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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来不及讲的，我替她讲出来”
石媛媛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向黄狮寨出发。在

通向黄狮寨的路上，我们发现了很理想的《三

打白骨精》的外景。有平缓，也有陡峭，既幽

深曲折，又有小桥流水，给人以既优美又有些

恐怖的感觉，真是个妖怪出没的好地方。

当时是春天，天气多变，我们爬山的那

会儿工夫，就时而下雨，时而晴天，让我们着

实领略了张家界的喜怒无常。但无论天气

如何变化，张家界的美是无与伦比的。它忽

而阳光灿烂，让人一览无余；忽而细雨靡靡，

一切尽在湿润之中；忽而白云环绕山腰，像

一条条飘舞的彩裙；忽而薄雾如轻纱笼罩，

一切显得朦胧如梦。

上山的路，险峻而曲折，有的山涧窄得

要侧着身子挤过去，有的地方还需要手脚并

用爬过去。我们一路走，一路停下来欣赏风

光，虽然看到的只是局部，已经让人惊叹不

已。这一次爬山和黄山不同，没有感到累。

那次只顾脚下，根本没顾上看景；这次是只

顾看景，没有想到累。

我们爬到了黄狮寨的山顶，这是一处宽

阔的地方，可以说是一处大的平台（当然不

是很平）。这里是张家界的最高处，从高处

看去，景色又不一样了：四面环视，一望无

际，张家界的美景尽收眼底。我觉得自己的

眼睛不够用了，无论向何处看去都是山的

林、山的海！每一个山头都是那样挺拔，那

样奇特，真是举世奇观。轻盈的云带温柔地

缠绕着山腰，婀娜而壮丽，我们仿佛站立在

云端之上，忽然间，轻雾飘来，诸山都被笼

罩，朦胧中若隐若现，真令人心醉神迷！哪

位画家能有这么奇特的构思，画出这么美丽

壮观的图画？只有大自然！我感觉自己到

了蓬莱仙境之中。大自然啊，您是如此伟大

而慷慨，竟把这样的无价瑰宝赐给了人间！

听说这山顶以前是土匪的主要据点，我

感觉这真是对大自然的亵渎。现在他们消

失了，找不到任何他们存在过的痕迹。山顶

上只有一间小小的茅草屋，里面有一对老夫

妻，有人上山，他们就给做点儿吃的，不外乎

山野风味和面条之类，我觉得颇有古色古香

的味道。他们的小小茅屋和山上的景色融

为一体，如诗如画，出尘脱俗。

等待给我们做面条的时间，大家也不舍

得浪费。在这个山顶的四边，有许多小的伸

出去的地方，能站几个人，有人戏称它们为

“观景台”，站到上面去，可以看到更多的风

景。但它们纯粹是天然的，周边没有任何人

为搭建的扶手、栏杆之类。

有一个“观景台”，稍微大一点，估计有

十多平方米的样子。上面只有一株松树，很

像黄山的“迎客松”，亭亭地迎风而立，非常

优美。有好几个人都跳过去照相留影。他

们叫我也过去，但是它距离这边的地面还有

几步远，由一段窄窄的小径连着，这小径有

如田间的羊肠小道，小径的两边就是悬崖。

跳远运动员可能会一下跳过去，但我却要走

上好几步，他们在叫我：“导演，快过来！”

黄文政扶着悬崖边的一株树向我伸手：

“我扶着你，没关系！”对面的电视台记者也伸

手：“我接着你，别怕！”王崇秋则力阻：“不要

去！地湿！太危险了！”我没有听他的，伸手去

拉黄文政的手，迈步就走向那条小径。没想到

那斜坡上边覆盖着小草，下面的泥土是湿的，

我刚踩上小草，就滑倒了，在大家的惊呼声中

向山下直滑下去，还踢倒了黄文政。刹那间我

脑子里闪现一个念头：我完了！他也完了！

奇怪的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坐

了下去。一股莫名的强大的力量抓住了

我，阻止了我的下跌。我不知道是什么力

量，但不会是任何人，因为那时下滑的冲力

大，谁也无法拉住我，谁也够不到我！大家

都惊呆了，所有人一动不动。

黄文政是湘剧团的文武小生，有功夫，所

以他灵巧地抱着树，凌空转了一个圈，又回到

了地面上。吓坏了的人们这时才过来扶起我

来。是什么力量挽救了我？我发现裤子后面

左臀部被撕开了一个巴掌大的三角口！呢裤、

毛裤，统统破了，为什么？这时我发现地上有

一根断树桩，好像是新断的，上面伸出一根尖

锐的粗壮树茬，还是白色的，就是它抓住了我，

救了我的命！可是刚才怎么没有看见它？旁

边也没有见到任何断掉的树呀？怎么我会跌

在它上面？它怎么又忽然出现在这里？真是

神鬼莫测，无法解释！难道是天上的神灵救了

我，让我去完成我刚刚开始的事业？

下山的路上，我们走到山腰下面，那位宾

馆负责人指着山顶对我说：“杨导演！刚才你

就是在那里滑倒的。”

