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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这一声 跨越百年怒
吼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

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
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

今天，我们坐牢了，
坐牢又有什么稀罕?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

这首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是革命烈士、怒吼
剧社成员何敬平于1948年夏在渣滓洞监狱写
就。他在诗中抒发了以怒吼剧社成员为代表的
所有革命志士、爱国人士们的壮志豪情和与敌人
斗争到底的决心。

回溯历史长河，探寻怒吼足迹

《怒吼》取材于1937年9月成立的重庆市第
一个业余话剧团体——怒吼剧社。郑正介绍到：
“当时，怒吼剧社演出收入除维持剧社正常运转
外，全部捐给抗战一线。”通过表演《保卫卢沟桥》
《放下你的鞭子》《安魂曲》《牛郎织女》等剧目，剧
社开启了重庆戏剧新纪元。如电影宣传语“怒山
河破碎戏为炮，吼世界疮痍剧作刀”所说，剧社成
员们以戏剧为武器打击敌人、教育群众，在抗日
战争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剧方通过查阅史料、回忆录等方式，深入挖
掘革命故事，赓续红色血脉。“胡世合惨案”便是
在影片中被浓墨重彩展现的历史事件之一。电
力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胡世合因纠正国民党特
务的偷电行为而被活活打死，这一事件成为引发
工人群众反抗的导火索。怒吼剧社接收到中共
中央南方局的决策指导，发动了近20万重庆群
众发起游行来捍卫工人合法权益。国民党当局
迫于压力枪毙了偷电特务，这是一场人民群众在

党的带领下取得的胜利。片中还重现了鲜为人
知的“护厂运动”。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
已经溃不成军，策划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企图
给共产党留下一个“烂摊子”。为阻止国民党残
余势力进一步造成公共财产和基础设施的损坏，
保证城市工业的正常运转，各电厂、水厂等单位
的职工自发组织护厂运动，用生命谱写了悲壮的
诗篇。

信念承载着希望，热爱传递出梦想

从处女作《歌者》到如今的《怒吼》，对电影的
热爱与忠诚驱使郑正不断向前。由于大学在影
视工程系学习，丰富多彩的教学课堂使郑正的视
野极大地扩展开来，郑正对电影的关注也从好莱
坞大片等火爆作品延伸为世界范围内各式各样
的优秀电影。

“多元化的电影世界像万花筒一般令我深深
着迷，在刚刚领略到电影魅力的那段时间里，从
VCD到DVD，我前后买了三四千张来观看，渐渐
地便有了用影片来表达思想的欲望。”

用郑正的话来讲，从影片欣赏者到表达者是
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以前拍电影与如
今的全媒体时代大不相同，不仅拍摄条件十分艰
苦，入门的门槛也很高。拍摄《歌者》时，作为导
演的郑正、制片人、演员等剧组人员都是初出茅
庐的电影新人，拍摄过程充满了未知与挑战。虽
然万事开头难，但只要坚定信念、齐心协力，就一
定能攻克难关。郑正坚持脚踏实地的原则，和伙
伴们一起探索、实践。在学院领导、老师和学生
们的多方帮助下，处女作《歌者》的创作终于在
2003年顺利完成。

此后，郑正又接连创作了《四月旅行》《稻收》
《爸爸的晚餐》等作品。“对我来说，支撑自己一路
走过来的信念就是简简单单的热爱。”

郑正拍摄《怒吼》并非一蹴而就。为了保证
绝佳的审美体验，每个镜头往往需要经历一次次
的打磨。有一次为了拍摄江边的黄昏景色，郑正

及其团队下午4点抵达江边，当时的落日余晖满
足了所有人对美景的期待。但当他们一切准备
就绪准备开机拍摄时，却已经错过了落日最美的
时刻。一场戏没有拍完，只好再找机会在同样的
时间进行补拍。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

如果没有长期的坚守，就不会有今天的《怒
吼》。郑正的电影成长之路离不开他人的鼎力相
助，这段旅程因有同路人而变得不孤单。

对郑正来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大的。众多
优秀导演们尽心敬业、吃苦耐劳的精神无时无刻
都在激励着他奋进向前。不论是过去的DVD时
代还是现在的全媒体时代，许多优秀作品都反复
映现在郑正的脑海中，给予郑正创作灵感。

无论在经济还是精神上，身边的许多人都曾
给予郑正电影创作莫大的支持。处女作《歌者》
的拍摄完成，离不开新闻与传媒学院领导、同事
以及学生们的参与，在资金不足、非典疫情等不
利情况下，还有一群同样热爱电影、热血追梦的
朋友们也默默支持着郑正，比如《爸爸的晚餐》中
饰演“爸爸”的演员就是经中国传媒大学的李勇
老师推荐而参演。

