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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电影文化遗存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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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拷贝是电影文化遗存的核心
元素，三年多前，陈红龙通过拍卖，购
买了某电影公司清理库存出售的1.6
万余部老电影拷贝。这批电影拷贝大
部分是35毫米的，也有部分16毫米和
8毫米的，既有国产片，也有译制片。
为把拷贝运回来，陈红龙仅运费就花
了二三万元。这批拷贝使他的光影藏
品形成完整系列，成为名副其实的“光
影宝库”。

陈红龙说，上世纪90年代，国内许
多电影公司改制，近年来，电影数字化
升级，电影传统体制和格局发生重大
变化，许多珍贵的电影拷贝、放映器材
和与此有关的文化遗存日渐散失、湮

灭，目前是抢救电影文化遗存的重要
历史窗口期。他如此定义自己的行
为：“我们就像是串珍珠的人，把散落
在各地的老电影资料收集起来，汇聚
成一个浩大的电影资料宝库，然后把
它们留给后人。”

前几天，陈红龙带着“康城老电影”
的阿梁、老放映员胡渭泉和谈祥耀，到
他的临时库房取拷贝。临时库房是一
间七八十平方米的半地下室，打开库
门，一股酸甜的老胶片气息扑面而
来。地上到处堆放着数不清的拷贝铁
箱，堆叠足有二三米高。

陈红龙对他们说，电影公司没有提
供拷贝清单，拷贝运来后，他也没时间

清点整理，你们要拷贝只能自己找。
因没有合适的存放场所，拷贝堆放在
这租来的临时仓库已经三年多了。

现状令人担忧：许多铁盒（箱）锈迹
斑斑，有些已不能看出片名。胡渭泉
和谈祥耀爬到堆积如山的铁箱顶上，
找出几个16毫米拷贝铁盒，有的拷贝
已发硬、板结。折腾半个多小时后，总
算挑出13部拷贝，因“堆压严重，无法
挑选，只能拿到什么算什么”。

胡渭泉说，保存电影胶片的基本条
件是避光、阴凉、通风、干燥，再加必要
的消防设施。这个密不通风的临时仓
库显然严重不达标。当务之急，是把
所有拷贝清理一遍：开箱取出拷贝，倒

一次片，让胶片通风透气；断片和已损
齿孔进行修补剪接；箱体油漆保养，标
上片名，登记造册；选择符合条件的安
放场所，切实进行保护，如果继续维持
现有状态，后果不堪设想。

陈红龙说：“我们二十多年耗巨资
收集的珍稀电影遗存，既属于我们夫
妻，也属于国家和后代。我们想千方
百计保护好这些遗存，进一步开发利
用这些资源，这也是我们愿意为‘康城
老电影’无偿提供拷贝的原因。如今
保护1.6万部老拷贝迫在眉睫，但已远
超我们的能力。企盼文化部门和有识
之士援手参与，共同做好保护和开发
利用工作。”

■洞见

一是，迷茫时读书。
每当我有困惑的时候，总会想起一位

作家讲述的经历。生孩子后，她的婆婆从
老家过来帮忙。思想的代沟、性格的差
异，让她们摩擦不断。

有一天，她在书中看到一句话：人的
烦恼一半来源于自己的生活被侵犯，另一
半来源于想侵犯他人。当时便有了醍醐
灌顶的感觉，她自省：当抱怨别人不在意
我们时，我们又何尝在意过别人的感受
呢？带着这样的想法，她与婆婆相处时就
多了些理解和包容。

此后，再遇到生活中的问题时，她总
是会去书籍中寻找答案。她把从书中学
到的道理记下来，尝试用更加智慧的方式
看待生活。读书让她的心胸开阔了，计较
的东西就少了。

越是感觉迷茫的时候，越要学会抽出
身来，静心多读书。你读过的书，会在某
一时刻帮你找到生活的出路。

二是，难过时运动。
一位网友曾分享自己靠运动走出困

境的故事。四年前，事业爱情双双受挫，
他备受打击，每天都活在对自己的否定
里。他的朋友看不下去，强迫他去运动。

一开始他是不情愿的。但是一次运
动之后，他的心情居然莫名放松了，好像
积攒在心里的苦闷，都随着汗水排出去
了。从此，运动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他说，坚持运动给他带来的，更多的
是一种自我升华。他慢慢从懒惰走向勤
奋，克服了拖延症，在运动中结交的朋友
还为他带来了新的机遇。

