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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影 长 河 中 的 永 恒 追 忆

▲周民震。 资料图片

少年立志：龙城中学的红色启蒙

1932年，周民震出生于广西鹿寨县的一个
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周公谋是日本早稻田大学
硕士，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同时，也是一位诗人；
母亲出身中医世家，毕业于广州女子师范学校，
是一位才艺双全的家庭主妇。在家庭浓厚文化
氛围的熏陶下，周民震自幼便对文学产生了浓
厚兴趣。父亲在家中吟唱自己创作的诗歌，母
亲讲解古文，这些都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
了坚实基础。

1946 年，未满 14 岁的周民震考入广西柳
州龙城中学。这所创办于 1935 年的学校，由
思想进步的教育家高天骥创立。高天骥积极
改革教学，倡导民主办校，允许各类进步思潮
在校园内讨论。学校公开演出抗日话剧《塞上
风云》《魔窟》等，还支持、资助学生秘密奔赴延
安投身革命。

在龙城中学，周民震深受进步思想的熏陶，
积极参加由地下党员陈光等人领导的进步活
动。陈光的教诲与赠言，让周民震坚定了为社
会进步而奋斗的决心。课堂上，陈光讲述巴黎
公社起义、俄国十月革命、“二七”大罢工等故
事，激发了少年们的爱国热情。陈光还单独指
导周民震和周民霖阅读高尔基的著作《母亲》，
引导他们思考社会的不公与人民的苦难。在陈
光的鼓励下，兄弟俩开始大量阅读进步书籍，为
日后的革命活动筑牢思想根基。

1947年 10月，15岁的周民震和同学们共
同成立了“奔流社”，并被推选为社长。“我们要
通过文学，唤醒更多的人。”周民震在成立大会
上坚定地说道。“奔流社”成员们以笔为武器，

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抨击当局的反动腐败，
揭露社会黑暗，表达对解放区新生活的向往。
他们出版的油印刊物《奔向太阳》，在学校和社
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然而，这份刊物很快被国
民党当局取缔。面对压力，周民震毫不退缩：

“我们热爱文学，文学也能成为反抗压迫的有
力武器。”

1948年 7月，周民震正式投身地下革命工
作，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同年 10月，周民霖
加入地下组织“广西爱国民主青年会”。1949
年 1月，未满 17岁的周民震经地下党员老师丘
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特殊的“不
到年龄党员”。同年3月，年仅15岁的弟弟周民
霖也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我们年纪虽小，但
心中只有一个坚定信念：跟着共产党走。”周民
震回忆道。在党的领导下，兄弟俩秘密组织学
生运动，传播进步思想，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战火青春：在革命斗争中淬炼成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民震和弟弟
周民霖面临人生重大抉择。当时，父亲在香港
为他们安排了舒适的生活，甚至规划好了赴美
留学的道路。但兄弟俩毅然拒绝，选择与家庭
决裂，投身革命。

“你们真的要走这条路？”父亲周公谋严肃
地问道。“是的，爸爸。我们已经决定了。”周民
震语气坚定地回答。“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吗？这意味着你们将失去舒适的生活。”父亲的
声音略带颤抖。“我们明白，爸爸。但我们更清
楚，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周民震说
道。“你们还年轻，不懂事。去香港，去美国，你
们会有更好的未来。”父亲试图劝说。“不，爸
爸。我们已经长大，有自己的信仰和追求。我
们不能看着祖国受苦，自己却贪图安逸。”周民
霖补充道。最终，兄弟俩坚定地踏上革命道路，
加入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参与武装斗争，迎接新
中国的诞生。

在游击队中，周民震担任中队政治指导
员，参与了融水县城的解放战斗。在艰苦的环
境下，他和战友们与敌人顽强作战。一次战斗
中，部队被敌人包围，面对猛烈进攻，周民震和
战友们毫不畏惧，利用地形优势展开殊死搏
斗。周民震腿部不幸受伤，但他仍坚持指挥战
斗，直至取得胜利。1951年 3月，周民震奉命
带领连队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38军，奔赴
抗美援朝前线。战场上的残酷景象和战士们
的英勇表现，深深触动了他，也为他日后的创
作积累了宝贵素材。

文学之路：从苗山生活到银幕佳作

195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周民震踏上
电影文学创作之路。电影艺术家夏衍来南宁讲
学，周民震在报告中听到“电影文学剧本”这一
新鲜词汇，深受触动。当晚，他找到夏衍，表达
了自己创作电影剧本的强烈渴望。“哦？你有故
事吗？”夏衍微笑着询问。“有。我有一个关于苗
族青年和壮族青年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前夕，
他们遭受山霸残酷迫害，后来联合起来与敌人

斗智斗勇，最终报仇雪恨。”周民震详细讲述了
这个故事。“很好，很有意思。生活是创作的第
一源泉，你要多深入生活，体会人民的真实情
感。”夏衍鼓励道。周民震感激不已：“我会的，
夏先生。谢谢您的指导。”