我仰头一望，天，好高！向下一望，好深！

他说：“要不是你命大，我们根本就找不到

你了！”

我望着高高的山顶，不禁倒抽一口冷气！是

呀，真要是掉下来，这崇山密林，高山悬崖，哪里还

能找到一个小小的人影！刚才还在为摔了一个跟

头感觉有点不好意思的我，现在才知道自己曾经

和鬼门关擦肩而过，开始后怕了。我十分感谢那

个树桩，我相信真的是张家界的灵气救了我！

《敢问路在何方——

我们的西游记》，杨洁、

王崇秋著，中国轻工业出

版社2023年9月出版。

《1982版〈西游记〉拍

摄档案》，王崇秋、陈娜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23

年2月出版。

只用一台摄像机拍出的电视剧
长歌

《一眼千年》

陈寅恪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23年7月

《寻访敦煌遗书》（英藏篇）

张丽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

2023年7月

《雪山之恋》

丁颜著

译林出版社

202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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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爱看的西游记》

王崇秋、陈娜、和曼绘编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22年12月

险坠黄狮寨

杨洁和王崇秋夫妇

作为中国神魔小说的巅峰之作，《西游记》被列为中
小学生必读书目，但原著内容晦涩难懂，孩子读起来有困
难，看电视剧可能又会因为理解能力不够而无法完全领
会故事的精髓。这套书是专门为小读者打造的科普类图
书，在故事情节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真正从孩子视角出
发，以简代繁、以浅代深，用孩子读得懂的语言、喜爱的插
画形式，对原著做了改编和演绎。
全套图书共8册，包含50回故事，并以82版电视剧《西

游记》作为彩绘原型，绘制了300余幅妙趣横生的插画。书
中还特别设置小百科知识拓展等栏目，让孩子带着问题主
动探索、挖掘知识宝藏，真正从“要我读”转变成“我要读”。

陈寅恪，史学大师、中国现代历史学家、
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作为敦煌
学开先河之人，陈寅恪在这本书里讲述了敦
煌国宝的那些故事：你知道《心经》跟敦煌什
么关系吗？流失海外的敦煌国宝有怎样的前
世今生？《长恨歌》《琵琶行》《秦妇吟》《连昌宫
词》原始出处在哪里？原始本与流传本又有
什么不同？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这本
书里发现。这里有绝美敦煌最初的样子，也
有狩野山雪《长恨歌图》高清版，打开这本书，
和陈寅恪一起守望敦煌。

敦煌遗书曾被封藏埋没千年，近代又几经流散，
让几代学人把寻访与破解敦煌遗书所蕴含的民族历
史和人类文明信息奉为毕生为之奋斗的神圣使命。
本书记录了中国学者寻访四散全球的敦煌遗书的过
程，展现了敦煌学者群像。

三十多年前，年轻的方广锠从导师任继愈那里
接手整理北图敦煌遗书的任务后，便把编撰一部汇
聚世界各地敦煌遗书基本信息资料的《世界敦煌遗
书总目录》作为毕生目标。作者张丽自与方教授结
缘，便一起踏上了这条漫长艰辛又蕴藏着无穷奥秘、
给人以丰富精神滋养的寻访之路。

丁颜是年轻一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她的故事源源不断，
在西北青藏的空旷中，也在城市街道的拥挤里。她擅长表
现人的情感，于是疼痛、遗憾、纠葛……也是源源不断。她
不把情感往热里写，而是往冷里写，尤其是发生在西北青藏
空旷之地的故事，撕心裂肺的情感在她笔下以冷若冰霜的
方式表现出来。从青藏西北出发，以冰霜般的冷峻笔法，雕
刻情感幽微处的爱与痛，旁观生而为人的庸常与庄严。
《雪山之恋》收录了丁颜近年来创作的七篇小说和一

篇作者自述。虽然是90后作家，但丁颜已经受到文坛和
读者认可，先后获得第二届“《钟山》之星”文学奖年度青
年佳作奖、第十届敦煌文艺奖等重磅奖项。

电视剧《西游记》自从1982年开始拍摄以
来，几乎年年与全国电视观众见面，到现在已
经三十余年了。它创下了电视剧播出率、收视
率之最，甚至有人曾经建议主创为此申请吉尼
斯世界纪录。这不仅是对82版电视剧《西游
记》主创辛苦付出的认可和赞誉，也是对所有
参与拍摄工作的人员工作成果的见证。
“《西游记》剧组的全体演职员是用当年唐

