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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陵桥位于攸县，是桥名也是地名，泛指桥
周边十几里的红土山丘。1957 年，我顺利考取了
丹陵桥畔的攸县二中。那时，能上初中的人很少，
消息传来，轰动了我家那条几里路长的小山沟。

丹陵中学原是一所私立初级中学，只有两个
班级，百来个学生。1951 年，学校更名为攸县第二
中学。那时村里人大多一字不识，不知道“二中”
为何物，只知道那个地方叫丹陵桥。小山村离学
校有五十多里路，全是羊肠小道，更无舟车代步。
虽然每个月可以请假一天半，用于回家换洗被
盖、衣物，可时间几乎全耗在了往返的路上。

学校有一片古樟林，其中 36 株的树龄在 190
年以上，最老的几株将近 400 年，郁郁葱葱，为著
名的地标性景观，后来还被政府列为古树名木。
从学校出来往东边走上半里左右的路，便能看到
浩浩奔流的沙江，而江上那座古桥，就是丹陵桥。
桥对岸有两条破败不堪的街道，那里住着百十户
人家。夏日的傍晚，我和同学们常去桥下游泳。街
上那群小屁孩野得很，喜欢站在桥上尿尿，一字
儿站着比射程，把江中的“浪里白条”当靶子。一
道道“小喷泉”哗啦啦地落在江水中，多次命中我
的脑袋瓜，那股骚臭气熏得我直欲作呕。

江堤上长着一种被我们称为“乌龟藤”的荆
棘，开白花，结黑果，遍体长着剌，生机勃勃地缠
绕在灌木林间。果实成熟的季节，我和同学们去
江堤上摘果子吃，常常乐而忘返，误了上课。正在
上课的老师，瞅着大家一张张乌黑的嘴唇，怒喝
道：“都给我好好在墙根下站着！”半大的孩子，正
是长身体食量大的时候，虽然屡被处罚，大家仍
耐不住诱惑，隔三差五地溜出校门去觅食。六十
多年过去了，那酸涩中透着微甜的果味、爬满青
藤的古桥、破败的街道，仍是我记忆中挥之不去
的美好。

2012 年，攸县政协决定编撰《攸县风物》一
书，丹陵桥作为重要的历史景观，也被列入其中，
而我则被安排负责撰文一事。虽然此前我也曾屡
次去往丹陵桥，但对其来龙去脉却不甚了了，于
是便到处搜集资料，查县志、找当地族谱、走访耄
耋之年的老人，这才渐渐对丹陵桥的历史渊源和
文化底蕴有了大概了解。

据同治版攸县志《津梁》卷记载：“丹陵桥，坐
北江乡天都，明知县徐希明(浙江上虞举人，明万
历 年 间 任 攸 县 知 县)建 ，石 造 、三 拱 。桥 亭 十 七
间。”据了解，丹陵桥周边的村落皆为刘氏居民。
后来，江西安福县蜜湖的刘宝翁举家迁徙到这里
开基创业，称为丹陵刘氏。经过五百多年的繁衍
生息，现在已经成为人数过万的旺族。丹陵桥命
运多舛，此后由渡口改木桥、木桥改石桥，石桥又
再改为渡口，这些往事，都被记载于历代丹陵刘
氏族谱中。

数百年间，丹陵古桥一直是贯穿南北官道上
的要津。“上通鄂、豫，下接两广，来往奔驰者络绎
于道。”据丹陵刘氏族谱记载，桥东沿官道一条长
街上，商行、钱庄、客栈、戏院、赌场等应有尽有。
每月逢一、六日为圩日，赶圩者远及湘东、赣西数
县，最多可有近万人之数。街道临河一端设有码
头，当地的谷物、茶叶、辣椒、竹木等，均由此下河
装船，经渌水入湘江，再运往外埠，返程时就顺便
给各商行捎回急需的商品。街道西端的尽头，有
一口水面四十余亩的大塘，从这里去攸县和醴陵

县城都只有一百里的距离，故名百里塘。
清朝道光元年(1821 年)，丹陵桥往北四里许，

增设了皇图岭圩场。最开始，仅有一家小商店和
几个摊贩，货源则来自丹陵桥街上的批发商，赶
圩 者 寥 寥 ，都 是 附 近 两 个 自 然 村 落 的 居 民 。到
1931 年时，醴陵到攸县的公路开通，贯穿皇图岭，
这个圩场也开始日渐兴盛。由于古官道被废弃，
丹陵桥集镇日渐衰败，最后沦落为穷乡僻壤里的
一个小村落。

