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5 年 8 月 11日，容纳 4000 多名

观众的丰台体育中心体育馆座无虚

席。人们屏住呼吸等待着纪念抗日战

争胜利50周年献礼片《七七事变》首映

式的开始。

近千人挥动大刀习武的画面；中

日两军原地踏步的互不相让；工农学

兵齐操练的气势；学生走上街头的抗

日大游行；日军猛烈的炮火轰炸的宛

平城成了一片火海；国共合作共赴国

难的情景；卢沟桥之战杀红了天，血流

成河……这些镜头催人泪下，爱国的

热忱让观众热血沸腾，感觉到影片拍

摄之成功。

剧场的灯亮了，观众还不见走动，

整整静场了3分钟左右。就像何基沣

旅长和士兵们奉命撤离北平时那样，

不愿移动脚步。

8月12日，由国家教委和丰台区委

联合举办的“卢沟桥之声”千人抗战歌曲

演唱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

行。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

活，也与电影《七七事变》的主题相呼应，

进一步提升了电影的社会影响力。

当年，导演李前宽、肖桂云夫妇带

着《七七事变》等国产主旋律电影到香

港参加“反法西斯胜利 50周年”活动

时，受到了香港各界的热烈欢迎，为满

足观众要求，不得不增加放映场次。

《七七事变》先后获得了“华表奖”“金

鸡奖”“百花奖”“五个一工程”奖等4项

电影大奖。

时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常

务副馆长、81岁的刘建业在接受笔者

的电话采访时还是记忆深刻：“30 年

来，这部电影久演不衰，就在于它的故

事情节忠于史实，经得起推敲。”

每年的七七事变纪念日，中央电

视台6频道都要播出电影《七七事变》，

全国各地的电影院也会应邀播放这部

过硬的抗战代表作。

我每年都要收看这部影片。从宋

母怒摔日本驻屯军特使寿礼中，从副

军长佟麟阁在战前把家中盖房用的木

料做成棺材中，从北京仍有佟麟阁路、

赵登禹路中，我感受到：历史因铭记而

永恒。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不是为了

延续仇恨，而是要在这段耻辱的经历

中寻找不屈的精神，寻找让14亿中国

人民渴望更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文/刘会生
（原文刊载于《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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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一个初春的夜晚，北京还