为创作《双仇记》剧本，周民震深入融水苗
山，与苗族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三个多月，还体
验了独特多彩的苗年。在苗山期间，他参与日
常劳作，了解苗族风俗习惯，学会吹芦笙、跳踩
堂，与苗族同胞建立了深厚情谊。这些亲身经
历为剧本注入了鲜活生命力。《双仇记》发表后，
周民震并未停下创作脚步。为写好剧本，他再
次深入苗山，采访众多复员军人和当地群众，了
解他们的生活与困难。后来创作了电影剧本

《苗家儿女》，讲述了苗族复员军人回乡，带领群
众疏通河道，实现粮林双丰收的故事。剧本被
著名导演陶金看中并投入拍摄，成为广西电影
人创作的第一部电影。影片上映后，受到观众
热烈欢迎，周民震也在电影文学领域崭露头角。

文化担当：推动广西电影走向辉煌

1984年，周民震担任广西文化厅厅长，任
职期间大力推动广西电影制片厂发展，助力出
品《周恩来》《血战台儿庄》等多部具有深远影响
的影片。其中，《血战台儿庄》的拍摄意义非凡。

1985年，广西电影制片厂计划拍摄反映国
民党正面抗日的电影《血战台儿庄》。在当时，
这部电影的拍摄面临诸多风险，涉及两岸关系
敏感问题。但周民震凭借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强
烈的文化担当，决定支持拍摄。为确保影片质
量和影响力，他亲自参与剧本审阅和修改，多次
与导演杨光远、翟俊杰探讨拍摄细节，提出许多
建设性意见。

电影拍摄完成后，周民震邀请广西壮族自
治区党委常委及相关领导审片。审片过程中，
多数领导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部史诗级
战争大片。但也有少数同志担心影片会触及两
岸敏感关系，影响两岸关系缓和。为争取更多
支持，周民震在《中国电影报》等报刊发表公开
信，详细阐述电影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呼吁各界
支持影片拍摄和公映。他指出，影片不仅展现
了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英勇表现，还为两岸
关系缓和搭建了桥梁。

1987年，《血战台儿庄》在海内外公映，引
起巨大轰动。影片斩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百
花奖”，以及文化部特别奖——“抗战奖”，还被
评为新中国“百部爱国主义教育片”。更重要的
是，它构建了海峡两岸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桥
梁，促进了两岸同胞的交往与沟通。台湾当局
购买电影拷贝版权，在当局高层内部放映，产生
热烈反响，有力冲击了当局“不接触、不谈判、不
妥协”的大陆政策。作为大陆首部正面宣传国
民党抗日事迹的影片，《血战台儿庄》具有不可
忽视的历史意义，彰显了中华民族在抗战中的
团结精神，为两岸关系缓和作出重要贡献。

终身成就：铸就电影编剧的传奇篇章

周民震一生创作20部电影文学剧本，13部
被成功搬上银幕。他的作品思想内涵深刻，民
族文化特色鲜明。2017年，他荣获中国电影编
剧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的最高赞誉。

1979年，周民震创作电影剧本《甜蜜的事
业》，以喜剧形式反映“重男轻女”社会问题。
为写好剧本，他深入南宁石埠，了解当地糖业
生产情况，采访众多糖厂工人和农民。电影上
映后，引发广泛社会反响，其中的歌曲《我们的
生活充满阳光》《我们的生活比蜜甜》等成为经
典，传唱至今。

周民震不仅是优秀编剧，还是电影艺术的
探索者和实践者。他在创作中不断尝试新的表
现手法和叙事方式，提升作品艺术感染力。他
始终坚信“生活是创作的第一元素”，强调创作
者深入生活才能创作出真实、生动的作品，这一
理念贯穿其整个创作生涯。

他的作品融入丰富民族文化元素，如苗族
芦笙舞、壮族山歌对唱等，不仅增强了电影艺术
表现力，还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多元文化。同时，
他的创作紧密关注社会现实，反映时代精神，传
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激励观众为美好生活努
力奋斗。

怀旧中的甜蜜回忆：往昔岁月的珍贵印记

晚年的周民震回忆人生经历，感慨万千。
他曾在我的采访中，多次回忆在大苗山与苗族
人民建立的深厚情谊，以及广西剿匪战斗中的
艰苦岁月，在回忆中寄托对过去的怀念与对未
来的希望。

“在大苗山的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难忘
的时光。”周民震回忆道。他曾在大苗山雨卜寨
居住三个多月，与苗族人民结下深厚情谊。他
和苗族青年一起吹芦笙、跳踩堂，深入体验苗族
生活。离开时，苗族人民依依不舍，数十位苗族
青年一直将他送到寨子外的六甲河边，河边那
块平台式巨石见证了他们的深情厚谊。“每次路
过‘断肠石’，我都会坐在上面，寻觅和回味那咸
咸的、甜甜的、已渗入巨石中的点点泪痕。”多年
来，周民震 7次回到寨子探望朋友，每次路过

