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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寻访，找
不到影片留下的一丝
痕迹

我第一次去象山石浦，是在
1987 年。作为一名老影迷和电影
史 爱 好 者 ， 我 自 然 熟 知 《渔 光
曲》 的剧情，会唱那首凄美悲切
的主题歌 《渔光曲》，知道当年
电影在石浦拍摄的盛事。不过，
那时电影 《渔光曲》 的碟片尚未
发行，有关电影的回忆录也未问
世，我只知道这部影片的一点皮
毛。那年，我在石浦海滨上上下
下走了三遍，试图找到一点影片
留下的痕迹。当我伫立在渔港码
头，吹着海风，看着海涛，耳畔
不由回响起那首由安娥作词、任
光作曲、王人美演唱的同名电影
主题歌：“云儿飘在天空，鱼儿
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渔网，
迎面吹过来大海风⋯⋯”

《渔光曲》 主要讲述了两个
家庭的命运变迁，一家是贫苦的
渔民，海上丧生的徐福、被迫到
渔霸何家作奶妈的徐妻及一对孪
生兄妹小猴、小猫；渔业破产后
兄妹俩流落到上海投奔舅舅，靠
卖 唱 为 生 。 另 一 家 是 渔 主 何 仁
斋，他逼得贫苦渔民没了生计，
自己又到上海投机，而何家少爷
子英幼时喝过徐妈的奶，长大后
奉父之命到国外留学，回国后很
有一展抱负的雄心。

两个家庭分属对立的不同阶
级，但蔡楚生没有对此作简单化
的处理，两家互有交集，子英与
小猫、小猴一起长大，成为好朋
友，他留学归来在上海遇到流浪
的兄妹俩，给了每人 100 元钱救
急，警察却将兄妹当作盗贼抓进
监狱，反而害苦了小猫、小猴。
子英最后也走投无路，改造渔业
的宏图大略不了了之。影片结局
是，何仁斋因投机失败而自尽，
小 猫 、 小 猴 与 子 英 一 起 回 到 故
乡 ， 小 猴 下 海 捕 鱼 时 受 重 伤 死
去，临死前听小猫再一次含泪唱
起了“渔光曲”，影片在如诉如
泣的乐声中结束⋯⋯

这部影片的主创阵容极为强
大。编导蔡楚生，以 《渔光曲》

《一江春水向东流》 等奠定了在
中国电影界的泰斗级地位，1956
年后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音
乐 设 计 聂 耳 ， 曾 为 《桃 李 劫》

《大 路》《新 女 性》《风 云 儿 女》
等名片作曲，一首 《义勇军进行
曲》 更 让 他 家 喻 户 晓 、 名 留 青
史。女主角王人美，是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她
长 得 不 算 特 别 漂 亮 ， 而 是 以 青
春、健康、活泼著称。男主角韩
兰根，当年著名的笑星、丑星，
类 似 于 今 天 的 王 宝 强 。《渔 光
曲》 作词安娥，后来为戏剧界领
袖田汉的夫人。作曲为著名革命
音乐家任光，他于 1941 年皖南事
变中牺牲。

《渔光曲》 1934 年 6 月 14 日
在位于上海北京东路的金城大戏
院 公 映 ， 至 同 年 9 月 1 日 停 映 ，
创 造 了 连 映 84 天 的 最 高 票 房 纪
录 （同年，上海影坛头号明星胡
蝶 主 演 的 《姊 妹 花》， 连 映 60
天），甚至出现了“街头巷尾无
人不谈 《渔光曲》，大家小户无
人不唱 《渔光曲》 ”的盛况，光
是 唱 片 就 在 上 海 卖 出 10 万 余
张。更可喜的是，第二年该片参
加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获第九
名，被誉为中国首部获得国际荣
誉的电影，获奖评语是：“联华
影业公司蔡楚生优越地勇敢地尝
试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与优良性质

底现实主义的描写。”
令人遗憾的是，1987 年我在

石浦寻访时，却没有找到影片留
下的一丝痕迹，最后只好悻悻而
归 。 好 在 几 年 后 我 从 媒 体 上 得
知，1990 年 9 月，象山县和石浦
镇人民政府联合在石浦镇竖起了
人民音乐家聂耳的雕像。1995 年
我再一次来到石浦时，在石浦最
主要的海滨大道上看到了聂耳塑
像，聂耳手拉小提琴，动作洒脱
而稳健。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
席李焕之，为雕像题写了“开路
先锋”四个大字。过了几年，我
又听说在象山东门岛，竖起了一
块 《渔光曲》 拍摄纪念碑——石
浦终于留下了经典名片的印记。

