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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小火星

刚刚过去的 2023 年是中国著名导演谢
晋的百年华诞。 在新中国电影史中，谢晋无疑
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影六十余年，他用三
十六部电影， 在几代中国人的心中树起了一
座座伟岸的丰碑。 从《舞台姐妹》到《女篮五
号》，从《芙蓉镇》到《最后的贵族》……这些充
满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精神的电影，得到了
国内外数亿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但在谢晋导
演众多的电影作品中，有一部不常被提及，但
却有着深刻社会现实意义以及特殊个人情感
的电影《启明星》。

《启明星》拍摄于 1991 年，由刘子枫领衔
主演。该片讲述了政府工作人员帮助身患绝症
的儿童家长谢长庚解决实际困难，关爱其智障
儿子晨晨成长的故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鳏夫
谢长庚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十分担心有智力障
碍的儿子晨晨今后的命运。 绝望中，他欲同儿
子一起结束生命。 关键时刻，街道办事处的干
事石铁解救了父子俩的生命。 在石铁的说服
下，谢长庚住进医院做手术，晨晨也被送进了
启明星学校。 晨晨在学校里，智力得到了提高，
长庚的住房条件也得到了改善，唤起了长庚对
新生活的向往。 不久，长庚因为病情恶化住进
了医院，晨晨把在学校得到的奖励“启明星”送
给爸爸，长庚握着“启明星”平静地闭上了眼睛。

在谢晋的导演历程中，理性的时代认知、
强烈的人性主题， 以及叙事风格的处理是其
最具代表性的创作表征。 在谢导电影艺术生
涯的前半段， 他较为聚焦时代场域下政治体
制的改革与转型， 后期却让位于更具普世性
和永久性的人类母题， 而将其一贯关注的政
治元素隐入朦胧的后景之中。 此时的谢导更
倾向于将个人遭遇容纳在社会现实里， 也试
图将中国题材扩大至世界题材， 用他自己的
话说是“从社会使命感上升到人类使命感。 ”
而《启明星》就是其后期作品里展现中国文化
与家庭变迁的影片， 谢导在其中直面社会问
题， 关照小众人群的冷暖， 表达了自己对于
“家”的思考和探索。

“启明星”的原意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
和月亮之外最亮的自然天体，可谓是“夜空中
最亮的星”，所以往往被赋予丰富的想象与吉
祥的寓意。 但这部影片并没带有与生俱来的
光环， 在创作过程中反而是面临了种种困难
和阻力。 大家都知道，儿童片创作难度本来就
是极大的， 何况该片中还有五个智力残疾的
小朋友，真可谓是“难上加难”。 在开拍前，有
人主张启用正常儿童扮演，谢晋则反对，他认
为智力正常的儿童演员扮演智力障碍儿童较

难把握其中的分寸。所以他亲自去当地的启智
学校挑选合适的“儿童演员”。 但在拍摄中，如
何调动这些智力异于常人的小朋友入戏，又成
为了剧组需要克服的另一个关键问题。 为此，
谢晋特意从学校请来这些小朋友的老师在现
场帮忙协调。 小朋友理解能力差，拍不出设定
的效果，谢导就耐心地一遍又一遍给他们作示
范。 可能是源于自己相似的家庭状况，谢导有
着太多的感同身受，所以在拍摄过程中，对于
智力障碍孩童也是万般呵护与关爱，孩子们也
特别喜欢这位可敬可爱的导演爷爷。

片中有一场戏是描写爸爸谢长庚下班回
到家， 突然发现儿子晨晨不见了， 他四处寻
找，最后在一个垃圾箱里看到了自己的儿子，
旁边还围着一群调皮的小孩儿， 正在欺负晨
晨，冲着他扔垃圾，谢长庚气愤不已，但随即
又黯然神伤。 事实上，这幕场景并不是凭空编
写出来的桥段， 而是谢导与自己智障儿子阿
三阿四之间的一段真实往事， 这里饱含着谢
晋内心深沉的父爱以及长久的愧疚。 虽说谢
导坦言，自己一直不太愿意强调家庭的悲剧，
但他的经历还是必然在他的电影中打下了深
深的烙印。

