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起，窗外阳光灿烂，开窗，和风拂面。

于是，与妻约定一起去老城区西山走走。一

提到西山，两人不约而同地说起当年的影评

组。

记得童年时西山最令我依恋的便是山

脚下的连环画书铺，每次用一分硬币可以去

那里翻看一本。我和表兄在这里展现的是

专注的神情，还有与书中人物融于一起的童

年憧憬。或许，那就是我的阅读启蒙，也是

我文学梦想的源头。

“文革”期间，西山成为我荒废的青春流

浪、遐想、放歌的地方。记得去黑龙江支边

前夕，几位朋友还相伴着登上四贤亭，放声

高歌。

重回故乡已是多年以后，每次登临，只

为了寻找一份避开尘嚣的清静、安宁。直到

上世纪80年代初，缘起于瑞安市影评组，又

与西山有了多年的亲密接触。那是纯真、奉

献、投入的文艺爱好者组合典型，可以说是

“文革”结束以后瑞安最早的民间文化组织。

整整10周年，在叶尧平先生领导下，成

员有资深的文化界人物，热心的文学青年，

机关、企业的文学爱好者，还有瑞中的文艺

新苗。大家从华侨电影院的宣传栏起步，同

心协力、不计名利，热心于影评创作，并承担

起宣传栏的编排、抄写任务。队伍日益扩

大，作品及影响面日渐扩展，先后在《中国电

影时报》等国家、省、市文艺报刊发表数以百

计的影评文章，编辑印发影评专刊数十期。

1989年秋，我为影评组撰写了专题报告文学

《沉思·面对十米砖墙》，在《温州日报》刊发。

想不到，此文竟然成为影评组最后的总结。

20多年过去了，尧平兄英年早逝，当年

的文友有的远在海外音讯未通，有的奔走他

乡事业发达，有的就职机关担任要职，也有

的退休多年仍笔耕不辍……岁月荏苒，那份

真挚的记忆、那段青春的文学梦，至今仍清

晰地在脑海中积淀。

登上西山，蓝天、艳阳，映衬着绿叶、红

花，彰显一派烂漫。青山依旧在，山花照样

红。可是，去哪里寻找当年那种清纯、痴迷、

毫无功利色彩的文学梦？一份失落，一种惆

怅，在心中浮现。

当年影评组的兄长们，年轻的文学伙计

们，在这绚烂时光里，无论你身在何方，唯有

送上一份深情祝福。让我们共同记住那段

美好的时光，记住那段坦荡、真诚、纯粹的文

学梦想。

那逐渐模糊的一年多的瑞安中学春

苗影评组的活动，是我平淡的高中生活里

为数不多的一抹亮色。

春苗影评组在瑞中众多的文艺性社

团和兴趣小组中不算特别突出，但在上世

纪80年代，能经常看到好看的免费电影，

听到有关电影、电视讲座，培养思考习惯

和提高鉴赏能力，对于学生来说，绝对是

极大的吸引力。

年少时，可能是当时娱乐方式匮乏，

我特别喜欢看电影，但由于父母对我学习

看管严格，同时也缺少零花钱，更多则是

自身学习的压力，并不能轻松自如地经常

去看。加入影评组就可大摇大摆心安理

得去看电影。

当时瑞安电影公司与瑞安中学影评

组有约定，每逢有好电影，即使在当时一

票难求情况下，影评组组员们都能拿到赠

票，组员们写的质量好的影评都能在《瑞

安电影报》或《瑞安报》发表，有的还在《温

州电视》《中国教育报》《银幕天地》等报刊

上发表。这些报刊还会被贴在西山华侨

电影院门口墙壁的宣传栏上，让作者觉得

特有面子。

记得当时我们观看了曾轰动一时的

片子《少年犯》，这是一部描写少年犯罪分

子在学校般的监狱生活中，在“教育、感

化、改造”政策指导下走上正路的故事。

影片采用监狱实景拍摄，选了18名犯罪少

年做演员，以纪实风格写实主义手法逼真

地再现少年犯服刑、改造生活，揭示少年

犯罪的家庭及社会根源。当时这部影片

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全社会都在反思孩子

教育问题，关注失足少年。

于是，我们影评组指导老师施巨欢就

很应景地组织大家到西岘山上的一棵松

树下席地而坐，讨论如何帮助一时掉队的

同学，如何做一个有作为的好学生；最后

布置如何写《少年犯》影评，每个人都要

交。当所有的影评文章都在老瑞中校园

两旁宣传栏里配上电影海报刊出时；当那

长长两大排的宣传栏整版都是影评组的

影评文章，宣传栏前都是攒动的同学身影

时，大家那极力想掩饰却总是不由自主上

翘的嘴角暴露了心里的得意。但不可否

认的是，组员们的妙笔刺激到全校同学的

心扉，想要加入影评组的同学空前的多。

凡事盛极必然衰败，这是自然规律。

因年龄关系，施巨欢老师从语文老师位置

上退隐、直至退休，也因为中国电影业衰

退，瑞安电影院生意萧条，瑞中春苗影评

组在1988年后也慢慢淡出同学们的视线，

直至消失。

将近30年并不漫长的岁月最终变成

遥远飘忽的记忆，高中生活也变成了飘忽

莫测的幻影。往事随风，心似烟……

上个世纪80年代看电影时，虽没有像

现在爆米花、可乐那么多零食陪伴，没有华

美海报的“轰炸”，但在乡电影院看电影的有

趣经历，成了儿时最美好的记忆。

1982年5月，紧挨小学学校的大典下乡

电影院落成后，生意红火，场场爆满。每当

夜幕降临，售票处总是排着长队，时而发生

因插队而打架之事。

我记得，读一年级时，电影院与教室共

用一堵墙。教室隔音不好，电影院那边隐约

传来放映声。革命战士急促而又铿锵有力

的话语、男女主角柔情万千的对白，以及战

斗场面冲锋的枪声炸弹声，听得一清二楚，

使人热血澎湃。同学们个个无心上课，不听

话的脑袋别向影院那一侧，尽管看到的是一

