影事业十、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中央新影成立最初的三年挂帅十年“文革”岁月十一、为
中国新闻纪录电影事业鞠躬尽瘁重返岗位《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承前启后鞠躬尽瘁钱筱璋简
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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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跨进电影圈到上海去1932年9月，芜湖城里的人家刚刚吃过中秋节的月饼，钱德麟就向母亲提出要
离开家去上海讨生活。
当时芜湖人把外出求发展称为“讨生活”。
“去上海？
亏你想得出来！
上海那么大，你去了怎么活呀？
”母亲实在想不明白德麟在米行好好的，怎么又要去什么上海。
虽然她从未离开过芜湖土地，更不用说去上海，可她听说过那是个连喝口水都要钱的地方，而且，自
从丈夫去世后，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们在身边平平安安长大，过上一份安生日子。
可如今德麟居然要离开家去上海，这让她无法接受。
“娘，我在米行能有什么出息？
总不能让我当一辈子伙计吧？
！
我要去上海，我讨厌这个地方，我要去上海！
”年轻的钱德麟激动地说这话时，并没有考虑到母亲的感受，但是，哪一个年轻人在这种时候又能顾
及到母亲的心情呢？
！
德麟心里想的只有一个字：走。
母亲见他去意已决，知道阻拦是没有用的，便给他打了一个包袱，带上两件干净衣服，还在他贴身的
衣服里缝上了几块银圆，嘱咐他路上处处小心，到了上海一定要直接去找堂兄。
钱德麟在上海的这位堂兄叫钱德富，也叫钱杏邮，是大伯父家的长子，比德麟大了整整十八岁。
德麟出生的时候，他早已离开芜湖家乡，到上海求学、工作了。
德麟虽然从未见过这位大哥，却从父辈的口中知道这位大哥在上海十分了得，是很有影响的文化人。
但是，当时钱德麟并不知道大哥就是中国文坛赫赫有名的作家阿英。
钱德麟到达上海时，正是这座城市刚刚苏醒的时刻。
一下船，他就被车水马龙的街道和比肩接踵的人潮所震慑，独自背着行囊，被挤得东倒西歪站不住脚
，上海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人多、车多，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各种肤色的外国人。
他顾不上欣赏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怯生生地询问前往英租界的路线，可是上海人各个都急匆匆的，
好像都赶着去抢钱似的，十个有九个顾不上搭理他这个土头土脑的乡下人，好不容易遇上一个肯给他
指路的，又给他指的是一条搭电车的路。
搭电车是要花钱的，钱德麟捏捏怀中的几块银圆，他可舍不得花它们，那是娘给他应急用的。
他背着包袱一条马路接着一条马路地走，一个个关卡地过，从十六铺码头到英租界，足足走了一整天
，直到夜幕降临，他才找到了大哥阿英的家。
大哥阿英这时已成家立业，几个孩子还小，一家人租住在小沙渡路一个石库门房子里。
由于事先并不知道钱德麟的到来，阿英一见这个小堂弟很有些意外。
可是家乡来人还是让阿英分外高兴，他先安顿钱德麟在他那不算宽敞的家里住下，接着就询问他到上
海来的打算。
钱德麟虽然是第一次见这位大哥，可他觉得大哥十分亲切，如同长辈一般，便把自己在米行学徒如何
的困苦、如何的没有前途的想法和盘托出。
“德麟，你是个很有抱负的青年，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但是，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要有扎实的文化基础，我看你还是先住下，我给你找一个学校补习补习
英文，在上海找工作英文多少是要懂一些的。
至于工作，等有合适的，我一定会给你留意。
”比德麟年长十八岁的大哥阿英，从年龄来说完全称得上是德麟的长辈，他像长辈一样关爱着德麟。
年仅十四岁的钱德麟在大哥阿英家中，如同家里的大孩子，全家大小都拿他当自家人，堂嫂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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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的，总让他多吃些，几个侄子侄女成天缠着他讲故事，还争着抢着教他讲上海话，德麟在这里过
得十分开心也十分安心。
大哥果然为他找了一家夜校补习英文。
德麟第一次接触ABC，这些在上海的街道上常见的字样，他终于开始弄懂了它们的含义。
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让他兴趣盎然。
大哥阿英喜好藏书，在文化圈是出了名的。
刚开始，德麟见到大哥家的藏书如此丰富，不知从何下手。
阿英就亲自给他制订了读书计划，从安徒生、格林、王尔德的童话，到苏联和西方现实主义的文学作
品，培养了德麟的文学兴趣和修养。
每天，德麟除了上夜校就是在家读书。
这时他已知道大哥就是著名作家阿英，对大哥更加崇拜。
在大哥带回的书刊里，常常有抗日的言论，对思想刚刚开始启蒙的德麟来说，一切是那么的陌生，一
切又是那么的震撼。