时间来到 1944 年。为了阻挡日寇南侵，公路
每隔数十丈就挖深堑截断，由于担心日寇经过丹
陵桥、沿古官道来到县城，所以砍倒了桥头的一
株巨樟树横堵于桥面。据当年参与砍樟的民工、
现已 86 岁的刘谷升老人讲述，这颗巨型樟树 4 个
人都抱不拢，其树顶遮盖范围有一亩余地。这样
大的一棵树，既要树干不偏不斜横梗于桥，又怕
大树陡然倒下砸塌桥梁，皇图岭乡公所于是征集
了一百二十个民工，准备了绳索四千余斤，历时
三天，才将樟树缓缓地倒放在桥上。

丹陵桥人敢于牺牲的民族气节和革命精神
值得称颂。桥头老街的私塾教师刘香和于 1928 年
加入工农红军，在县苏维埃政府任要职。长征开
始后，他留守在湘赣边区打游击战，后于 1936 年
被敌人杀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丹陵壮士勇
赴抗日前线，以身报国。桥头不足 300 人的自然村
落间，就有抗日烈士五名。

因连年水灾，桥畔的居民陆续外迁，原有的
百十户人家，后来仅剩下十几户。1975 年一场特
大山洪，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丹陵桥完好无损，
但桥头的老街几近全部坍倒，生产队的居民集体
乔迁，将宅地改造成了农田。

如今的古官道两旁，西侧有 106 国道、醴茶铁
路，东面有武深高速，公路、铁路并驾齐驱，车辆
昼夜奔流不息，曾经的古官道如今成了农人耕作
的小路。丹陵古桥，则成了见证当地历史的重要
建筑。

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世界按下了暂停键，宋高猛的忙碌生
活也“踩了”急刹车。一天和同事们聊天
时，一个大胆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何
不以株洲公益电影放映员的生活为蓝
本，拍一部株洲人自己的电影？长期浸
润在电影圈，他知道目前尚没有一部由
株洲团队来编、拍、演，在株洲取景，讲
述株洲本地人物的电影，如果自己牵头
完成此片，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他
连忙打电话将编剧约过来，两人彻夜畅
聊，迅速敲定了故事梗概。熟悉的人物，
熟悉的生活，让编剧的剧本创作十分顺
利，经过五六轮细节修改，名为《小帅哥
的春天》的剧本顺利完成。

电影创作，除了需要扎实的剧本
外，场景选择、演员发挥、妆发设计甚至
现场收音等，每个环节都马虎不得。之
前业内某团队，因为现场收音效果不
佳，导致前期拍摄全部作废的经验教
训，让宋高猛感慨不已，而 300 万元的
投资，更是他投入的血本，也让他对拍
摄的各个细节都严格把关。

既然是在株洲取景，宋高猛自然希
望株洲美景都能在影片中有所体现。为
了一个乡村电影放映员开着放映车行

驶在桃花中的场景，他拜托炎陵当地的
朋友，精心挑选了几个桃花密集的场
地，但到底适不适合拍摄，还得现场看
了才知道。那天下午，宋高猛和团队成
员从城区出发，先到茶陵挑选了另一个
镜头的场景后，马不停蹄赶往炎陵，抵
达时已是深夜。次日天还没亮，大家又
匆忙奔赴备选场地，看着眼前漫山遍野
的桃林，宋高猛猛一拍手，就是这里了！
大家随即开始忙碌起来，选角度、定光
线、走位……为了确保用电，团队还带
上了发电机。“为了这几秒钟的镜头，成
本是高了点，但只要拍出来好看就值！”

按照原计划，影片在 2021 年夏天
有望杀青，可株洲突遇疫情，让拍摄工
作不得不再次停摆。“争取 2022 年春末
夏初拍完，同年上映。”宋高猛透露，届
时这部网络电影将在优酷、爱奇艺、腾
讯等多个网络播放平台播放，株洲的人
和景也将在更广范围内得以呈现。对他
自己来说，多年的电影梦，也将随着电
影上映而得以真正实现。“接下来我还
要拍一部可以公映的电影，到农村的公
益电影线上去放映，让更多人看到株
洲、了解株洲。”宋高猛的电影之路，还
将继续走下去。

