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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电影第一个百年（1905-2005）发展史上，中国有两个省份出电影名人最多，一个是广东，一个
是浙江，广东以潮州的电影名人居多，而浙江则以宁波为首。
仅在《中国电影家大辞典》中所收录的浙江籍电影家有300多位，而其中宁波籍电影家就占了120多位
。
张石川、邵氏兄弟、应云卫、袁牧之、林杉、桑弧、徐桑楚、干学伟、沈寂、张鑫炎、张子恩、陈逸
飞、张翼、舒适、韩非、白穆、乔奇、王丹凤、陈思思、王志文、洪金宝、周星驰、郑崇兰、余省三
、周诗穆、董克毅、林圣清等，真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灿烂。
在这120多位宁波籍电影家中，林杉是杰出的代表之一。
其实，不只在宁波籍电影家中，即使在中国电影史上，林杉也是可圈可点的重量级人物。
林杉（1914-1992），原名李文德，宁波市江北区庄桥李家村（原属宁波市慈溪县）人。
“林杉”是他的笔名，1932年，林杉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囚徒号码为“8403”，后来他就将
“8403”后三位数字的谐音作为化名“施凌散”，又把“施凌散”改为“施林杉”，最后只取“林杉
”作笔名，久而久之，“林杉”就取代了他的真名李文德。
我国老电影艺术家、原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于敏先生曾高度评价林杉，说他是“三好干部”：
好人、好艺术家、好共产党员。
“面临艰险而无畏，历经坎坷而不挠，一生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世界风云变幻而理想愈坚定，这是
真正共产党人的品格。
眼光向下，胸怀群众，共忧戚，同欢乐，为师为友，为之讴歌，为之泣血，为之匠心独运，孜孜不息
，生也有涯，创作无限，脉搏虽停而笔迹犹新，这是真正文艺家的品格。
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俭以自奉，厚以施众，宁朴拙而不炫巧，恒自惕励而无
逸纵，这是真正现代人的品格”。
可以说，于敏先生比较全面地概括和总结了林杉一生为人、为艺术、为官之道和人格品质。
的确，林杉的一生就是在这“好人、好艺术家、好共产党员”的三者之间徜徉游走，九死一生而不悔
。
他用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坚定的革命意志，忠贞的信念，写就了他完美而悲怆的人生。
与20世纪30年代走出来的大多数艺术家相比，林杉有些与众不同，别人一般经历的都是从艺术家到革
命战士的人生轨迹，而他却是经历了从战士到艺术家，从艺术家再到战士，最后合二为一的人生历程
。
20世纪30年代初，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他16岁参加革命，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就成为一个每
月拿6元钱津贴的职业革命家——中共上海某地下交通站的常驻地下工作者，不久又成了国民党监狱
的一名“红色囚徒”。
当抗日烽火燃起的时候，他奔赴山西抗日前线，以文艺为武器，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成为一名革命
文艺家。
他曾率领着吕梁剧社、晋绥青年干部学校文化工作队和晋西抗战学院文化队两个文化队、大众剧社、
七月剧社二队等革命文艺团体，浴血奋战在烽火吕梁山区，转战于晋绥大地，为抗日救亡，奉献了他
最美好的青春和智慧。
在抗日斗争的前线，他亲手把一批又一批“红小鬼”培养成有文化、懂艺术、能战斗的革命文艺战士
，为晋绥边区培养和扶植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文艺干部，其中不少后来成为了知名艺术家与文学家，
如作家西戎、胡正，作曲家彦克等。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又“半路出家”，改弦易辙，放弃了自己热爱的戏剧事业，投身于新中国人民电
影的建设，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剧作家。
他创作的《上甘岭》、《党的女儿》、《冬梅》、《两家人》等优秀影片，曾影响了几代中国观众。
“文化大革命”中，他备受身心摧残，但他九死一生而不悔。
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又以创造性的思维、前卫的思想意识，参与主持中国影协全面工作，领导《大众
电影》杂志走向了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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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编剧、艺委会秘书长，到长春电影制片厂艺术副厂长，再到中国影协书记处