在书海中，他渐渐地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他那年轻的心中萌发了一个新的梦想，他希望自己能像大哥一样进行文学创作。
然而，读书的生活并不平静，这时的上海，经历了“一·二八”的战火，硝烟还未散尽，依然笼罩在
日寇侵略的阴影之下。
走在英租界边缘地带，就可见公共租界里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中国人无论大人还是孩子，见到日本兵
都要脱帽敬礼。
血气方刚的钱德麟每次见到这样的情景总是义愤填膺。
在家中，钱德麟感到忙碌的大哥正在做着什么秘密的事情。
有时，夜里有“客人”来访，大哥就让他到大门外去“望风”。
一次，大哥郑重其事地交给他一封信，让他送到金焰家中。
钱德麟不知道信的内容是什么，但他知道著名的电影明星金焰是演进步电影的进步人士。
他从大哥和金焰的表情中感觉到他们在做着的事与“进步”有关。
一天，大哥阿英回到家，吩咐几个孩子吃完饭，穿戴整齐跟他去看电影《狂流》的试片，德麟自然也
一同去。
在芜湖长大的他记忆中没有多少看电影的印象，到上海后这也还是第一次，所以特别兴奋。
钱德麟一吃完饭就在厅堂等着。
大哥家的长女钱璎见他这么早就穿戴整齐，笑着对他说：“小叔叔，你这么急做什么？
看试片都要等到电影院散场以后呢。
”原来，电影公司为了影片上映后得到市场的认可，多半在影片完成后特别邀请一些记者、影评人、
文艺作家和其他社会上有声望的人先看一次，表面上看是请他们批评指教，实际上是做影片的推广宣
传。
而此类放映当然要在电影院里进行，当时明星公司就独自拥有一个庞大的放映网络，有许多电影院。
只是试片一般都是在晚上电影散场以后才放映。
钱璎他们经常跟着父亲去看影片的试片，早就了解这一切。
终于等到电影院散场，都快十点钟了，钱德麟才随着大家进到影院里。
整齐的座位、洁白的银幕，还有熙熙攘攘的人们，电影院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新奇，也让他大开眼界
。
阿英把孩子们安排在后面的座位上，自己就到前排与一位中年男子说着什么。
钱璎告诉钱德麟，那个人就是明星影片公司的老板周剑云，他身边的是导演程步高、大明星龚稼农，
还有那个雍容华贵的漂亮女明星就是从天一公司转过来的大明星胡蝶。
胡蝶？
是在街头海报和书刊上经常看到的大明星胡蝶？
！
钱德麟瞪大了双眼。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他从青弋江畔来>>

冬天的上海寒冷异常，胡蝶在合身的旗袍外裹着一件裘皮大衣，为拍摄《盐潮》，刚从浙江澉浦体验
生活回来的她显得比平日多了几分健硕。
银幕上的女主角、影院观众席中活生生的演员本人，让德麟感到从未有过的激动。
影院的灯光渐暗，放映机沙沙地转动起来。
影片开始了，钱德麟紧紧地盯着银幕。
《狂流》是由丁一之编剧、程步高导演的新戏，它是根据“九·一八”以后长江流域波及十六省的大
面积水灾为背景，讲述了抢险救灾中贫苦农民与地主乡绅之间矛盾和斗争的故事。
胡蝶在片中扮演乡绅傅柏仁的女儿秀娟，编剧丁一之就是当时在文坛已颇具盛名的夏衍。
令钱德麟十分震惊的是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了中国社会阶级的存在和对阶级斗争的表现。
试映这一天，钱德麟在影院里寻找着夏衍的身影，但他始终没有看到。
对于夏衍的翻译作品、小说还有一些影评他是熟悉的，但他并不知道夏衍也是明星公司的人。
不仅钱德麟不知道，大多数观众都不知道丁一之就是夏衍，因为他是以化名进入明星公司担任编剧顾
问的。
这其中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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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知道钱筱璋这个名字是在二十多年前了。
当时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当编导，在阅览室看到了一本泛黄的小册子《
我们的足迹》。
在书的扉页上写着：“这本书的出版是为了纪念人民的新闻纪录电影事业创立二十五周年和中央新闻
纪录电影制片厂建厂十周年。
”书的出版年份是1963年，正是我出生的那一年，这让我对它产生了别样的情怀。
翻开书，有一段“写在前面”的话，署名是钱筱璋。
这就是我第一次“认识”钱筱璋。
多年以后，当我制作《中国共产党与早期中国电影》时，他已离开人世。
但从采访对象口中我频繁地听到这个名字，而在电影史料中更是见到许多记载。
于是我知道他是《马路天使》的剪辑、延安电影团的老革命，是新影厂的老厂长、国家电影局的副局
长。
2004年春天，中国电影家协会为纪念即将到来的中国电影100周年，计划出版中国电影家传记系列丛书
，以表达对中国电影事业做出贡献的电影家们的纪念和敬意。
钱筱璋当然位列其中。
由于此前我在原国家电影局局长、中共电影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组长陈播和电影史学家程季华老师的指
导下，完成了纪录片《中国共产党与早期中国电影》，对中国电影史有所了解，尤其是针对早期中国
电影史，采访过一些专家并研读过一些作品，所以对钱筱璋早年的电影活动已知一二。
同时，我是钱筱璋曾任厂长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编导，虽然我进厂时，他已离休，但对钱筱
璋其人并不陌生。
丛书的主编程季华老师选中我来写钱筱璋，作为晚生后辈，我很为能承担这项工作而感到荣幸，这是
