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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红：戏大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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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导演领域，女性是绝对的少数
派，她们中的佼佼者可谓巾帼不让须眉，优
秀的女导演们带着对电影的满腔热忱，勇
敢地闯入这方历来由男性主宰的世界，同
时也凭借着自身的才华和女性特质，为影
坛增添了一抹别样的亮色。

跟着改革开放的脚印一直走到今天，
李少红无疑见证了整个四十年的过程。上
世纪80年代，她拍戏，经历了电影制片厂最
早的体制改革，自己找投资，也经历了市场
化，例如《红粉》是当年第一部票房分账的
国产影片，拍《雷雨》的时候，李少红成为国
内最早转型拍电视剧的电影导演之一，“能
慢慢和这个时代一起发展和进步，我自己
收获很大，这几十年也真的很充实。”

每拍一部历史剧，李少红就沉浸在古
往今来的历史海洋里，她说自己太享受将
想象中的世界具象化的过程，正在紧密拍
摄的《大宋宫词》片场里，她是最有活力的
那个人，跑上跑下，讲戏思考，很多人都说
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她只淡淡地认
为“拍戏能让我快乐，拍好了就很开心”。被
问到这么多年有什么迷茫，她笑说“拍不好
心情就不好，睡不好觉、没吃上饭之类的事
情，现在的我一拍戏就不想有其他事来纷
扰自己，这些年感觉自己心更沉静了。”她
淡淡一笑，扶扶眼镜，“我拍戏的标准是，拍
出来的戏大家不后悔，观众看了觉得满足，
台前幕后的人愿意一直拿出来看，说出这
个作品不丢人，对我来讲，这样就足够了。”

报考北影改变人生

“如果不当导演，我应该是一名医生或
者护士，还是检验科的（笑）。”改革开放前，
李少红还在南京部队医院工作，恰巧遇上
1978年恢复高考，她想着不管什么大学，只
要能上就满足了，“本来我准备考医大，但
有个同学给我看了人民日报文艺版的一个
广告栏，写着北京电影学院（后简称北影）
招生。我妈妈就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我同学
问我，你妈妈不是学电影的吗？就这句话启
发了我。”李少红有了学电影的想法，但还
是对自己充满怀疑，就连从事拍电影的母
亲也认为她机会渺茫，几万报考考生中只
招收百余人，而女儿什么都没准备。李少红
自己也认为这个决定做得太仓促了，就连
报名都是在最后一天下午才赶上的，没想
到却一举成功。考入北影，这是改革开放对
她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这个选择改变了
她的人生。她与陈凯歌、张艺谋等人成了同
学，其后成为了第五代导演的中坚力量，而
李少红，无疑是影响力最大的女性导演。

外号“女人比男人更凶残”

李少红笑着说，因为自己是干部子弟

出身，大学时是班上的“女贵族”，巨蟹座慷
慨大方的性格使然，很多时候出去吃饭都
是她主动掏钱结账。那时班上只有9个女
生，“电影学院不让用电炉子，我们就偷偷
地接线，用粮票去换了鸡和鸡蛋，没有锅就
把脸盆洗干净，拿来做鸡汤，同学们经常一
边聊电影，一边喝着脸盆鸡汤。”提及自己
形形色色的同学，李少红总是津津乐道，她
说陈凯歌似乎永远很文艺，有领袖气质；田
壮壮就比较实际，经常告诉旁人少看书，因
为电影是拍出来的，而不是看出来的。她说

这些同学对她影响都很大，自己是比较“默
默无闻”的那类人，但李少红在班上的外号
却是“女人比男人更凶残”（1967年英国电
影名），“我们当时习惯用电影来起外号，这
个名字很逗的。后来我确实也拍了《银蛇谋
杀案》《血色清晨》，都是讲惊悚、杀人的，当
时还有人说我比男人还要狠，堪比昆汀。”
李少红记得，《银蛇谋杀案》首映是她第一
次走上舞台，当时台下的人不停吆喝起哄，
后来她才知道原来大家没想到导演是女
的，一个矮小的女孩怎么那么凶残？

（小标题）与挚爱组建“流动电影家庭”
李少红拍戏不算早，直到1986年才开

始拍戏，那时张艺谋和陈凯歌都拍了自己
的作品。她比较胆小，老认为自己还不能独
立执导；另外她当时怀孕了，想着女孩子怎
么都该顺其自然去安心生孩子。李少红说
自己最幸运的莫过于在大学最后一年认识
了丈夫曾念平，当时曾念平已经毕业留校
任教，这段佳话在当时还被笑说成“师生
恋”，“当时他是摄影系里最年轻的老师，经
常带着张艺谋、吕乐他们拍戏，后来觉得他
业务水平真不错，很容易沟通。”要做女导
演，自然会面临更多的家庭与工作的平衡
问题，而这一点，李少红得到了曾念平的理
解，“我们都做电影，如果两个人从事行业
不同，可能对方比较难理解你的职业，但他
做摄影，我当导演，一直一起合作，在哪儿
拍戏就把孩子带到哪儿，就像个流动电影
家庭。”就像正在拍摄的《大宋宫词》，她说
曾念平对拍摄的要求比自己更高，经常挑
剔灯光不行、构图不对，“我特别较真，但谁
叫我中了他的毒呗。”