谢晋的电影风格和特点是以感情诚挚、
批判尖锐和视觉诗意为主， 不仅让观众看到
了人性的矛盾与光辉， 也让观众看到了社会
的复杂与希望，而与此同时，还能给观众带来
美的享受。 但事实上，本片并没有谢晋影片一
贯的精美画面，在毫无痕迹的转场之间，故事
在不经意间地进行着， 并得以自然顺畅地起
承转合。 在美工和布景方面，谢导基本摒弃了
所谓的“细节讲究”，却以一种按照生活本来
面目的纪实方式来进行拍摄， 通过极为真挚
深沉的情感和细腻感人的情节去歌颂人世间
的真善美，并在适当的时机赋予小人物际遇，
并以宏大社会价值来彰显。 此片中他似乎刻
意遵循粗砺的画风， 对弱智孩子的生活作了
一次全面的生活还原， 也对这些质朴的日常

素材作出了艺术的升华。 或许本片不能体现
谢导的艺术风格， 但着实表达了谢晋的人生
态度。

在当时， 本片所体现出的那种人与人之
间高尚的情感， 引起了全社会的深切关注与
共鸣，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取得了成功。 这
部影片不仅引发了观众对于家庭、 亲情的深
入思考，也探讨了社会关爱、医疗保障等现实
议题， 引发了社会广泛的热议与追踪。 事实
上， 随后在国内外大屏幕上也不断涌现出相
似题材的电影， 比如：《阿甘正传》《马拉松》
《海洋天堂》《标准之外》等。 近些年，我国也致
力于不断完善法律法规， 保障特殊儿童接受
适当教育的权利，完善特殊教育政策体系，积
极推动特殊儿童早期疗育， 丰富特殊教育的
类型，扩大特殊教育服务对象的范围，通过多
途径筹集特殊教育经费等。 至今，我国已有两
千多家特殊教育学校， 旨在通过适当的治疗
教育，尽可能恢复特殊孩童残余能力和潜能，
为其日后生活自理和融入社会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

“时代有谢晋，谢晋无时代”，谢晋导演的
作品讲人间事、写家国史、叙华夏情，关注大
时代中的普通人，善于挖掘深刻的思想内涵，
以人物命运的变迁意蕴宏阔的历史主题，富
有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谢导自己在《我
对导演艺术的追求》 一书中提到：“我对导演
艺术的追求是希望能够使观众在看到电影
时，对故事的情感、对人物的行为、对剧情的
发展都能融入心。 影片只有能够让观众真实
地感受，与之内心激起的话语一起播放，才能
真正地触及观众的心。 ”从这个角度而言，谢
晋从未过时。 他的电影作品和创作精神如同
一座桥梁，连接着电影和观众，连接着过去、
现在和未来。

在去年 11 月 22 日举办的谢晋诞辰 100
周年纪念暨“与时代同行”电影发展主题研讨
会上，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
主席， 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任仲伦先生感慨
地说：“爱观众被观众记住， 爱家乡被家乡记
住，爱电影被电影记住，爱人民被人民记住，
爱祖国被祖国记住———这就是谢晋。 ”在中国
电影的艺术长河中， 谢晋导演像一道永不落
幕的彩虹，更像是那颗夜空中最亮的星。

大师从未谢幕，永远致敬谢晋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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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空中最亮的星
家住曹家渡的刘小姐（笔名：小火星），十多年前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学成归来，目前在

外企从事品牌营销及市场传播管理工作。
平时，她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影，除观摩院线上映的影片和历年的优秀作品外，还极其

关注国内外电影节的各项相关活动和赛事，现为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员、心理咨询师执业
联盟成员。 她希望电影专栏可以给读者带来一份欢愉，一份感悟。

电影作为现代八大艺术中最年轻的成员，从 1895 年诞生至今已有 129 年的历史。 回顾
整个电影发展史，一代代电影人为了心中的梦想，拍出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佳作。 无论是最新热
映的影片，还是百年前的老片，尽管影片拍摄的年代相去久远，但通过电影反映的人类普遍情
感却是相通的，那就是关于爱、平等、包容和富有同情心的普世价值观。