僧取经的精神和毅力来完成这部巨著的。几
年中，大家通力合作，甘苦与共，六易寒暑，饱尝
艰辛！正是：一年年含辛茹苦经冬夏，几万里
风霜雨雪处处家！”这是82版电视剧《西游记》
导演杨洁对当年的拍摄往事最为深刻的感
受。“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拼搏的年代，也是奋斗
的年代，更是奉献的年代。拍摄《西游记》系列
片，用去了六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我和剧组
的同志们一起，跋山涉水，含辛茹苦，往返于祖
国的北国南疆，其中甘苦不胜枚举。”
时间久了，一切都在前进。杨洁导演感

慨现在的事物变化太大，无论是电视特技的
变化，还是电视剧的资金投入，她说：“我们
那个时代的人也许都是些‘傻帽儿’，除去几
位主演得到了他们辛苦付出后的回报以外，
其他人虽辛勤劳动，却默默无闻。我无法忘
记那个时代：那以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无私奉
献的精神为荣的时代，也是个开创的时代，
是值得称道、令人怀念的。所以，现在我愿
意把拍摄《西游记》的艰苦经历写下来，告诉
人们，曾经有那样一些人是这样工作的。虽
然只是挂一漏万、点点滴滴的记忆，却是对
那个时代的纪念。假如能够引起今人的一
点感动或反思，便达到了我的目的。”
《敢问路在何方——我们的西游记》是

一本写法比较特别的书，全书中使用的第一
人称“我”，并不是同一个人。全书分上下两
篇。上篇三章的“我”，指的是导演杨洁；下
篇三章的“我”，指的是摄像师王崇秋。前
10万字，是杨洁站在导演的角度，讲述《西

游记》的拍摄情况；后5万字，是王崇秋从摄
像这一工种的角度，描绘电视剧《西游记》的
拍摄手法和特技技巧。

王崇秋不仅是82版电视剧《西游记》
的摄像师，他的另一个身份，便是杨洁导演
的爱人。“我将这本‘珍藏版’《敢问路在何
方——我们的西游记》呈现给广大读者，一
来是继续讲述杨洁导演未讲完的故事，二来
是以此怀念我的爱人，也算是遂了我的心愿
吧！”王崇秋表示，希望借此书，说出82版电
视剧《西游记》台前幕后的故事，也是他与杨
洁对广大“西游记迷”的深深谢意。
“2017年杨洁导演去世后，我陷入了无

尽的痛苦之中。时常会想：人生于我，已无
意义……后来，为了转移这种悲伤，在‘西游
记迷’们的帮助下，我开了微信个人公众号
‘西游记摄像师王崇秋’。杨洁没来得及讲
的事情，我要替她都讲出来。”王崇秋说。

天降重任，敢问路在何方

“杨洁，要是让你把《西游记》拍成电视
剧，你敢不敢接？”副台长洪民生在宣布了王
扶林拍摄《红楼梦》以后紧接着的这句问话，
就像在杨洁头上响起了一个惊雷，她几乎不
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怔之后，杨洁冲口而
出：“有钱就敢，为什么不敢！”洪民生立即接
道：“好！局党委决定，由杨洁来拍《西游记》！”

杨洁没有想到洪民生副台长这么快就
实现了他的诺言，而且给她的是这么重大、
辉煌的一个任务。“这是在1981年的11月
份，文艺部的一个组长会上。当时不只是
我，在座的所有人，都被这个突然宣布的消
息震惊了。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么重大的
题材居然给了我这个‘戏曲’导演！”
任务是接下来了，兴奋之后，冷静下来，

杨洁发现自己身上挑上了一副千斤重担。
《西游记》可不是一般的戏，它是一部脍炙人

口的古典文学名著，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
块瑰宝。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在国外也广
为人知。唐僧师徒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各
种艺术形式，都有描绘他们的节目存在。杨
洁要把它改编为电视剧，要塑造出一部全新
的、完整的、由真人在实景中演出的、让所有
观众都能认可的《西游记》，实在是个严肃而
艰巨的任务。

应该从何处着眼？从哪里下手？“我认
为要拍好《西游记》，必须忠实于原著。《西
游记》原著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故事基
础，但电视剧毕竟和小说不同，如何把《西
游记》里上百回的内容改编、浓缩于不到三
十个小时的电视剧中，我和其他两位编剧
戴英禄、邹忆青取得了共识。我们采取八
字方针——忠于原著，慎于翻新。”