师长们对我的提携和厚爱，但同时又觉得责任重大。
在我采访、查阅资料和写作期间，钱筱璋夫人张建珍老师为我提供了有关钱筱璋的全部资料和需要采
访的人员名单及联络方式，尤为珍贵的是，她还完整地保留了钱筱璋所写的日记，她把日记的原件也
都交给了我。
张老师知道我日常工作较忙，为了节省我的时间，特意让子女将日记等资料做了电子版，让我使用起
来十分方便。
同时，她还专门抽时间接受我的采访，为我描绘了钱筱璋形象生动的一生。
究竟应该怎样定位钱筱璋的人生呢？
他在电影艺术上应该说是有才华的，但为了革命事业，他服从需要长期从事管理工作。
他究竟是电影艺术家，还是电影事业家？
或者二者兼备？
带着问题我请教了丛书主编程季华老师。
他给我讲了一些与钱筱璋同时代人的经历，有从事艺术工作的，有从事其他行业工作的，但他们的共
同特点是为理想而奋斗的人生。
我恍然大悟，钱筱璋的人生不正是这样吗？
成名成家不是他的理想，生活富裕更不是他的追求，他唯一的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而他的人生正
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的一生。
钱筱璋的形象逐渐清晰而立体，他在我心目中也开始生动而高大起来。
于是，我开始了写作。
然而，正当写作进展顺利的时候，我接到任务，要在2005年12月完成一部纪录电影，向中国电影100周
年献礼。
影片的内容是讲述中国电影的百年历史。
为此，我只好暂时放下钱筱璋传的工作，开始了电影《百年光影》的创作。
张老师得知我的状况，安慰我不要急，先把《百年光影》完成了再考虑写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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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完成了《百年光影》后，我又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制作了《红旗飘飘——长征文学风采
录》等影片。
本职工作接二连三，似乎总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可以用来继续写钱筱璋传，写作时断时续。
好在张老师母女时常关心我，让我不要焦急。
为此，我心存感激；又好在我的同事、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的廖晓鸥在我心急如焚的时候，续写了
初稿的后半部分，如今文稿中从第四部分开始至尾的初稿是由她完成的。
2007年，我根据张老师和责任编辑曹茜的意见，针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完成了二稿。
此时张老师健康状况不佳，但她仍然坚持看完二稿，并提出70条修改的意见和建议，并建议改书名为
《他从青弋江畔来——钱筱璋传》。
当我拿到她老人家的意见时，既为她的认真态度而感动，又为自己没有很好地完成写作而惭愧。
于是，加快进度，再次修改。
书稿完成了，我特别要感谢张建珍老师，感谢钱筱璋的女儿张岱、儿子张晓林。
感谢责编曹茜为我做的方方面面的协调工作和对写作风格的指导。
感谢廖晓鸥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了友谊之手。
还要感谢我的同事徐晓璐、李艳、郝佳、杨龙，在我写作此书的四年时间里，他们为书稿做了许多不
可或缺的事务性工作。
此外，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先生张良彬在我写作过程中给予的鼓励和支持。
正是有了你们的帮助、支持和鼓励，才使我得以完成这项工作。
王一岩2008年6月22日于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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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
？
？
本书为“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之一。
全书通过对于钱筱璋流金岁月的回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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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以纪实文学的笔法，对钱筱璋的演艺生涯、政治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进行往事的梳理和不脱
离事实范围的文学描写。
全书既有一定的学术性，又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既有个人传记的纵向特点，又不完全拘泥于琐碎细
节，而注意展示所述重要作品、重大事件横切面的宽阔历史背景；既严格尊重历史事实，又大胆进行
具有一定想象力的文字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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