不惑之年斩获柏林银熊奖

回忆自己第一次拍电影，李少红感触
良多，她说当时大家怀着一种艺术创作的
冲动，就像经历了一场初恋，“那种感觉是
不可复制的，最开始没有经验，所有人都玩
命一样去呈现一个东西，一切都不管不顾。
别人看我们每天风风火火、眼泪汪汪，觉得
我们像疯了，但那种感觉不会再有了。”
1988年，她凭借《银蛇谋杀案》崭露头角，此
后的《血色清晨》《四十不惑》接连在国际影
展上获奖。1995年第4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上，李少红凭借《红粉》荣获银熊奖，那时的
她刚满40岁，《红粉》是她的第四部电影作
品，影片成本只有250万元。这次获奖李少
红也极为意外，“当时和我们同期角逐的有
关锦鹏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从制作商还
有各方面资历来讲，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得
奖。我记得王志文、何赛飞、王姬下了飞机
就直奔放映厅，大家就笔直地站着把《红玫
瑰与白玫瑰》看完了，都觉得竞争对手好
强，看完了大家都没有说话。”李少红也认
同电影行业本就偏男性一点，但自己依旧

葆有对这个行业的兴趣，所以能够一直坚
持，“好像艺术这些东西就天然存在，不会
有陌生感。”

至今不敢回看自己的作品

拍了《红粉》之后，电影环境开始变化，
表达变难，找投资更难，李少红不擅长和投
资人打交道，又不想停下当导演的脚步，特
别茫然。自1996年的《雷雨》开始，李少红的
工作重心开始转向电视剧领域，她陆续打
造出了《大明宫词》《橘子红了》等轰动一时
的作品，这些电视剧的反响实在太大了，大
到旁人渐渐都遗忘了她电影导演的身份。
她说自己从未意识到这些作品会变成不断
重播的经典，“那个年代就觉得自己还不会
拍，很多事情不了解，但正因为这样让我更
有兴趣，拍戏是去创造一个世界，这种创造
力是极度吸引人的。”不过，对于自己创造
的经典她还不满足，“我基本不敢回看自己
的作品，偶尔电视上看到就马上换台，总有
心惊肉跳的感觉，有段时间我听到《橘子红
了》的片头曲就想找个地洞钻下去，感觉每
看一回就有不满意的东西。”

始终信奉“戏大于天”

比起早期作品的强烈男性气质，经过
历练后的李少红，其作品开始呈现出明显
的女性视角。如《大明宫词》《橘子红了》等，
都是以女性为主人公，同时站在女性立场
上审视和思考。2010年播出的新版《红楼
梦》，从最初的角色选拔到播出，都引起了
极大的热议，李少红也提携了一批又一批
当红演员，对于外界评论她独具慧眼，她笑
说也有看走眼的时候，“选角有时真是缘
分，我主要是去了解演员，细心观察后，大
概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性格和脾气，怎么
去规避他的弱点，怎么去挖掘生动的方
面。”“不断打磨、做到最好的执着”几乎是
剧组所有人对她的评价。演员刘涛就曾告
诉记者，“少红导演是特别有耐心的精益求
精的导演，她会给演员足够空间发挥，我今
天没达到她想要的状态，她会再给你一天，
不够就两天、三天，直到最好的状态呈现出
来为止。”她在片场始终奉行“戏大于天”的
信仰，“以前那个年代大家都只考虑戏，愿
意献身，拍摄的氛围也单纯，不会去考虑档
期、曝光度和流量，只要戏需要，什么怨言
也没有，玩命地拍，我觉得这种为艺术奉献
的精神真的该传承下去。”她说，每次拍片
就像运动员，无论跑多远，无论之前影片有
多大成就，下一部依旧要回到起跑线上，将
一切归零，“我是导演，不从头拍到尾要干
吗去？我不能想象自己的戏交给别人拍。只
要我还拍得动，还有愿望，就会一直拍下
去。”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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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粉》

《橘子红了》

新版《红楼梦》

《大明宫词》

《银蛇谋杀案》

李少红,1955年7月出生于江苏苏州，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82

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导演，1988年执导《银蛇谋杀案》受到关注，

这是李少红真正意义上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随即获得了独立执导权，后执导《血

色清晨》《四十不惑》《红粉》等片，分别在国际影展上获奖。1998年，执导的历史古

装电视剧《大明宫词》获得第十八届中国电视金鹰节长篇电视剧类优秀奖；2001

年导演家庭伦理电视剧《橘子红了》成为经典。2010年执导电视剧《红楼梦》，今年

正忙于由周渝民、刘涛主演的《大宋宫词》。

前面
的话

.李少红在《大宋宫词》片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