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8年，北影厂《巨澜》摄制组正在摄影棚内拍戏

“北影” 成立之初

成立之初的北影厂， 将主要精力放在拍

摄新闻纪录片上。 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拍

摄了《成渝铁路》《抗美援朝》《红旗漫卷西

风》《解放了的中国》 等一批珍贵的大型新

闻纪录片。 与此同时，厂领导注意挖掘、培养

故事片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于 1950 年出品

了该厂第一部故事片《吕梁英雄》。 1956年，

北影厂把纪录片业务剥离， 转型摄制故事

片，以改编文学名著为主，在 50 年代中后期

创作了 《祝福》《青春之歌》《林家铺子》等

优秀作品。 成功转型后的北影厂成为国有制

片厂中的领军者。

创作于 1956年的《祝福》是我国第一部

彩色故事片。 剧作家夏衍根据鲁迅小说改编

了剧本；导演桑弧对原著所反映的社会环境

和人物性格把握准确；主演白杨有着多年北

方乡下的生活经历，表演真实自然。拍摄《祝

福》时，北影厂彩色电影的一些技术设备还

在筹建中，从苏联学习归国的洗印总技师周

从初和国内的技术人员共同研究，先将一部

黑白洗片机改装成彩色洗片机，经试用后投

入生产。

新厂曾是国内最大

的电影制片厂

为了适应拍摄长故事片的要求，1956 年

1 月， 苏联派出设计专家协助北影厂规划新

厂建设。 新厂址选定安定门外小关，1959 年

建成时，全部建筑面积约 5.5万平方米，是当

时国内规模最大的电影制片厂。 厂区内有环

境优美的外景地，包括小山、人工湖、河流和

一些半永久性的布景， 比如南方的村镇、北

方的四合院等。 厂内建有三个摄影棚、一个

录音剪接车间、一个布景修配车间和一座技

术综合楼。 这座厂区从筹建到设计、施工，苏

联前后曾派遣了八位专家来帮助指导。

上世纪 60 年代是北影厂艺术创作的高

峰时期。 此时的北影厂拥有一批活跃于影

坛、具有代表性的导演群体，成为北影厂的

核心力量。 其中，成荫、崔嵬、水华、凌子风四

位拥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导演被称为“北影四

大帅” 。 成荫擅长革命战争和革命历史题材

的作品，代表作有《钢铁战士》《南征北战》

《万水千山》等；崔嵬既能导又能演，还擅长

拍摄戏曲影片，代表作有《小兵张嘎》《杨门

女将》等；水华擅长名著改编，《林家铺子》

《革命家庭》 是他的杰作； 而凌子风被称为

“拼命三郎” ，《红旗谱》《骆驼祥子》等是他

的代表作。除了优秀的导演，此时的北影厂还

拥有钱江、聂晶、高洪涛、朱今明等一批优秀

的摄影师和谢芳、于洋等知名演员，可谓群星

荟萃，精品迭出。

拍摄于 1963年的《小兵张嘎》是一部家

喻户晓的儿童电影，2005年入选 “中国电影

百年百部名片” 。 片中“嘎子”的选角过程颇

费周折。 导演崔嵬动员全剧组的同志深入到

北京城里、郊区最后又到外省；从学校到少年

宫、从儿童剧团到合唱团。前后历经两个月之

久，最后，大家想到了于兰推荐的 13 岁内蒙

古男孩安吉斯。 剧组人员在呼和浩特找到了

安吉斯。 试镜时，他背着一支小口径步枪，挺

着胸，握着拳，叉开双腿站在那里，目光中透

着刚毅。大家一看都非常兴奋———“嘎子” 终

于找到了！ 崔嵬也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 1964

年“百花奖”的“导演奖” 。

这一时期， 北影厂还拍摄了不少戏曲电

影，比如《杨乃武与小白菜》《野猪林》等。其

中梅兰芳主演的《游园惊梦》是其中的佼佼

者，也是梅兰芳生前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该

影片由许珂执导，梅兰芳扮演杜丽娘，昆曲表

演艺术家俞振飞扮演柳梦梅。拍摄完成后，梅

兰芳表示：“四十年中，从无声到有声，黑白

到彩色，窄银幕到全景，拍过不少次影片，而

我认为这一次拍摄的‘游园惊梦’ 是比较满

意的。 ”