是春寒料峭。但在丰台区委的会议室

里灯火通明，传递着丝丝暖意。一场

争论正在上演。

“明年就要纪念抗战胜利 50 周

年，作为抗战发生地，我们应该如何拿

出过硬的精神厚礼呢？”区委书记的一

席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如今，卢

沟桥、宛平城已修复，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纪念馆已建成接待游人，抗战雕塑

园开园指日可待，但要适应现代人快

捷高效的生活需求，我们应将七七事

变搬上银幕，拍成故事片，让人们在两

个小时内就能重温这段历史，不忘国

耻，振兴中华。”时任区委副书记梅宁

华的提议激起千层浪，大家纷纷发言。

最终，会议决定：一面向市委汇报

求得指示，一面与京内外电影制片厂

接触，力争拍出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

的故事片，为历史、为民族留下永远的

记忆。

很快，与各大电影制片厂接触的

同志传来好消息，长春电影制片厂导

演李前宽、肖桂云对此非常感兴趣，表

示：300万资金到位就会倾全力拍摄。

市委指示传来：要在广电部的指导下，

由市委宣传部与长影合作拍摄，并在

方方面面给予支持。当时的市领导担

任监制以及负责各项协调工作，但最

重要的融资工作交给了丰台区。

“当时，丰台区的财政收入相对于

要拿出300万元拍一部电影真是巧妇

难为无米之炊。怎么办？我们就解放

思想开动脑筋，与经营有方的企业商

议。深明大义的世界公园听了这个消

息主动承担了这一重任。”电影《七七

事变》的策划之一，如今已71岁的梅

宁华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谈起当年的

事还是记忆犹新。

1994年 8月 26日，在第2届长春

电影节上，导演李前宽、肖桂云举行了

电影《七七事变》新闻发布会和影片开

机仪式。因拍摄时间紧，李前宽说：

“必须用半年的时间拿出作品。”从此，

摄制组分兵多路，写分镜头的、选演员

的、搭外景的等都有条不紊地忙起来。

电影《七七事变》能在短时间投入

拍摄还要感谢编剧尤建华8年的不离

不弃。

1987 年，卢沟桥头竖着“古渡千

秋”的牌子，有人兴致勃勃地数着卢沟

桥的狮子，有人在此吹起了唢呐，抬着

结婚的轿子，举办婚礼，一派和睦。

血气方刚的退役军人尤建华看到

这一切却五味杂陈。

那时起，他暗自下决心：为了让国

人记住7月7日这一天，一定要把“七

七事变”写出来。当时，他的工资只有

87元，他骑着自行车，左肩背一壶茶

水，右肩挎着装有纸笔和干粮的挎包，

蹬着自行车跑遍了卢沟桥、南苑、团河

等七七事变的战场。

“忘记历史就没有根，也没有魂

了。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恶行不能

忘，我们宁死不做亡国奴的抗战精神

不能忘，所以我要一直讲下去。”当听

到七七事变亲历者——郑福来的话

后，他创作出高质量剧本的信心和决

心更加坚定。

在实地考察的同时，他还到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军事博物馆查

阅大量历史资料；采访了何基沣的两

个女儿、张克侠的儿子、宋哲元的女儿

和赵登禹的女儿。

搞清了历史的脉络，掌握了大量

的史料，这只是创作的第一步。他当

时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剧本创作”，经

常壮着胆子跑到电影学院，请老师们

指点。晚上写剧本写累了就歪倒在沙

发上睡，几乎每天都写到零点以后。

历时8年的呕心沥血，终于完成了电

影《七七事变》的剧本创作。

远在美国的宋哲元将军之女宋景

宪和丈夫孙湘德听说电影《七七事变》

开拍时，专门赶到北京的拍摄现场以

示感谢。导演就宋哲元将军的言行举

止当面向宋景宪请教，给影片中宋哲

元将军的表演增色不少。

银幕内外正气歌
电影《七七事变》讲

述了驻守宛平县卢沟桥

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

在军长宋哲元、副军

长佟麟阁、132 师师

长赵登禹、38师师长

张自忠等爱国将领

的率领下奋起反抗，

国共合作打响了中国

人民全面抗战的第一

枪的故事。

要在抗战胜利近50年后

拍摄这样一部历史巨片，其难

度可想而知。虽然李前宽、肖桂

云夫妇此前已经拍摄过众多军事

题材影片，这次还是激情和压力并

存。一见到编剧尤建华，李前宽

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剧本

不成熟，应该怎么怎么写。

年轻气盛的尤建华立马

就急了：您到底拍不

拍？李前宽笑骂：“你

这个书呆子，不拍，我

费那么多话干吗？”

为了让作品更

出彩，李前宽还是

派两位副导演专

门负责剧本的改

编，还请来了长

期合作的著名

作家、编剧张

笑 天 担 任 影

片顾问。

“尽最

大努力多

用 实 景

拍摄，以确保影片

整 体 效 果 的 真 实

性。”这是导演李前

宽和肖桂云经常说

的一句话。当年作

为主战场的卢沟铁

路桥，如今每半分

钟 就 要 过 一 趟 火

车，为了展现战争

中更逼真的效果，

剧组只好根据宛平

城墙原貌，在卢沟

桥南杜家坎，做成

了一个 1比 10大小

的城墙模型。在这

个基础上，把砖头

也都等比例缩小，

然后绑上炸点来爆

炸。为了还原战斗

时 水 柱 喷 射 的 场

景，剧组在附近找

了一个水塘，按1比

1 做出卢沟桥的桥

栏杆和石狮。更令

人称道的是北京军区一个团的部队

进驻城墙东西南北仅600米的宛平

城，协助拍摄。

为此，丰台区政府和卢沟桥、南

苑街道提供场地，街道全体人员还

业余时间下户做居民工作，进行人

员疏散，组织居民配合剧组和解放

军拍摄。

特技师钟泉对拍摄日军飞机轰

炸宛平城这组爆炸镜头印象深刻。

当时正值11月份，天气寒冷，负责烟

火的工作人员冒着严寒脱衣服下

水，把所有的炸点布置好，“炸完后

工作人员从水里出来，我们马上拿

大棉衣给他围上，把烫好的酒给他

喝。”这场戏虽然拍得非常辛苦，但

也成了整部片子中的亮点。

电影的细节决定成败，但

必须真实，经得起推敲。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将筹拍了半年的电影《卢

沟桥事变》停拍，专门配

合摄制组拍摄。他们

将资料室对摄制组

开放，并将专业人

员收集整理的

几十卷七七事

变资料交摄制组使用；在专家的指

导下，电影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将

每个将士牺牲时的样子和环境设计

得都有所不同。赵登禹在攻打大红

门时牺牲，导演让他靠在石狮子上，

一朵乌云在他后面，寓意“宁可站着

死，也不跪着生”，后面的石狮子象

征着中国人民的觉醒；佟麟阁在一

片向日葵地里面倒下，将这种残酷

的现实、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与大地

的美好、英雄人物作为相互对照，给

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开拍前，主创团队在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了一场发布

会，宋哲元、佟麟阁、赵登禹等不少

抗日将领后裔都来到了现场，一些

还健在的29军将士也闻讯赶来，令

摄制组非常感动，深受鼓舞。

尤建华回忆：李前宽、肖桂云当

时年过半百，却依然对电影事业热

情不减。在写《七七事变》的分镜头

时正值6月，天气非常炎热，他们“工

作时赤膊上阵，汗水也打湿了稿

纸”；拍摄中，李前宽发高烧，一边打

着点滴，一边指挥拍戏。肖桂云腿

部骨折，让组里的同志背着上楼，也

不离开摄影棚。

蹉跎岁月正青春

1995年 7月，在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50周年之际，一部由尤建

华编剧，李前宽、肖桂云

夫妇导演的鸿篇巨制电

影《七七事变》在全国上

映，引来五湖四海的近亿

人观看。

这部由北京人策划、

编剧、群演，四分之三场景

在京拍摄的电影，在银幕

上真实再现了中华儿女全

面抗战的历史篇章，彰显

了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如

今，这部电影正青春。

守土有责敢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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