古城景区，滚

动播出口述历史

我对 《渔光曲》 更深入的了
解，得益于电影碟片的发行。虽
然因为拷贝损坏，碟片时长只有
56 分 钟 ， 比 原 片 差 不 多 少 了 一
半，但毕竟能看到 《渔光曲》 的
原貌了。片头有一段字幕：“距
今二十年的东海，充 满 着 云 水
烟 霞 的 东 海 ⋯⋯ 为 诗 人 所 赞 美
⋯⋯ 寄 寓 人 的 生 命 ， 这 大 自 然
的 境 界 ， 不 同 的 人 对 他 作 不 同
的 看 法 。” 黑 白 片 配 上 了 聂 耳
创 作 的 音 乐 ， 时 而 悲 怆 低 回 ，
时 而 急 速 明 快 。《渔 光 曲》 还
不 是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有 声 片 ， 对
白 靠 字 幕 ； 王 人 美 尽 管 是 城 市
书 香 门 第 出 身 ， 却完全变成了
渔家姑娘，她扎着一根大辫子，
摇橹、捕鱼的动作娴熟自如，浑
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同时，我还读到了王人美的
回忆录 《我的成名与不幸》，知
道了 《渔光曲》 的种种逸事。如
象山取镜最多的两个地方，一是
东门岛，二是渔民集中的棚户区
火炉头；剧组人员住在金山、浦
江两家旅馆。由于天气炎热，或
遇 到 风 雨 交 加 ， 摄 制 组 人 心 不
稳，蔡楚生、聂耳便成了稳定军
心的“定海神针”，聂耳不仅在
片中客串了一名落海的渔民，还
在摄制组举办的晚会上，将自己
的 脸 涂 黑 ， 自 称 “ 非 洲 博 士 ”，

又唱又跳，博众人一笑，化解大
家拍摄的艰辛和忧愁。

看完 《我的成名与不幸》 等
回忆录后，石浦海滨大道上的聂
耳 雕 像 已 经 不 能 满 足 我 的 探 究
欲，我决定去东门岛、火炉头看
看：金山、浦江两家旅社还在不
在 ？ 石 浦 古 城 的 台 阶 上 、 门 户
里，是否还留有蔡楚生、聂耳、
王人美的遗踪？

2008 年秋天，我又一次来到
石 浦 港 ， 这 一 次 感 觉 大 不 一 样
了。

从 2003 年 4 月起，石浦斥巨
资改造、建设石浦古城，仅动员
原住户外迁一项就花了两亿元人
民币。2004 年，石浦古城景区初
步建成，景区打出了“一半是海
水，一半是古城”的广告语。一
条 古 街 有 14 个 场 馆 ， 走 进 景 区
大 门 右 拐 ， 第 一 个 场 馆 “ 港 城
沧 桑 ” 里 ， 设 有 《渔 光 曲》 专
室 ， 展 有 电 影 剧 照 ， 蔡 楚 生 、
聂 耳 、 王 人 美 、 任 光 等 主 创 人
员 的 图 片 和 简 介 。 当 年 的 火 炉
头 如 今 已 经 成 为 热 闹 的 街 市 ，
但 展 室 里 有 火 炉 头 贫 困 渔 民 居
住 的 棚 户 模 型 。 令 人 瞩 目 的
是 ， 展 厅 内 循 环 播 放 着 象 山 电
视 台 制 作 的 纪 录 片 ， 其 中 有 一
段 金 山 旅 馆 老 板 儿 子 柯 四 弟 的
珍 贵 视 频 。 当 时 已 年 过 八 旬 的
柯 四 弟 ， 回 忆 了 自 己 10 岁 左 右
时 的 一 段 经 历 。 他 说 ， 那 时 候
人 小 ， 只 觉 得 拍 电 影 热 闹 、 好
玩 ， 跟 着 摄 制 组 跑 来 跑 去 ， 晚
上在房间里听明星们唱歌。他还
清楚地记得蔡楚生、聂耳、王人
美当年住的房间，说聂耳住的房
间光线最差，原因是他要在房间
里冲印照片，等等。象山电视台
抢 救 了 一 段 弥 足 珍 贵 的 口 述 历
史。