书记兼《大众电影》主编，在电影事业的岗位上辛勤工作了40多年。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为创作电影剧本《凤凰涅粲》奋笔耕耘。
可以说，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党的文艺事业。
他无愧于“好艺术家、好共产党员”的称赞。
人常说“戏如其人”，用来形容林杉是最恰当不过了。
他为人真诚友善，平和谦逊，勤奋正直，光明磊落，胸怀博大。
他是一个资深的老革命、成就卓著的大艺术家，但他却从不居功恃傲。
他一生无所争，只为党和人民勤奋工作，努力奉献。
他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为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他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为培养和扶植青年人不
遗余力。
他更无愧于一个“好人”称赞。
1992年2月，林杉因突发心脏病在北京家中逝世。
他用自己的革命实践谱写了革命的人生，他对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以及献身真
理的革命精神，献身艺术的创造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林杉不仅是宁波人的骄傲，更是中国电影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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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电影第一个百年（1905—2005）发展史上，中国有两个省份出电影名人最多，一个是广东
，一个是浙江，广东以潮州的电影名人居多，而浙江则以宁波为首。
仅在《中国电影家大辞典》中所收录的浙江籍电影家有300多位，而其中宁波籍电影家就占了120多位
。
张石川、邵氏兄弟、应云卫、袁牧之、林杉、桑弧、徐桑楚、干学伟、沈寂、张鑫炎、张子恩、陈逸
飞、张翼、舒适、韩非、白穆、乔奇、王丹凤、陈思思、王志文、洪金宝、周星驰、郑崇兰、余省三
、周诗穆、董克毅、林圣清等，真可谓人才济济、群星　　灿烂。
在这120多位宁波籍电影家中，林杉是杰出的代表之一。
其实，不只在宁波籍电影家中，即使在中国电影史上，林杉也是可圈可点的重量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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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914年10月30曰（农历），林杉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庄桥镇李家村（原属宁波
市慈溪县）的一个贫农家庭里，取名李文德。
林杉的祖父是个佃农，靠长年租种地主的土地养活一家老小。
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自己一辈子吃苦受累他认了，可他却不甘心自己的儿子和自己一样，一辈子都
跟泥土打交道。
所以，虽然贫穷，祖父还是咬着牙决心供儿子读书。
于是，他把儿子李锦云送进了私塾。
可是，只读了二三年，他就再没有能力供下去了，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放弃学业，给人家当了放牛
娃。
这个放牛娃就是林杉的父亲。
放牛娃成年后，子承父业，继续靠种地为生。
待林杉出生时，家里仍然很穷，生活十分拮据，要靠林杉的母亲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计算着过日子。
姚江、奉化江、甬江三江汇流的宁波，是中国最早开放的贸易口岸之一。
开放带来的商业文明，使宁波人拥有了一种闯荡天下的勃勃雄心。
“大海泱泱，忘记爹娘”，这首宁波民谣正唱出了早期宁波人为谋生求发展而外出“跑码头”的艰难
历程。
上海则是宁波人的首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方大都市上海迅速崛起，并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全国
的经济、文化中心。
而以农耕为主导的宁波，地处边缘的东南海隅，背靠内陆，面向大海，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生存环
境比较恶劣。
为了基本的生存，也是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于是，大批的宁波人开始涌向大上海，他们以上海为集
散点，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不同途径生存着，打拼着。
可以说，宁波帮几乎没有几个不是首先在上海发达起来的。
林杉的父亲也汇入到这宁波人涌向上海的洪流之中了。