开始运动，永远不晚；坚持运动，终有
收获。

三是，低谷时沉淀。
小张在一家公司做普通职员，靠着自

己的吃苦耐劳，终于当上公司副总。可就
在他事业高峰期，公司却因为各种原因破
产了。

失业后，再次找工作屡屡受挫，他甚
至去尝试跑长途货运。经历了从云端跌
至谷底，换作任何人都可能会有情绪。但
他不气馁、不抱怨、不诉苦，默默努力。经
过不断尝试，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出
路，成为了一名畅销书作家。

人在低谷时，要学会沉淀自己。路要
自己一步步走，经历风雨，才能见到彩
虹。

四是，独处时自省。
曾读到一位年轻人的故事。他早早

功成名就，出入于繁华街区，供职于顶级
公司。最初，忙碌的生活确实让他感到很
兴奋。可是，随着时间推移，他越来越不
快乐，他总觉得自己只是在盲目地狂奔。

斟酌后，他推掉了过多的工作，拒绝
了不必要的应酬，多腾出一些属于自己的
时间，做想做的事。他发现自己很享受这
些独处时光，也在这样的独处时刻看清了
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所以，不妨多给自己留些独处的时
间，与内心来一场促膝长谈，沉下心来审
视自己、正视生活。

成功源于习惯，习惯源于日常。每天
看书，坚持运动，持续自省，这些微小的习
惯会带你去到更远的地方。愿你在好习
惯中，找到更加丰盈的自己。

丰富自己的
四个好习惯
请逼自己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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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渡江侦察记》是上世纪50年代的，很稀有，绘画印刷都很
精美；这幅《普天同庆》更了不得，被称为新中国电影海报第一珍……”

电影进入数字化时代后，胶片电

影拷贝及与此有关的许多遗存，正逐

渐淡出人们视线。笔者最近接触到一

些钟情老电影的人们，他们为保护老

电影文化遗存所作的努力和展示老电

影魅力的情怀，令人感动和钦佩。

今年中秋节，德清几名退休电影放
映员组成“康城老电影”，为当地居民放
映16毫米黑白故事片《蚕花姑娘》。德
清籍导演阿年看到相关报道后称，“有点
小感动”。国庆节，他专程到德清，陪伴
老电影人到小山村放映《洪湖赤卫队》。

阿年得知“康城老电影”缺少16毫米
拷贝片源，马上联系丽水的朋友陈红龙、
陈红艳夫妇。陈红龙夫妇得知他们有共
同的老电影情结，立即同意为“康城老电
影”不限量无偿提供老电影拷贝片源。

“康城老电影”的老放映员胡渭泉

说，他们曾在网上寻找16毫米拷贝片
源，每部价格都在千元上下，质优的二
三千元，亦不乏五六千元甚至更贵的。
陈氏夫妇承诺不限量免费出借，令他们
很感动。

陈氏夫妇是老电影收藏达人，二十
多年来，陈氏夫妇已收藏中外老电影海
报四万多张、老电影拷贝一万六千多
部、电影拍摄（翻译）台本近千本、自创
刊号至今的全部《大众电影》，以及民国
以来的数以千计的各种电影资料，外加
电影摄影机和数十台（架）放映机，藏品

质量之高、数量之巨大、品种之丰富，令
人叹为观止。

“这些老电影啊，承载着很多人的
共同记忆。”陈红龙说，他们的老电影情
结多半是从儿时培植起来的。

陈红龙1962年出生在缙云县壶镇，
他家附近有家放电影的大会堂，儿时最
开心的就是能隔三差五看一场电影。

“我家兄弟姐妹多，父母工资低，很
难得花钱看一两场电影，一张小孩票虽
然只要二三分钱，但还是经常没钱买
票。有时矮下身子，跟在大人身后混进

去。为了看电影快结束时的免费‘尾
声’，经常眼巴巴等半天。如果碰到可
以看露天电影，那简直就像过节一样开
心。那些年放映《闪闪的红星》，我和小
伙伴辗转附近各个小乡村，连续看过十
多遍，许多台词都能稔熟背诵。”

陈红龙儿时最大的愿望是长大了
当一名电影放映员，可以天天看电影。
读初中时，他用硬纸板自制了一架幻灯
机，手绘了上百张玻璃幻灯片，用两节
电池、一颗电珠当光源，引来许多小伙
伴一起看他的幻灯“电影”。