那 次 ， 我 们 一 行 还 登 上 游
船，参加了“渔家乐”一日游活
动，兴致勃勃地到浩瀚的大海里
体验“烟雾里辛苦等鱼踪”的意
境。海上游轮一律以“渔光曲 1
号”“渔光曲 2 号”等命名，船
主 是 位 30 来 岁 的 汉 子 ， 脸 色 黝
黑，体格健壮，按年龄算，他应
该属于“小猫”的曾孙一辈。从
闲谈中得知，在石浦，小猫的后
代们早已扔下“爷爷留下的破渔
网”，开创了很多新的事业，我
不由赞叹，“渔光曲”谱出了时
代新曲！

渔光曲影像博

物馆，绘入石浦新蓝
图

2023 年初夏，正值蔡楚生一
行到石浦拍摄 《渔光曲》 90 周年
前夕，我又先后两次来到石浦渔
港，心心念念的仍是寻觅 《渔光
曲》 的拍摄遗踪。

先 到 石 浦 镇 东 北 边 的 东 门
岛，村委会文书小李带我们到村
展览馆参观，《渔光曲》 展板赫
然在目。小李知道我们前来寻找
电影 《渔光曲》 的遗踪，自我介
绍说，她就是当年聂耳居住的金
山旅馆的柯老板的曾孙媳妇，我
一听，马上就对她的先生作了电
话采访。小柯在电话里说，柯四
弟就是他爷爷，他的曾祖父曾留
学日本学习海洋渔业，回来后就
开了家渔业公司。看来蔡楚生编
的故事中让何子英去日本留学，
并非杜撰，而是有生活依据。李

文书熟门熟路，带我们在东门岛
观 光 。 在 海 神 庙 前 ， 我 看 到 了

“渔光曲拍景纪念碑”，下面的题
款是：“东门岛门头山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筹建领导小组 2003 年 9
月 16 日”，哦，正是 《渔光曲》
摄 制 组 到 石 浦 取 景 拍 摄 的 70 周
年纪念日，竖碑者真是有心人！
接着，石浦镇党委副书记沈泳波
安排我参观象山海洋渔业馆，展
馆内容丰富多彩，《渔光曲》 主题
占了半个大厅，有模拟的摄影场
面，大橱窗里不仅有很多照片、
碟片，还有二三十本 《渔光曲》
的 研 究 著 作 ， 包 括 多 种 版 本 的

《蔡楚生传》、蔡楚生研究论著，
王人美的 《我的成名与不幸》 也
在 列 。 沈 副 书 记 笑 盈 盈 地 告 诉
我，有北京来的电影专家，称赞

“这里是全国 《渔光曲》 资料收
集得最齐全的地方”。

次日早上，我到了古城二期
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岑晓
林介绍说，从 2003 年起，古城建
设就将寻觅 《渔光曲》 遗踪当作
一项重要工作。他带我来到金山
旅 馆 ， 这 是 一 幢 上 世 纪 30 年 代
模样的老建筑，久经风霜的墙面
上嵌着“象山县文物保护点”的
牌子。岑晓林打开大门，将经过
修缮的房间一一展示给我看，并
告诉我最下面一间光线不太好的
房 间 就 是 聂 耳 当 年 的 住 处 。 接
着，我们又到位于巡司弄的浦江
旅社。浦江旅社现已开发为一个
精致、干净的民宿，经营者尤先
生告诉我，浦江民宿倾向于艺术
民居，这里现已成为宁波大学潘
天寿艺术学院的实习基地，每年
都有学生到这里住宿、写生，体
味这里特有的艺术氛围。

据岑晓林介绍，石浦旅游的
态 势 很 好 ， 古 城 二 期 建 设 规 划
中 ， 准 备 将 金 山 旅 馆 开 发 成 为

“ 渔 光 曲 影 像 博 物 馆 ”， 植 入 音
乐、电影等元素，供艺术爱好者
体验、研学、游览。

90 年前的历

史照片，留下谜团

多次赴石浦寻访，我一直想
解开一个谜：90 年前，蔡楚生、
聂耳、王人美等一众 《渔光曲》
主创人员，在石浦拍摄期间，留
下了一张神采飞扬、风姿绰约的
合影，这张照片究竟是在哪里拍
摄的？