建仿古街景 推中外

合拍片

上世纪 70年代，北京市政府决定在北太

平庄原总参测绘学院旧址重建北影厂， 也就

是北影厂的第三个厂址。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北影厂迎来了鼎

盛时期，拍摄出《小花》《骆驼祥子》《茶馆》

《瞧这一家子》《夕照街》《血，总是热的》等

经典故事片。中外合拍戏也开始出现，主要有

《火烧圆明园》《马可·波罗》《末代皇帝》

等，丰富了上世纪 80年代的国内银幕。 随着

这些作品的推出，刘晓庆、张丰毅、斯琴高娃

等一批演员逐渐被观众所熟知。

拍摄《骆驼祥子》时，为了更好地再现当

时的历史环境， 导演凌子风决定在厂区里摄

影棚后面的空场上建筑一条街道搭起西四牌

楼。 历经四个月的紧张施工，这条全长近 150

米、全部砖瓦结构的半永久性街道终于竣工。

房屋前有条宽 18米的马路，高大的牌楼耸立

于马路之上，路面还铺设着有轨电车道。十几

家店铺门脸的结构、 样式集中了旧北京的建

筑特色。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为拍摄电影版《红

楼梦》，厂区内还修建了荣国府和宁国府。 后

来古装影视剧开始流行， 西四牌楼街被改造

为明清风情一条街，和荣、宁两府一起成为北

影厂的重要地标。 《霸王别姬》《还珠格格》

《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等诸多影

视剧均在北影厂的仿古街景中取景拍摄。

上世纪 80 年代的北影厂拥有国内一流

的技术设备。不仅有专门的主楼、洗印楼和录

剪楼，还有近 5000 平方米的摄影棚、从英国

和美国引进的杜比立体声录音设备和 3D 立

体摄影机。 当时我国最新研制的冷光摄影卤

钨灯也在这里得到应用。 1984年中日合拍了

我国第一部 3D 立体传奇武打故事片 《侠女

十三妹》，该影片也是一部立体声电影。

打造全国电影创作

交流中心

然而，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北影厂的危机

也悄然而至。 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随着

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 电影业遭遇了票房危

机。 与此同时，电影制作成本上升，离开了计

划经济轨道的国有老牌电影厂对于电影制作

的市场化运作还不熟悉， 经营管理开始出现

问题。

据北京日报 1989 年 1 月 16 日 4 版《北

影厂将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报道，因连续

几年我国电影行业生产不景气和厂内经营管

理不善，北影厂负债累累。

到了上世纪 90年代，民营影视公司开始

崛起，也挤压着北影厂的生存空间。 尽管《霸

王别姬》《过年》 等一批获国际大奖的影片

暂时挽回了北影厂经营下滑的势头， 但企业

发展前景仍令人堪忧。

1999 年 2 月 12 日，北京电影制片厂、中

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等八家电影企事业单位组

建了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2008 年，中影集团

电影数字制作基地在怀柔区杨宋镇建成。 中

影集团的成立和怀柔基地的建成， 为中国电

影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使北影厂

获得了重生。

这一时期的北三环北影厂门口， 有一道

独特的风景———“蹲活儿”的群众演员。只要

“群头” 一出现，立即就会呼啦啦围拢来一大

批递简历的群众演员。“群头”根据需要挑选

演员，再把他们带到各个片场。王宝强在北影

厂门口被导演发现的故事就像灰姑娘的故事

一样，鼓舞着这些怀揣明星梦的北漂人。随着

2012 年北影厂最后一批部门搬到怀柔基地，

群众演员扎堆儿北影厂门口的景象也成为历

史。

2019 年 2 月， 北影厂大院启动保护修

缮计划。主要对被称为“八一楼”的北影厂三

大楼———主楼、 录剪楼和洗印楼等总面积

1.2 万平方米的近现代建筑群进行修缮保

护。修缮后的建筑群，由中影集团打造为全国

电影创作交流中心。 据北京日报

编辑 / 版式 棋棋 校对 / 陈颉

A5

2024年5月16日

星期四

文化

W

A

HU

EN

记忆

对中国电影人和影迷来说，诞生了《祝福》《小兵张嘎》《骆驼祥子》等近千部电影的北影厂是他们梦想

成真的地方。 这里曾作为中国三大电影基地之一，是中国电影的“金字招牌” 。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留学日本的任景丰在琉璃厂丰泰照相馆拍摄了第一部中国人自制电影《定

军山》。然而此后四十多年中，由于战乱连连，北京并没有成为中国电影产业的中心。1949年 4月 21日，北平

电影制片厂在位于新街口北大街的“中电三厂” 原址上正式成立，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当天，北平电影制片

厂更名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简称“北影厂” ），从此掀开了中国电影史崭新的一页。

“北影”往事

1960 年，北影厂摄影师在北京站拍摄《为了

六十一个阶级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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