笔笔者者近近照照

▲�作者：李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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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有奖
欢迎大家来做

如果您在阅读本月《社区晨报》时发现
任何差错，可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海社区发
布”并于后台直接留言，将您发现的问题发
送给我们（注明报纸名称、所在版面、文章名
称、 差错细节， 本期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2

月 1 日）。 本月纠错质量最高的一位读者，将
成为最佳“啄木鸟”，并获得 100 元的现金奖
励； 本月纠错质量相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
者，则将成为优秀“啄木鸟”，并各获得纪念
品一份。“啄木鸟”

文 李松根

时光匆匆，北风呼啸。吹
剪草木，浮光掠影。道旁的树
木成了瘦枝， 站立着成了一
道风骨。旧年换新，大家都在
忙碌，商家盘点一年的收益、
农民盘点一年的收成， 同时
吸取经验教训， 让来年的成
果更好。于我而言，在新旧交
替间，是否也需要来一个“年
终盘点”？ 想想很有必要，因
为 “昨天 ”越来越多 ，而 “明
天”会越来越少。我已活过耄
耋，自己也始料不及。 在我们的家族里，
活过八旬的唯有三人。 一个是一辈子生
活在农村的大姑妈，93 岁寿终； 第二个
是 15 岁参加新四军、为中国人民解放事
业奋斗了一辈子的大叔父， 活到 82 岁；
第三个轮到我了。

其实，我能活到如今纯属幸运，小时
候饥一顿饱一顿，没有饿死，6 岁那年，我
和小两岁的胞弟染上了天花病毒，那是致
死率极高的病毒，一旦染上几乎绝症。 胞
弟死了，我却逃过一劫。芳华岁月的 12 年
铁道兵军旅生涯中， 我也曾 3 次死里逃
生，2 次是夜间站岗，被特务摸岗，机智对
付，没有受到伤害。最危险的是 1962 年春
夏之交，我所在的部队要从闽北转移至南
平， 当年福建境内遭遇特大暴雨袭击，铁
路、公路均被冲毁，我随部队徒步行军途
中，到达鹰厦铁路制高点岭头车站，突然
遇到山体滑坡，只差两三步就要丧生在泥
石流中。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话有
点道理。 在刚刚过去的 2023 年，我治愈
了折磨我六年的脚趾头痛， 虽然小毛小
病不断，但没有大疾缠身，到了这年纪，走
路虽不能健步如飞， 却还没有用上拐杖。
一个耄耋老人，耳不聋、眼不花，脑子不
“卡壳”，书报不离手，还能做到笔耕不辍，
投稿见报有点小欣喜。 四季轮回，春天看
鲜花盛开，草木发新芽。 夏天端坐小区花
园树荫下听鸟雀歌唱。 秋日晩上，打开窗
户， 不远处静安寺古刹上空繁星闪烁，月
光如银洒在窗前，遥想远方的老战友是否
安康？时下寒冬腊月，坐于阳台，阳光透过
窗户洒在身上，暖暖的、柔软舒适。

让我特别开心的是， 我的另一半虽
小我 2 岁，还在忙里忙外，包揽着家中的
“烟火气”；小辈们孝敬，看到活泼可爱的
外甥女已如我身材般高……这一切的一
切难道不是“福”吗？

年终盘点，虽说有种“踏阶往事昨日
空”的遗憾，但绝没有理由沮丧。 年少时
读《红楼梦》“那红尘中却有些乐事，但不
能永远依恃。 ” 忽然想起作家史铁生的
话：“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在辗转的
生命里，看花开花落是常态，那么在新的
一年里， 更要用满腔喜悦的心情继续编
织美丽动人的岁月锦裳啦！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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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报纸 ， 平时
又有写诗歌、散文 、画画和书法的习
惯，欢迎大家积极踊跃向《曹家渡社
区晨报》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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