童年的火把
百夫长

十岁那年，我转学到邻乡小学上五年级。
那时大人们要忙农活，家中孩子上下学，一般

是不会接送的。我家离学校有七、八里路，每天要
走一个多小时。为了赶在七点之前到学校，每天凌
晨五点半我就得起床。

夏天还好，大不了日晒雨淋，到了冬天才是真
正的考验。被窝里多暖和啊，屋外却北风怒号，想
想都觉得冷得可怕。但上学时间到了，再不起床就
会迟到，我只好一咬牙掀掉身上的被子，一个鲤鱼
打挺跳起来。母亲早已帮我把棉衣棉裤烤热，父亲
也已在胶鞋里垫上了干稻草。热烘烘的棉衣裤一
穿在身上，一股暖流瞬间流遍全身，再换上垫了干
稻草的胶鞋，踩进去既柔软又暖和。穿戴洗漱完
毕，吃过早饭，我便独自上学去了。

上学路上我要独自经过一条小河。冬季天亮
得晚，我出门时要打手电筒，但手电筒耗电快，发
出的光也十分微弱。每次经过小河边的那片坟地
时，我便胆战心惊，生怕会发生什么事。有一天，小
河边又添了一座新坟，有小伙伴说新坟里埋的是
他们村的一个小女孩，生前十分喜欢哭，结果哭出
病来人便没了。后来，每每经过那条小河，我总会
不自觉地想到那个小女孩。河风吹着树枝发出“呜
呜”的响声，听起来就像小女孩在哭一样。这时候，
我更是心跳得十分厉害，浑身上下都起鸡皮疙瘩，
心里便越来越惧怕上学。但我又忌惮小伙伴们会
因此笑话我，始终不敢说出心里的恐惧。

那是个星期一的清晨，雨天路滑，我走到河边
时不小心摔倒在地，弄得浑身是泥，手电筒也摔坏
了，当天便没去学校。也许是因为淋雨的缘故，也
许是因为心里长期害怕导致，当天晚上我开始高
烧，直到星期三下午才转好。星期四早上，我正在
犹豫要不要继续装病时，父亲递给我一支燃烧着
的火把。火把是用一根短木棍做成的，上面绑着蘸
了煤油的布条。父亲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以后
你就拿着它去上学。”那天，我举着火把出了门，父
亲破天荒地把我送过了小河，直到我和小伙伴们
会合了，他才转身回去。

在那个冬日的早晨，那支火把不仅驱散了黑
暗和严寒，还增添了我的自信和勇敢。小伙伴们看
我拿着火把上学，都觉得既明亮暖和又新奇好玩，
纷纷对我竖起大拇指，说回家就要家里的大人们
也学着做。我心里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终于又敢一
个人去上学了。此后的每天早上，我独自举着火把
过河后，沿途会有不少举火把的同学加入。那年冬
天，只要站在村里的田垄上，都会看到一条火龙在
乡道上蜿蜒，形成一道闪亮的风景线。

长大后，我曾问过母亲，父亲是怎么想到要为
我做那个火把的。母亲笑着说：“你发高烧后便开
始胡言乱语，我们一听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
恍然大悟，父母终究是这个世上最懂我的人，他们
为了我的自尊，不仅从来没有点破过我的秘密，还
想方设法帮我战胜恐惧、学会成长。

岁月倏忽，往事已矣。如今，父亲离开我已经
整整十八年了。每次想起父亲，我都会想起他为我
做的那支火把。直到今天，那支火把还在我生命深
处熊熊燃烧着，它不仅温暖了我的童年岁月，还将
继续照亮我今后的人生道路。

真情

讲述

年近半百，从老板转型拍电影

回首十年电影路
岁月郁郁满芳华

赖杰琦

宋高猛，男，1964年出生于荷塘区宋家桥，收过废品，当过老板，
放过电影，最大的愿望是拍摄一部“真正的”电影。为了圆自己的电影
梦，58岁的他仍在四处奔波着。

人物简介

工作中的宋高猛。（受访者 供图）

我市公益电影放映自 2008 年开展
以来，以“一村一月一场”的电影公益服
务为目标，坚持“服务群众、服务基层”
的宗旨，围绕新农村建设选好影片，坚
持把电影送到了偏远贫困地区。截至目
前，共计完成公益电影放映 27.3 万场

次，观众超过 3000 万人次。在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下，城市、农村免费放映
公 益 电 影 连 续 八 年 纳 入 我 市“ 民 生
100”工程项目。通过各项公益电影放映
活动的开展，株洲的惠民电影工程做成
了群众满意的实事工程和“民生”工程。

在宋高猛的办公室里，张贴着各种各
样的电影海报。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
国黑白片，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红色旋律电

