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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世世纪纪8800年年代代末末至至9900年年代代，，中中国国电电影影再再次次掀掀起起小小说说改改编编的的
热热潮潮，，莫莫言言的的《《红红高高粱粱家家族族》》改改编编成成电电影影《《红红高高粱粱》》，，首首次次执执
导导电电影影的的张张艺艺谋谋执执意意要要在在高高密密拍拍摄摄。。高高密密没没有有高高粱粱地地，，为为此此，，
乡乡镇镇领领导导现现场场指指挥挥，，农农民民现现种种了了高高粱粱。。开开拍拍后后，，引引来来村村民民围围
观观，，能能参参演演电电影影的的村村民民格格外外令令人人羡羡慕慕。。《《红红高高粱粱》》在在11998888年年22月月
2233日日获获柏柏林林国国际际电电影影节节金金熊熊奖奖。。

亚亚洲洲电电影影首首次次捧捧““金金熊熊””
《《红红高高粱粱》》：：

  《红高粱》是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
“至于这次当导演，我是头一回，心里的滋
味跟头一回找对象差不多，但我有信心把这
部片子拍好，拍得自由舒展，绚丽壮观，抓
住观众。因莫言的原著小说已声名远扬，又
有姜文、巩俐等的密切合作，一部片子的好
坏，一半在于选演员，我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们的演员从素质到功力都不错，再加上我
们 有 一 个 优 秀 的 摄 影 师 顾 长 卫 ， 至 于
我……”张艺谋谦虚而低调，他正式开始了
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创作生涯。
  张艺谋第一次做导演，姜文崭露头角，
巩俐还是中戏表演系二年级学生，莫言距离
获诺贝尔文学奖还有20多年。一群年轻人，
创造了奇迹。电影《红高粱》在1988年2月
23日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中国影
史上第一次获得四大电影节奖项的撼世之
作，更是首部获得此奖项的亚洲电影。随之
而来拿下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
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录音
奖，第十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等十余个奖项。上映时更是观众如潮，当
年，潍坊首次实行单片超收有奖办法，调动
各影院的积极性，22家城市影院超额完成预
定指标，首轮放映收入37万元。

潍坊民俗元素现独特魅力

《红高粱》搬上多剧种舞台
  潍坊的民俗元素在影片中化作隐喻符
号，张艺谋曾坦言：“没有潍坊这些活着的
非遗，《红高粱》就只是一部彩色电影。”
这种对地域文化的精准捕捉，让影片斩获金
熊奖时，评委会主席古利尔莫·比拉基盛赞
其为“土地长出的电影”。
  电影《红高粱》的成功，催生了文学作
品的创造性转化——— 2014年电视剧版《红高
粱》开播；同年，由莫言编剧、周波导演的
茂腔舞台剧《红高粱》在高密首演，在潍坊
大剧院连演30场，场场爆满；2017年被拍成
茂腔电影。舞剧、评剧《红高粱》舞台剧在
不同地域演出。宁夏京剧团改编的现代京剧
《红高粱》在2025年开始全国巡演，主演刘
京凭借该剧荣获第3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
艺术奖主角奖。
  2018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对《红高粱》
的电影胶片及未公映素材进行逐帧修复并重
新剪辑，将电影画面质量提高到2K高清，
杜比全影声制作，利用先进影视修复技术帮
助这部经典电影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从巩
俐的粗瓷碗到刘京的水袖，从张艺谋的取景
框到莫言的钢笔尖，潍坊的文化基因在高粱
酒的醇香中代代相传。那些银幕上跃动的红
色，早已不是简单的色彩，而是一个民族关
于自由、尊严与抗争的永恒隐喻。

张艺谋开始第五代导演生涯

《红高粱》拿下国内外大奖

  高密市夏庄镇孙家口村，
青纱桥横跨胶莱河，1938年发
生过孙家口伏击战，石墩上至
今留有弹痕，这一抗日游击队
伏击日军的壮举被莫言写入小
说，被张艺谋用影像凝固成银
幕经典，孙家口伏击战从此名
扬四海。
  1986年3月，莫言的《红高
粱》在《人民文学》第三期发
表，引起轰动，也吸引了张艺
谋。此时，电影《老井》正在
拍摄中，主演张艺谋从山西赶
到北京，与莫言协商小说《红
高粱》的改编权问题，掏了800
元的电影改编费，并商定由陈
剑雨、朱伟、莫言三人将其改
编成电影剧本。
  张艺谋要当导演了。高粱
是贯穿全片的主要场景，为了

寻找理想的拍摄地，他跑了很
多地方，莫言也曾建议他到东
北拍摄，但张艺谋坚持在潍坊
高密拍，而且得有大片的高粱
地。可在当时，高粱不值钱，高
密已很少有种植高粱的，更不
用说成片的了。怎么办？张艺
谋决定现种。
  1987年春天，高密县文化
局来了五个人，其中剃着小平
头的是37岁的张艺谋，他们来
联系种植高粱的事。高密县文
化局立刻向县委宣传部说明情
况，副部长尚希魁负责接待工
作。尚希魁告诉剧组，农村现
在已经大包干了，要想成片种
植高粱，必须跟老百姓协商
好，确保老百姓利益不受损
失。最终双方以每亩地补偿300
元的价格达成一致，60亩地当

年春天种植高粱。种子、肥料
由县里统一供应，乡镇领导坐
阵指挥，老百姓知道种高粱是
为 了 拍 电 影 ， 干 得 格 外 来
劲儿。
  4月至7月，张艺谋数次往
返山东，全是为了种地的事。7
月下旬，张艺谋带着剧组进驻
高密，住在县招待所。张艺谋
来到高粱地看到，因为连日干
旱，高粱发育不良长得不够
高，他向县里提出要求，县里
把肥料发到农民手中，紧急追
肥。张艺谋心里着急啊，高粱
长不好，一旦错过季节，这电
影就“黄了”。他急得在高粱
地里乱转，好在高粱喜水，一
场雨下透了，一节一节往上
蹿，张艺谋看到了满世界的
“绿”。

  孙家口村及附近村民听说
要开始拍电影了，都很好奇，
纷纷来看电影是怎么拍摄出来
的，每到拍摄时，河边的高坡
上总是站满村民。时值酷暑
天，演员们还要穿厚棉袄，所
以拍摄集中在上午。每天上
午，一辆大解放车载着剧组人
员到达孙家口村，车上还载着
一台特大号的“吹风机”，
“刮”得高粱时起时伏，发出

哗啦哗啦声。
  村民周会红的4分土豆地紧
挨着高粱地，九儿骑着毛驴穿
过高粱地时，就从他的地里
过，他看着自家地被拍进电影
很开心；拍摄接近尾声时，有
一位老人被张艺谋请到桥边，
牵着牛在桥上来回走，惹来乡
亲的羡慕。尚希魁给剧组找了5
名群众演员，而影片中“剥人
皮”围观的群演是张艺谋自己

从另一乡镇找来的，每名群演
的劳务费5分钱。
  电影《红高粱》在潍坊的
外景地之一是青纱桥，拍摄了
“抢我奶奶”“野合”“伏击
战”等众多经典戏份；在高密
泊子村种了50多亩高粱，拍了
一场日本鬼子强迫村民“踩高
粱”的戏份；在峡山水库，拍
摄了“炸军车”“我奶奶死”
等镜头。

张艺谋首次执导电影 坚持来高密拍《红高粱》

村民围观电影拍摄 在峡山水库等地取景

电影《红高粱》拍摄花絮照，从左到右：巩俐、莫言、姜文、张艺谋。

电影《红高粱》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