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天气 今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偏北风6级阵风7～8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8℃，明天早晨最低气温8℃。 │ 零售价：1元/份 │ 责任编辑：李蔚 版式设计：陈海伟

本报记者 张瑾华

不觉又一年人间四月天。沈芸内心惦记着，今年，是爷爷夏衍诞辰

120周年。

夏衍，出身杭州仁和沈氏，他的旧居，就在严家路50号。

这段疫情肆虐的时光，搞电影研究的沈芸也一直在关注着电影院什

么时候能重新开门，关注着疫情后的中国电影业如何更好地发展。因为

中国电影的发展，也是爷爷生前最牵挂的事。

夏衍，对很多人来说，是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印象最深的，可能是

中学课文中《包身工》的作者，拿摩温、芦柴棒、纱厂女工⋯⋯几十年过

去，你依然还记得里面的那些称呼和细节。为创作这篇中国报告文学

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作，夏衍曾亲自“潜入”日本纱厂，当了两个月

的包身工。

但，夏衍，一生中最浓墨重彩的，是舞台，是银幕。

他开启了中国电影界新路线，是新中国电影文学的奠基者。

夏衍先后以组织者、领导者的身份参与到上世纪中国的历史潮流中：

五四运动、大革命、抗日战争，几乎场场不落。

而他笔下的剧作具有无限的感染力和深刻的洞察力，萦绕着浓浓

的家国情怀。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鲁迅的《祝福》、巴金的《憩

园》、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等名家名著，经他改编成电影剧本后，声

名更盛。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在这个庚子年到来之前，中国电影业或许发展到了当年的电影人夏

衍想象不到的繁荣，但辉煌中亦有隐忧。

当下，历经两个多月停摆的中国电影，又该如何重拾信心，重回正轨。

中国电影很复杂。沈芸记得，爷爷曾经这么叮嘱过她，带着严厉的口

吻。

电影，有时候是抚慰人心的力量。爷爷也曾这样说过。

这些话，就像对中国电影业健康与否的提前警示，也饱含着夏衍对这

个行业健康发展的期许。

春天，是万物生的季节。“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电影也

是如此。

这个春天，不能等，不能消极。行业要自救，创作要跟上，才能重新找

到新的立足点。

几天前，国家电影局宣布，2020 年将继续资助电影精品项目，包括夏

衍杯优秀电影剧本奖的评选、奖励。

重新认识重新认识重新认识
一个出生于120年前，现在有点陌生的杭州人
一个在课本里出现的电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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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天，电影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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