后来，由于工作忙碌生活压力增大，
陈红龙慢慢远离了电影。上世纪90年
代中期，一次他到外地出差，被一家古董
店里二三十张老电影海报吸引了眼球。
这批海报中，有《枯木逢春》《南征北战》
《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脍炙人口的老
电影。看到这些印制精美、承载着童年
记忆的艺术品，他掏出半个多月工资，买
下了这些海报。

陈红龙的阔绰出手虽然造成当月家
庭经济状况窘迫，妻子陈红艳却并没有
责怪丈夫，因为她看到这些熟悉的电影
海报，同样激活了蛰伏已久的红色电影
情结。

从此，夫妻俩到外地出差、开会，只
要有空余时间就逛收藏品市场，这个时
期，他们的收藏重点是电影海报。

陈红龙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
影海报都是著名画家手工绘制，色彩和
线条都非常精美。每部电影海报印数都
不多，属于非卖品；电影放映期间宣传张
贴，属于消耗品，留存下来的数量很少，

因此尤显珍贵，有的甚至成为孤品。
1996年以后，夫妻俩收入有了一些

提高，为收藏优质海报创造了更好的条
件。而随着网络普及，陈红龙在收藏界
也有了一些名声，许多藏家主动联系他，
向他推荐珍稀藏品。这个时期，陈红龙的
收藏品数量和质量都上了一个大台阶。

陈红龙目前收藏的精品海报中，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电影局发行的大
一开经典电影海报200多幅；有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发行的电影海报3000多幅，
其中拥有大量的精品、珍品、孤品，如《走
向新中国》《方珍珠》《南征北战》《刘胡
兰》《赵一曼》《鸡毛信》等。还有一张对
海外发行、由田华主演的《白毛女》海报，
十分罕见。陈红龙收藏的许多电影海报和
电影资料填补了中国电影博物馆藏品的
空白。

2005年，纪念中国电影100周年时，
丽水市档案局专门为陈红龙举办了一次

“电影海报展览”，还精选部分海报汇编成
册。鉴于陈红龙保存海报条件的局限性，

经协商，绝大部分海报寄存于丽水市档案
馆的专业库房内。

陈红龙向笔者展示了他收藏的一些
精品：“这幅《渡江侦察记》是上世纪50年
代的，很稀有，绘画印刷都很精美，纸张虽
已泛黄，视觉冲击力仍很强大。我找了十
多年才淘到。”

“这幅《平原游击队》也很稀少，也是
寻找了十几年才从朋友处挖到。”

“这幅《普天同庆》更了不得，它是庆
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黑白纪录片的海报，
被称为新中国电影海报第一珍，国内目前
还没有发现第二幅，堪称孤品。”

随着收藏经验和经济能力的增长，
陈氏夫妇慢慢把收藏范围延伸到与电
影有关的其他遗存：《大众电影》和各种
画报、电影拍摄台本、电影摄制和放映
器械、电影拷贝及与电影有关的其他藏
品。

陈红龙把上千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电影拍摄（翻译）台本整齐地码在桌子
上，令人大开眼界。拍摄台本又叫分镜

头台本，是导演拍摄电影时的依据，电影
拍摄完成后，拍摄台本由制片厂存档，相
当于某部电影的拍摄档案。

陈红龙收藏的台本中，有许多或大
名鼎鼎或耳熟能详的电影：民国时期拍
摄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
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型音乐史诗剧《东方
红》，故事片《南征北战》《地道战》《智取
华山》《铁道游击队》等；外国电影《列宁
在1918》《流浪者》《安娜·卡列尼娜》《箱
根风云录》《被开垦的处女地》等。

陈红龙收藏了自创刊号至今的全部
《大众电影》，还有一些民国时期电影演
员的照片和剧照。尤为难得的是，他的
藏品中有著名电影演员王晓棠和秦怡
分别在上世纪80年代写给著名导演岑
范的两封亲笔信。藏品中还有一架上
世纪40年代产于日本的8毫米电影摄
影机，体积只比香烟盒大一点点。电影
放映机数量虽不多，但型号分别有35毫
米、16毫米和8.75毫米，涵盖了所有基
本规格。

那些拷贝啊，怎么办

这些老电影啊，承载着那么多人共同记忆

一张张老海报，勾起一颗收藏心

■陈慈林

《普天同庆》是陈红龙（左）和陈红艳（右）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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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电影台本

“康城老电影”挑选老拷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