有人认为，“人情味”这三个字与《西游
记》这个神话故事无缘。但杨洁认为，无论
什么戏，若是没有“情”，就失去了灵魂，所以
必须着力刻画人物，浓墨重彩地描写人情。
《西游记》原著中成功地塑造了各种艺

术形象，其中的主要人物都有鲜明的性格特
征，无论孙悟空还是猪八戒，都具有人的思
想感情。“孙悟空有情有义，爱憎分明；猪八
戒是个有缺点的好人；沙和尚任劳任怨，见
义勇为；唐僧是个凡人，真诚又坚韧。他们
四人在取经路上的重重磨难中不断加深了
师徒之情，还有家国之情以及儿女之情——
这里有多少可做的文章！至于西行路上所
遇到的妖魔鬼怪、君王臣宰，也都各有特性，
各有真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神魔皆有人
情，精魅亦通世故。杨洁觉得所有这些人物
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他的原型。

路在脚下，在荆棘中前行

“《西游记》的‘游’是一条贯穿线。从大
唐景色到异国风光，环境的变化，表现了路

途的遥远和取经的艰辛。”杨洁希望通过
“游”字，把中国绚丽多彩的名山大川、名扬
四海的古典园林、历史悠久的佛刹道观摄入
剧中，增强它的真实感和神奇性，达到情景
交融、以景托情的效果。

找到了景点，才能定下拍摄计划。“采
景是现在每一个剧组都要做的工作，但在
那时，就似乎非常特别。”杨洁预定的准备
时间只有半年，必须几项工作同时进行，她
把剧组的事交给副导演朱晓峰，让他继续
找寻演员，等自己回来再确定；两位编剧突
击写出试集《除妖乌鸡国》的文学剧本，杨
洁则外出采景，同时还要在路途中选择合
适的演员。

于是，杨洁组织了一个精干的选景班
子，摄像师王崇秋、美术师彭曼丽、照明师孙
永福、场记李诚儒、剧务小郑，加上杨洁，一
行六人开启了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全国已
知的和未知的名山大川、佛刹道观、风景胜
地等路线的采景工作。两个月里他们跑了
几千公里，几乎每天都是天不亮就出发，火
车、汽车、轮船、飞机，天天赶路，马不停蹄。

从取景到选角，杨洁历经艰辛，煞费苦
心。《西游记》里师徒四人是主角，孙悟空又
是最重要、最耀眼的中心。“齐天大圣”美猴
王，这样一个人人喜爱的英雄是个猴子，所
以，他在表演上要有猴子的特点，要有猴性，
同时，要具有人的丰富的思想感情，还要有
神的悟性和神通，也就是要在他身上兼备猴
气、人气和神气。这个人应该到哪里去找？
用武术演员、话剧演员，还是戏曲演员？杨
洁犹豫未决。“我觉得地方戏的表演比京
剧更生活化，更易为人接受。于是，我打通
了那位‘孙悟空’的电话，他就是‘南猴王’六
龄童。”在六龄童老先生的介绍下，杨洁来到
绍兴见到了章金莱，也是后来“孙悟空”的扮
演者，“我开始打量眼前这个年轻人。他叫
章金莱，很文静秀气，像个书生，是浙江昆剧
团演员。”
提到剧中饰演唐僧的三位演员汪粤、徐

少华和迟重瑞，杨洁感慨良多。“想起来，也
挺有意思。三个徒弟，无论是动不动就吵着
要分行李回高老庄的猪八戒，还是大闹天宫
不服管束的孙悟空，都能踏踏实实、有始有
终地完成自己的角色，获得了成功。而本应
该是最坚决的取经人‘唐僧’（饰演者），却恰
恰没有能坚持到底。他们有的更重视电影，
有的更重视文凭，都离开了取经路，半途而
废了。我在楼梯上偶然相遇的最后一位，却
把取经任务进行到底，和这个电视剧一起成
功了。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这些年来，“一台摄像机拍出82版《西游记》”这句话
成了82版电视剧《西游记》摄像师王崇秋的一个标签。
每次媒体采访的时候，王崇秋都会被问到“一台摄像机怎
么能拍出来《西游记》”这样的问题。
“《西游记》的神话特点，需要大量的特技来表现，而

这正是我们的弱项。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尚
不知特技为何物，没见过‘威亚’，更没听说过电脑特技、
虚拟演播室，电影里没有使用过，电视剧里更没有。”孙悟
空和诸多的神仙、妖怪们如何腾云驾雾？如何上天入
地？如何平地飞升？如何千变万化？这些都是拍摄躲不
开的难题。