“断肠石”，都要坐在上面回忆往昔。这段充满
酸甜苦辣的经历，在他心中却有着难以言表的
甜蜜，是人与人之间真挚情感酿造的“蜜酒”，是
民族情谊绽放的“奇葩”。

20世纪50年代初，周民震参与广西剿匪战
斗。为消灭狡猾的残匪，部队采取“远距离奔
袭”战术，常常通宵急行军 100多里，中途不能
休息，还要绕山道，且不能埋锅造饭，以免惊动
敌人。1950年初冬的一个夜晚，周民震所在连
队奉紧急密令，从融水和睦镇连夜奔赴罗城龙
岸乡，必须在拂晓前赶到，突袭韦家恩股匪。任
务艰巨，作为连队政治指导员，周民震始终以身
作则，带领战士们成功完成任务。他回忆道：

“当时我就在想，人生最幸福的事是什么？能站
一会儿就是奢望，连坐一下都不敢想，更别提躺
了。因为站一分钟就能眯一小会儿，缓解疼痛
难忍的腿脚。但那会儿，站一下都是奢侈。现
在躺在沙发上回想那段经历，心里满是战胜艰
苦岁月的喜悦、骄傲与得意，还有当下的甜蜜。”

晚年生活与精神传承：余晖照亮文化之路

周民震的创作生涯跨越60多年，作品题材
丰富多样，涵盖革命战争、民族生活、历史事件、
现代生活等多个领域。这些作品不仅反映时代
变迁，还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生活是创作的第一元素。”这是周民震始
终坚守的创作理念。无论是《苗家儿女》《春
晖》，还是《甜蜜的事业》，他都通过亲身经历和
深入采访积累素材。“每次创作前，我都会深入
生活，与当地人民同吃同住，了解他们的生活和
情感。只有这样，作品才会有血有肉，充满生命
力。”周民震回忆创作经历时说道。

他的作品在展现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借
助电影这一现代艺术形式，实现民族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作品中融合壮、汉、苗等民族文化元
素，以及抗战精神、革命情怀，让更多人领略到
中国多元文化的魅力。“我希望通过作品，让更
多人了解各民族文化，并将这些文化传承下
去。”周民震谈及创作理念时说道。

作为电影艺术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周民震
在创作中注重与团队沟通协作，不断尝试新手
法、新叙事，追求作品最佳艺术效果。“电影是一
门综合艺术，需要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等多方
面共同努力。”他说道。

离休后的周民震，依然心系文化艺术事
业。作为广西中华文化促进会创会主席，他密
切关注广西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积极为政府和
相关部门建言献策。他多次提出加强文化艺术
基础设施建设、培养文化艺术人才、推动文化产
业发展等建议，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

2017年获得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后，
年事已高的周民震仍关心中国电影发展，为年轻
一代电影人提供指导和帮助。“希望他们深入生
活，关注社会现实，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精神的
作品。同时，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让中国电影
走向世界。”这是他对年轻电影人的殷切期望。

周民震用一生书写传奇。从少年时期树立
革命理想，到青年时期投身文学创作，再到中年
为电影事业拼搏，以及离休后致力于文化传承
与创新，他始终以饱满热情和坚定信念诠释着
信仰、担当与艺术。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中
国电影史册上，成为后人敬仰的楷模。

（作者系广西中华文化促进会副秘书长）

——周民震与他的电影传奇

每到清明时节，心中总会泛起一股哀
伤，那是对逝去亲人深切的眷恋与无尽的
缅怀。而今年，在这个特殊的清明节来临
之前，我怀着无比崇敬与感激的心情，参
加了多场缅怀活动，深切追思于今年 1 月
28日离世的著名剧作家周民震先生。

作为曾经多次采访过他的记者，我深
知，他的一生就是一部充满传奇的电影，每
一个镜头都闪耀着理想的光芒，每一帧画
面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

周民震祖籍广西鹿寨县，是《甜蜜的事
业》《春晖》《心泉》《彩桥》《远方》等众多电影
的编剧。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创作并发
表了20部电影文学剧本，其中13部被搬上
银幕，在国内外公映。他的一生与文学和电
影紧密相连，从战火纷飞的年代一路走来，
用文字和影像记录时代风云变幻，展现中华
民族的坚韧与伟大，为中国电影事业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成为壮族人民的骄傲，
在中国电影史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2017年，周民震荣获第三届中国电影编剧
终身成就奖。颁奖词给予他高度评价：他是
壮族儿女的骄傲，以剧作将广西勤劳善良的
各族人民介绍给世界。 ——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