影，再到各类经典大片……五颜六色的海
报在白墙上显得十分醒目，也暗示着主人
的身份——与电影行业相关。

当老板当得风生水起，48岁转型拍电影

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但能想办
法看到的电影，宋高猛都没落下。后来
手头宽裕些了，他更是电影院的常客，
在售票员、检票员那儿能直接“刷脸”。
但拍电影这件事，他属于半路出家。这
个土生土长的株洲汉子，最开始是收废
品出身，慢慢积累了一些身家后，又办
起了自己的加工厂，负责从废旧物品里
提炼金属。脑瓜子聪明，人又舍得干，很
快他就在株洲的再生资源行业混得风
生水起。巅峰时期，宋高猛的企业被列
入了省农业应急产品的重点单位。

办企业当老板，收入颇丰，可疲累
程度也与之成正比。开厂子的十几年
里，宋高猛没有在家里过过一次年三
十。“要过年了，工人们都回家吃团年
饭，可厂子不能没人守着啊，不然设备
被偷了怎么办？”于是，每到过年他就成

了“留守老板”，负责看门。有一年大年
三十下起了大雪，妻子如同往年一样给
他来送年夜饭，看着妻子进门后坐在火
炉边烤着被雪水打湿的鞋袜，他心里五
味杂陈：这样的忙碌到底值不值得？

时间来到 2012 年。年初和朋友聚
会时，对方借着酒意劝他：“你这么喜欢
电影，干脆开个影视文化传媒公司，自
己拍电影。”一语惊醒梦中人。宋高猛开
始认真思考起朋友建议的可行性。就在
前一年，中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 130 亿
元，全国文化市场一片繁荣。自己的厂子
干的是提炼金属的活儿，难免有污染，而
国家越来越强调绿色发展，转型是迟早
的事。此时的他已经48岁，在快要知天命
的年龄，究竟是守着现有的家业，平平淡
淡过完余生，还是放手一搏，寻找新的发
展机会？宋高猛决定率性一回。

拍微电影耗掉“老本”，半路又干起电影放映

爱看电影和要拍电影，是两件完全
不同的事。隔行如隔山，宋高猛开始在
网络上广撒“英雄帖”，很快，一支集编
剧、导演、摄像、后期等岗位于一体的队
伍也随之建立了起来。这里面既有从事
电影拍摄工作多年的业内精英，也有专
业电影院校毕业的“正规军”，信心满满
的宋高猛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电影之
路”。

彼时，微电影正当红，宋高猛以出
品人身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微电
影，讲述的是爱乱花钱的打工仔和心思
细腻的老板之间的故事，时长只有五六
分钟。“现在回过头去看，那就是拍着
玩。剧本比较糙，演员的演技也浮夸了
点。”有了近 10 年的从业经验后，他俨
然已是一个老“电影人”，对曾经的作品
多了几分审视。

此后，宋高猛又在朋友介绍下，接
到了几个微电影拍摄的业务。最忙碌的
一次，他三天三夜没有回家，吃着剧组
统一买的盒饭，实在累了就靠边眯会儿
眼。为了精益求精，光是一个消防员登
车的镜头，就来来回回拍了三个小时。
有的镜头是光线不理想，有的是动作不
连贯，有的是表情不够生动……有人半

开玩笑半吐槽：“宋总你是老板，没必要
天天守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吃盒饭吧。”
其实，不仅是盯镜头，人手不够的情况
下，宋高猛还当过司机、搬过设备、扛过
镜头、举过灯、打过板，剧组各个不同岗
位，他都历练了一遍。

忙忙碌碌了一番后，宋高猛突然意
识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我的电影究竟
是拍给谁看？难道就在那些业务单位的
会议室播一播吗？”此时，为了拍电影购
买的各类设备，以及团队的人工支出，
已经让宋高猛投入了大笔资金。眼看

“ 老 本 ”所 剩 无 几 ，他 不 得 不“ 曲 线 救
国”，开始做起了公益电影放映。“先活
下来再谈发展，何况还可以边看边学，
也是个提升自己电影素养的机会。”宋
高猛对此心态坦然。每天下午五点，他
和自己的放映团队先到公司集合、吃
饭，五点半准时出发，前往各自负责的
片区放映公益电影。待两部电影放映结
束，收拾设备回到公司，往往已是十一
二点。这样的日子周而复始了 8 年，宋
高猛也借此机会看了上千部电影，拍一
部自己创作的“真正的电影”的想法更
强烈了。

新电影由株洲元素组成，将登录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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