他随着成千上万的宁波人走出三江口，离开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乡土，来到了大上海。
在一个上海亲戚的关照下，这个放牛娃出身的宁波农民竟也学会了几句英语，后来还居然考进了当年
上海南京路上一个新建的永安公司，当上了公司的一个小职员，这给李家带来了希望，全家的生活开
始有了转机。
1917年，林杉与小脚的妈妈、年迈的祖母，离开了他还没来得及形成一个完整印象的故乡李家村，随
父亲来到了上海。
这一年，他只有3岁。
3岁的孩子，故乡留给他的记忆自然不多，仅存的也只是一些零散的碎片，模糊的画面罢了。
“每当我回忆童年，常常在我的脑际闪现一幅朦胧的画面：在我家乡的一条小河边，母亲淘米、洗衣
服，二三岁的我，坐在她身边管自玩耍。
一列火车在不远处风驰电掣般地驰过，一股股白色的浓烟向母亲和我袭来⋯⋯这是幻觉，还是记忆？
”一直以来，林杉都以为这仅存的故乡印象只是自己一个儿时的幻觉。
57年过去后，林杉携妻子曹汝仪，相约在部队工作的二弟，一起回到了阔别半个多世纪、日夜思念的
宁波老家李家村。
这时一直萦绕在他脑际的那个儿时模糊的幻觉，一下子清晰起来。
他找到了他出生的那间老屋，倾听着亲切的宁波乡音，驻足老屋门口，放眼望去的时候，忽然，他发
现了记忆中的那条小河，不由得喜出望外，他似乎又看到了小河边附近的那条铁路，当年那喷着浓烟
、风驰电掣般驰过的火车，仿佛就出现在他眼前。
“原来长期在我脑际闪现的那幅画面，并非幻觉，而是我最早的记忆！
”2004年10月23日，笔者受林杉夫人曹汝仪老师的嘱托，前往庄桥镇李家村，去寻访林杉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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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老师告诉我，林杉二弟曾来过一封信，信里指出林杉出生的老屋在李家祠堂附近，嘱咐我找到后拍
些照片给她留作纪念。
我来到李家村，正好遇到一位名叫张沛林的村民，老人家已有70多岁了。
在他的热情带领下，首先找到了李家祠堂的位置，但是，祠堂早已在“文化大革命”时拆除了，现在
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名为“采香斋食品实业公司”的企业所在地，张沛林老先生说他曾在这个食品公司
工作近29年。
至于林杉出生的老屋更是千寻万觅不见踪迹，因为李家祠堂周围已建成一幢幢居民住宅楼，老房子早
拆得干干净净了。
唯有林杉儿时记忆中的那条小河仍在，潺潺的流水，悠然自得地流淌着，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而那条铁路已不复存在了，早已变成了“宁慈公路”。
张沛林老先生指着前面河边的一条公路说，当年小河边是有一条铁路的，听说这是一条中英合建的铁
路，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人侵入宁波之前，为了阻止日本人的入侵，当地的地方武装人员将那条铁
路拆毁了。
但拆毁了铁路，却没能挡住日本人，侵略者还是进来了。
日本人入侵后，就在这条铁路的旧址上修了一条公路。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修起了宁慈公路，成为连接宁波一慈溪的交通要道。
虽然老屋、铁路和火车都已不复存在了，但能不能再寻访到一些与林杉家有关的信息呢？
我不甘心就这么空手而归，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请张沛林老先生帮忙带路、引见，继续寻访。
张老先生给我介绍了几位村中年长的李姓人，可是没人知道林杉家的情况。
其中有一位叫李银初的老人，已73岁了，是李家的第四代，他的爷爷曾是李氏宗族宗族长。
可是李银初老人也不知道林杉父亲的名字。
据他讲，真正的李家村是在李家祠堂的对面、李家桥下一带，李家忠字辈当官的都住在那里。
他推断，如果林杉的父亲叫李锦云，是“锦”字辈的，肯定不是李家族人，可能是赐李姓，因为，当
年住在李家祠堂附近的一般都是李氏家族的佣人，赐李姓。
这样说来，倒也有几分可信，林杉的祖父就是一个贫苦的佃农。
无论怎样，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的李家村，已经换了人间。
李家村的人们过着幸福安康的生活。
我去的那一天，正好赶上村里请来了戏班子唱戏，据说要一连唱十天呢。
张老先生热情地邀请我去看戏，因为要赶回城里，所以就婉言谢绝了。
听着远处临时搭起的戏台上传来的阵阵锣鼓声、唱戏声，不禁无限感慨。
如果林杉还健在的话，今天再回到他的故乡看一看，眼前的新李家村一定会让他欣喜万分，他为之浴
血奋斗一生的理想，不就是让他的父老乡亲能过上这般幸福的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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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2008年3月《林杉评传》以宁波市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课题形式正式立项，至今已经三年了，今天终于