在拍摄条件一穷二白的情况下，除了已经掌握的简
单电视手段外，只有一部电视台特为《西游记》进口的
ADO特技机，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拍出一个既优美、又
神奇，既通俗、又高雅，既忠于原著、又慎于翻新的《西游
记》，剧组一方面借鉴电影里面的特技手段，一方面采取
土洋结合的办法，动员摄像、化妆、道具、照明、烟雾、武打
等部门，开拓思路，共同解决特技所遇到的问题，做好配
合特技的工作。

如果说导演是一个剧组的灵魂，那么摄像就是这个
灵魂的眼睛。整体的画面和演员的表演最后都是通过摄
像师的镜头展现出来的。对于拍摄《西游记》的摄像任务
来说，有八个字，叫“情景交融、千变万化”。怎么能让镜
头“活”起来，是王崇秋时时要想的问题。只有一台摄像
机这件事，当时给他出了不少难题。对于镜头“活起来”
来说，比“一台机器”更愁人的，是没有辅助设备。6年
里，王崇秋只有一个标准镜头，没有长焦距镜头（长焦距
镜头只在拍摄火焰山时用过一回），没有广角镜头。拍摄
一年以后有了移动轨，而升降机和大摇臂始终没有。“辅
助设备要啥没啥，这才是拍摄《西游记》最大的难点。登
梯子，爬房顶，蹲树上，趟水里，自制‘升降机’，自制‘跷跷
板’，我们用尽了各种各样的土办法来实现一个‘活’字，
从而实现各种角度的千变万化。”王崇秋回忆当初拍摄时
的艰辛，“每一集的特点也不一样。《三打白骨精》，多用推
拉和移动镜头来表现压抑的情绪；《计收猪八戒》多用短
镜头表现明快的节奏；拍《趣经女儿国》时我常打柔光板，
喜欢多用逆光或侧逆光来突出展现人物的美，如果是平
光的话，画面就容易陷于杂乱。”

在拍摄《趣经女儿国》时，女儿国国王与唐僧从牡丹
亭走出来，一路走到九曲桥上。“杨导演十分重视这场戏，
要求画面极富美感。”于是，王崇秋在拍摄这场戏时特意
在镜头上套了层丝袜，从而让画面更加柔和。“当时现场
还有人开玩笑说这莫不是在拍《红楼梦》？”
在武夷山拍《猴王保唐僧》时，唐僧给孙悟空取名“行

者”这段戏用的是一个边走边跟的移动镜头。在一处山
边，有一段比较平缓的公路，由于没有移动轨，王崇秋就
扛着机器站在一辆旅游大巴车上。剧组租的是福建省旅
游局的车子，司机开车水平非常高，眼睛不仅要看着前面
的路，余光还得看后视镜里的演员，让车子缓慢地移动。
王崇秋就站在车门的踏板上，拍完了这组移动镜头。

而在《错坠盘丝洞》这集的拍摄中，如何让蜘蛛精们
表情自如地穿着纱裙下水而不拘谨，是个难题。“启发、做
工作都没什么效果，连出个腿部的特写都不愿意，最后拍
的那个光腿的镜头，其实是一位男士的腿！”王崇秋说，如
何从肚脐眼儿里“吐丝”也难住了大家，最后还是土办
法。在蜘蛛精们的肚脐眼儿处扣上一个装饰，把细尼龙
绳藏在里面，后面再用鼓风机使劲儿吹，才出来那个当时
看起来很“前卫”的画面。“孙悟空与多目怪在水中对打的
镜头拍摄于珍珠滩瀑布，这里石头子儿很多，在水中翻滚
是需要功夫的，一般人做不了。”王崇秋说这场戏中的多
目怪是由剧组的班底演员、有功夫的叶以萌做替身的。

在82版电视剧《西游记》中，那些由单机拍摄完成的
上万个丰富多彩的画面，那些费尽心机的土洋结合的特
技镜头，那些挖空心思精心塑造的乳胶造型，那些千姿百
态的君王臣宰的艺术形象，那些苦心设计的瑰丽多彩的
服饰、五光十色的烟雾、变幻莫测的灯光，还有那些金碧
辉煌的灵霄宝殿、亦真亦幻的瑶池仙境、流光溢彩的东海
龙宫、气势恢宏的大雷音寺……你能想象它们是用廉价
的三合板和“米波罗”泡沫板搭建成的吗？所有这些，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根本不具备任何特技手段且资金不足的
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由导演杨洁、摄
像师王崇秋和所有演职人员共同完成了。

杨洁和《西游记》主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