“我对他们怀有感恩之心。我想，这些人对
我伸出援助之手不是为了名，更不是为了利，只
是出于对电影本身的喜爱。同样，我也非常乐意
去帮助年轻电影人。如果有机会对年轻的影像
创作者给予帮助，完成某种意义上的‘传承’，我
义不容辞。”现在，每当收到学生们提交的拍摄作
业，郑正都能从他们的作品中感受到那股“劲
儿”，就像看见了曾经的自己。

《怒吼》不仅是抗战及解放时期重庆人民救
亡图存的历史宣言，也吐露出电影人艺术创作尽
心竭力的心声，更体现了追梦人在人生道路上不
忘初心的那一份美好与坚守。就让我们心向朝
阳，拥抱希望，传承信仰，携手迈向未来之光。

（通讯员：夏思扬 全子雄 彭盈银 刘璐瑶）

“全重庆派”电影《怒吼》由我校教师郑正担纲导演，根据真实历史事

件和历史人物进行改编创作，将红色革命题材融合进斗志昂扬的民族意

识中。还原了战争岁月的“怒吼话剧社”，讲述了一群有志青年们，为了

下一代的幸福和安定，用戏剧唱响革命号歌，动员民众投身抗战洪流，坚

定必胜信念的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本期让我们一起走进《怒吼》，感悟

英雄情怀。

怒山河破碎戏为炮，吼世事疮痍剧作刀
——探秘《怒吼》背后的故事

老师有话说

郑正导演在谈及关于电影想法的时候说
道：“参与电影创作的团队大部分都是重师毕
业的师兄们，包括之前拍摄的电影《爸爸的晚
餐》也是这群热爱电影的人一起努力创作出来
的，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有不断探索、尝试与创
新。虽然在创作的路上，设备和技术都在不断
更新，但是电影的本质是表达，而我们要勇于
表达，擅于表达，最后希望同学们在创作路上
也能不断探索与学习。”

张楚老师参与了《怒吼》剧本的前期讨论
和该片拍摄的纪录片创作，他表示，在创作《怒
吼》的过程中令他最为感动的是，这群怀揣着

重庆电影梦想的创作者们在拍摄电影时正值
疫情防控阶段，顶着重庆40多度的高温，每转
一个场都需要做核酸，条件非常艰苦，但大家
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其实现在电影创作的中
心大多集中在北京，但我们还是想为重庆发出
电影之声，即使有很多困难，但我们从未想过
放弃，这也是我们这群创作者20多年来一直
在做的事。”张楚老师说道。

同学有话说

2021级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范文慧：看完电
影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很不容易，这么大的故
事量，这么少的资金，重庆这么热的天气，到最
后能把片子拍出来是十分不容易的。

2022级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吕若天：影片通过
双时空故事，既有家国情结，也有男女之间的
爱情，该片在两者之间做到了一个平衡。看的
过程中有笑有泪，值得称赞。

2021级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李双宇：看完《怒
吼》，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热爱。不管是影视中
的人物对演戏的热爱，还是幕后制作人们对电
影的热爱，都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他们心中那
团熊熊燃烧的热爱之火。我们都应该找到自
己所热爱的，并为此努力，正如郑正导演所说，
只有热爱才能保持对一件事的新鲜劲儿。

（来源：重师新传公众号）

听听他们怎么说

郑正，现为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
院教师，“重庆电影”的旗帜导演之一。作品
从《四月旅行》、《稻收》到《爸爸的晚餐》，再
到电影《怒吼》，每一部都充分体现了郑正导
演在个人艺术创作中的风格和特点。曾获
得中国电影剧本最高奖“夏衍奖”、法国克莱
蒙·费朗国际短片电影节国际单元奖和美国
全球电影促进计划短片奖等奖项。

2003年，剧情长片《歌者》，获第十一届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特别奖；

2004年，剧情短片《稻收》入围2005年
第27届法国克菜蒙·费朗短片电影节国际竞
赛单元，获美国Global Film Initiative2005年
度短片奖，入选2006年全美巡展节目计划;

2005年,剧情短片《嘿嘿》进入第28届
法国克莱蒙·费朗短片电影节市场节目单元;

2006年,单本电视剧《少女小芸》，在重
庆电视台播出;

2007年,剧情短片《三十》;
2009 年，数字电影《四月旅行》，在

CCTV-6播出;
2010 年，十七集电视系列剧《谜局双

雄》;二十集电视系列剧《妇产科的故事》,在
重庆电视台播出;

2011年，数字电影《摆手舞之恋》获准参
加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新片展及传
媒大奖单元,获2011年澳门国际数字电影节
最佳数字电影奖;

2012年，拍摄剧情短片《恐怖片》；
2014年，拍摄电影《爸爸的晚餐》；
2023年，拍摄首部“重庆派”特色电影

《怒吼》。 （整理：高雨珊）

郑正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