堵严实的墙。

每个暑假我们都会分到“福利”：一叠厚

厚的电影票！于是，在漫长假期里，我们欣

赏了一部又一部影片，如《闪闪的红星》、《地

道战》、《地雷战》、《上甘岭》、《铁道游击队》、

《孔雀公主》、《少林寺》、《妈妈再爱我一

次》……我们尤其喜欢看战争片和武打片。

《孟姜女》是我刚上学那年妈妈带我去

看的。当时这部影片上映时，街坊邻居早早

吃过晚饭，放下手中的活，赶到电影院门口

排队买票，用现在的话讲“排队基本靠挤，买

票基本靠抢”。

这部影片具体情节我大致记得：孟姜女

远赴千里，给丈夫范喜良送寒衣，却得到丈

夫被埋在长城墙根的死讯，于是孟姜女哭啊

哭硬是把长城哭塌了，露出丈夫尸体。孟姜

女假意答应秦始皇纳她为妃的条件，要求秦

始皇披麻戴孝祭奠其夫。得偿所愿后，孟姜

女投海自尽。

记得当时看这部影片时，影片里面的阿

姨都在哭，影片外面的阿姨们也是一把眼

泪，一把鼻涕。观影后几天内，妈妈仍与阿

姨们聚在一起津津有味讨论剧情，个个群情

激愤，义愤填膺，恨不得穿越过去把秦始皇

给手撕了。

其实，让我感到最惬意的事，不是待在

电影院看电影，而是静静地扒着电影院侧

门，往指缝大的门缝里窥影，极大满足了好

奇心。最冒险的事情则莫过于偷偷潜入电

影院蹭电影。

我们惊喜地发现，学校东北面角落有很

大的“bug”，可攀墙爬入电影院。在电影放

映前一两个小时，熊孩子们早早攀墙而过，

然后潜伏到影院最后几排躲起来，这情景就

像做秘密特工般，紧张得要命。当电影放映

后，开心地观看，心里却像做贼似的忐忑不

安，生怕被管理人员查出来，赶出电影院。

如今，电脑、电视、智能手机早已主宰我

们的业余生活，拥有3D功能的电影院也没

有当年火爆。现在回头来追忆少时看电影

的种种趣事，仍觉得极为温馨。

记得浙师大的影评学会，是校内人气

最旺、历史最悠久的社团之一，招牌活动是

一年一度的浙师大电影节，虽然没有明星

到场，却依旧是我们心中的节日。那时，电

影节主要以名家讲座、电影播放、影评撰写

为主，播放的电影根据风格划为不同单元，

既有当下的新片也有老片子，可以用涵盖

“古今中外”来形容。

看过的很多电影如今大都已忘记片

名，大厅及门口的各种电影海报、散场时的

熙熙攘攘却是历历在目。

作为中文专业的学生，上课是常常可

以看电影的，有不少关于电影的课程，如

《电影史》、《电影鉴赏》等，课时总是连排4

节，前两节老师讲，后两节就放部片子看。

给我们上课的一位黄姓老师，尤其喜

欢为我们介绍西方各个时期不同流派的电

影，如超现实主义、新浪潮等。当时观影感

受大抵是艰深晦涩，更谈不上愉悦，虽然都

是在电影史留下浓墨重彩的好片子，可无

论是《一条安达鲁狗》中切割人眼球的怪异

镜头，还是《发条橙》中的暴力犯罪，都令我

们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出课堂。

尤其让人开心的是在浙师大看电影，票

价很实惠，5元、8元、10元不等，最贵的好莱

坞大片也不过12元。这是2005至2009年

间的价格，上映电影几乎与全国院线同步。

电影基本上是在学校大学生活动中心汇报

厅放映的，音响完全不输给如今的影院。

要说起票价为何如此可爱，金华某影

院的院线经理接受校报专访时说，在浙师

大放映电影不赚钱，为什么还要做，因为

要培养观影群体，让大家习惯到影院看电

影。

纵然学校里放映的电影很多，可未必

每每都赶上，因此，校园网上免费的资源就

显得弥足珍贵，数量众多的影视剧，均分门

别类放好，自行下载非常方便，不上课的日

子，室友们各自对着电脑打发半天光阴，轻

松自在。

正如前文黄姓老师所言，生活中有那

么多的路我们没有走过，有那么多的事没

有经历过，看一部电影，跟着故事中的人一

起走一段，或荡气回肠或困顿彷徨，或阳光

明媚或黑云压顶，都是滋润心灵的养分。

这些养分，让我们距离精神饱满、气质纯粹

更近一步。在浙师大看电影，如此美好。

愿能再度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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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勋

忆西山影评组

坦荡真诚的文学梦
■姜林娜

忆瑞中春苗影评组

心安理得免费观影

■胡燕燕

忆在大学看电影

愿能再度重温■余盛强

忆儿时看电影

最美好的记忆

编者按：上世纪80年代，我市电影业盛极一时，瑞安市业余影评组、瑞中春苗影评组也因此先后成立。然而随着电视、录像的兴起，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市电影业逐渐衰

退以至于沉寂。近年来，随着电影业步入院线时代，到影院看一场大片又成为现代人惬意的精神享受。瑞报将顺势而为，即将组建副刊影评组，开辟影评版。今天，让我们先来回忆与

电影有关的旧事，借此，也诚邀影评爱好者加入我们副刊影评组。联系电话：65818102（下午上班时），详情请扫一扫二维码，关注人文瑞安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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