完成了全书的写作。
掩卷回首，颇为感慨。
我最早接触林杉研究课题是在2003年末，当时我了解到林杉是我们宁波的先贤，为电影事业做出了很
大贡献，他的《上甘岭》与《党的女儿》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于是我对他产生了崇敬的心情，
开始寻找他的作品，看他的电影碟片，准备将林杉先生作为我学习和研究的对象。
最早搜集到的有关林杉的资料，是经原慈溪市作家协会主席周乃复老师介绍，由慈溪市地方志办公室
副主任童银舫先生不吝提供的。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和思考，自2004年起，我先后在中国电影权威刊物《当代电影》以及浙江省电影家
协会主办的《时代电影》等刊物上发表林杉研究论文。
2005年7月，我有了写《林杉评传》的念头，为此，还专程前往北京拜访了林杉夫人曹汝仪老师。
当她得知我要写《林杉评传》时非常高兴。
她说：“家里人也曾研究过，要给老林写点东西，原本是把任务交给小女儿李梅的，为了这件事，前
几年我就开始向山西等老林工作战斗过的地方发信征集材料了。
但李梅工作太忙，到现在还没顾上写，现在你能写，又能被列为课题，那太好了。
”曹老师又问我准备从什么角度写，我说，想写“评传”，侧重“评”。
她听了更高兴了，说，李梅可侧重写“传”，你对林杉的作品分析得透彻，你侧重“评”，这样“一
传一评”就齐全了，算是帮我了却了一件事，等老林的东西出来后，我一定找一个地方好好玩玩去。
言语之间听得出曹老师对《林杉评传》的那份殷切期待。
我顿时感到责任重大，也备受鼓舞，于是，回到宁波后信心百倍地酝酿写作了。
惭愧的是，直到今天，《林杉评传》才得以最后完稿，只觉得愧对曹汝仪老师的厚望。
说来也很无奈，这几年非我不努力，实在是因为临时交办的任务太多，又都是些“急活儿”，苦于忙
于应付，以至于拖到今天。
好在曹汝仪老师宽宏大量，非但不责怪，反而还安慰我，每次通电话都嘱咐我要多注意身体。
在此，真诚地感谢曹老师的信任、关怀和理解。
写作过程中，仔细阅读和参考了山西的文蔚、斯尔、胡正，四川的冯如秀、张其、王兆月等昔日和林
杉一起在抗日烽火中战斗过来的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也曾得到过林杉的革命引路人、曾担任过宋庆龄
秘书的革命老前辈李云女士，电影导演、原北京电影学院干学伟教授，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原党史办
主任解治秀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另外，还得到了宁波工程学院竹潜民教授的鼎力相助，早在2003年，他就向我提供了林杉课题研究的
线索，竹教授曾撰写过12篇有关林杉电影作品评论的文章，经他本人同意，本书中关于林杉电影作品
评论部分，吸收了竹教授的很多研究成果，可以说竹教授对《林杉评传》做出了很大贡献。
还要提到的是浙东文化研究基地负责人、宁波大学周志峰教授，他也给予我大力支持，使我更加从容
地完成了写作。
在此，谨向上述提到的曹汝仪老师，诸位革命前辈、专家、学者、教授，以及未曾提到的所有支持和
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最衷心、最诚挚的感谢。
在写作过程中，本书参考了大量的有关书籍及林杉研究成果文献，在此，也真诚地向这些文献的作者
表示感谢。
由于本人写作水平有限，这本《林杉评传》中的错误和疏漏肯定是难免的，欢迎各位老前辈、专家学
者以及所有关心此书的朋友，给予批评指正。
宁波工程学院郭学勤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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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林杉评传》编辑推荐：我国老电影艺术家、原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于敏先生曾高度评价林杉
，说他是“三好干部”：好人、好艺术家、好共产党员。
“面临艰险而无畏，历经坎坷而不挠，一生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世界风云变幻而理想愈坚定，这是
真正共产党人的品格。
眼光向下，胸怀群众，共忧戚，同欢乐，为师为友，为之讴歌，为之泣血，为之匠心独运，孜孜不息
，生也有涯，创作无限，脉搏虽停而笔迹犹新，这是真正文艺家的品格。
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俭以自奉，厚以施众，宁朴拙而不炫巧，恒自惕励而无
逸纵，这是真正现代人的品格”。
可以说，于敏先生比较全面地概括和总结了林杉一生为人、为艺术、为官之道和人格品质。
这本由郭学勤所著的《林彬评传》展示的即是在这“好人、好艺术家、好共产党员”的三者之间徜徉
游走，九死一生而不悔的林杉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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