那天在东门岛村委会，我问
李文书这张著名的照片的拍摄位
置，她看了一阵，说，“好像就在
我们村委会门口呢。”我们马上到
门口的沿港路朝对面的石浦方向
看，90 年前的照片里自然不会有
今天石浦繁华的市景，山色有点
像，但不完全像；傍晚回到石浦
街上，从火炉冲路口往对面的东
门岛和高塘岛看，依然判断不出
照片是不是在这里拍的。

怎么办呢？我想起原单位同
事小郭老师是石浦人，就给她打
了个电话。小郭将此事托付给老
爸，小郭爸爸热心地找了几位当
地文史爱好者，很快回复我：照
片拍摄点是东门岛的门头岩滩，
门头岩滩的对面是胡礁湾。

我赶紧来到门头岩滩。门头
岩 海 浪 滔 滔 ， 与 胡 礁 湾 默 默 对
视。我在这一带流连观望，始终
未 能 找 到 与 照 片 完 全 吻 合 的 位
置。无奈，我又返回石浦古城，
将柯四弟的录像仔细看了一遍，
里面出现了那张著名的照片，下
面 的 字 幕 写 着 “ 摄 于 皇 城 沙
滩”。我顿时来了劲，回程到石
浦 汽 车 东 站 ， 打 的 赶 往 皇 城 沙
滩。匆匆走进景区，从沙滩这头
走到那头，各个角度观察对面的
山势，左边很像，我以为找到答
案了，但右边还是不大像，我又
迷糊了⋯⋯90 年沧海桑田，渔港
昔日的景貌早已不再，但照片背
景中山的形态大致不会变化吧？

苍天眷顾石浦，凭借得天独
厚 的 地 理 优 势 和 丰 富 的 渔 业 资
源，石浦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著
名渔港，成 为 4A 级 旅 游 景 区 ；

《渔光曲》 作为一张亮丽的文化
名片，吸引着有心人不断地寻幽
探胜。聂耳塑像、东门岛及其拍
摄纪念碑、火炉冲、金山旅馆、
浦 江 旅 馆 ⋯⋯ 从 1987 年 至 今 30
余年间，这些 《渔光曲》 的拍摄
遗踪被我一一找到，最后只剩下
一个“难题”，那就是聂耳、蔡
楚生、王人美等在石浦拍下的这
张照片，究竟是谁拍的，拍摄地
点在哪里，珍贵的原始照保留在
哪里⋯⋯这些对我仍是一个谜。
这部 20 世纪 30 年代留下来的中
国 电 影 史 上 的 经 典 名 片 ， 给 我
们 留 下 了 不 尽 的 话 题 ， 相 信 通
过 后 人 的 不 断 探 索 ， 肯 定 还 会
有新的发现。

回望宁波的电影历

史，无论从哪一个角度

说 ， 电 影 导 演 蔡 楚 生

1933 年 9 月携聂耳、王

人美、韩兰根等一众影

片主创人员到象山石浦

渔 港 拍 摄 电 影 《渔 光

曲》，都是一个绕不过去

的重要事件。

时间过去了整整 90

年，当年蔡楚生、聂耳

等人在石浦前后一个月

的活动，给这个东海渔

港烙下的印记，仍是一

个弥足珍贵的话题。

90年前在石浦摄下的这张历史照片里，我们看到了聂耳 （左五）、蔡楚生
（左三）、王人美（左四）、韩兰根（左二）当年的风采。 （资料图片）

1930年代的《渔光曲》海报。

2003年，象山东门岛竖起了“渔
光曲拍景纪念碑”。 （竹潜民 摄）

象山县文物保护点——石浦金山旅
馆，当年聂耳等下榻处。（竹潜民 摄）

石浦海滨大道上的聂耳塑像。
（竹潜民 摄）

《渔光曲》中的王人美和韩兰根。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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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猫、小猴的扮演者王人美 （右）、韩兰根在《渔光曲》中为中国电影史留下了经典镜头。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