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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兵张嘎》 中的 “嘎

子” 只是徐光耀眼中的理想
性格，但和他本人性格相距甚
远。因徐光耀自小就是个老实
刻板、循规蹈矩的人。他之所
以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与他自
己的多舛命运造成的特定环
境有关。

徐光耀 13岁参加八路
军，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八
路”，曾在冀中根据地整整打
了8年游击战。虽然从小生长
在穷苦的农村家庭，只上过四
年小学，但他坚持在战争环境
中学习写作，从1945年起当

上随军记者，1947年在《冀中
导报》发表短篇小说，还被选
送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去
学习，因成绩很好毕业后留
校，当上了文艺学院文学创作
组副组长；而组长就是后来执
导《小兵张嘎》的崔嵬。1950

年，徐光耀出版了长篇小说
《平原烈火》成了专业作家，
随后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学
习。在反右运动中徐光耀遭受
一连串批判、斗争之后，被
“挂”了起来。

遭受如此巨大的人生打
击和挫折，徐光耀陷入了极

度痛苦与混乱之中。就在此
时，他想起一些心理学著作
曾有警示：人的神经如果不
能承受超负荷的压力，有可
能发生精神分裂症，在这关
键时刻要控制自己，否则后
果不堪设想；具体的控制方

法就是 “集中精力，转移方
向”。徐光耀觉得对自己最切
实的“集中精力”，莫过于恢
复写作。此念一起，早已出版
的长篇小说 《平原烈火》中
的十三岁的 “瞪眼虎” 便马
上跳到眼前：这是一个虽然

出场时挺活跃、后来却被主
角挤到一边去的小人物。当
时一位老战友看后曾批评他
说：“你怎么把个挺可爱的孩
子写丢了呢？”徐光耀想，不
如把平生所见所闻、所知所
得的“嘎人嘎事”，尽力搜寻

集中于其一身，弄成一个心
情轻松、乐而忘忧的作品。

小说加剧本，一共写了不
到三个月，作品完成了，开始
定名《小侦察员》，最后才改
为《小兵张嘎》。

1961年年底，小说《小兵

张嘎》 发表，次年发行单行
本，这使徐光耀有了把电影本

子也拿出去的勇气，于是就寄
给了当年的“领导”崔嵬。虽
然剧本还较为简单，但主人公
嘎子聪明勇敢又淘气可笑的
形象已有基础，尤其所显露的
那股浑身洋溢着的倔强不驯、
宁折不弯的“嘎劲儿”，令崔

嵬很是喜爱，想立即把它搬上
银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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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兵张嘎》中扮演嘎子

等主要角色的小演员的选择，
经历了 “大海捞针”般的艰
辛。摄制组专门成立了负责挑
选小演员的小组，毕业分配到
北影不久的张华勋、黄健中
等，作为助手都奉崔嵬之命参
与其中。他们前后花了好几个

月的时间，汇集了将近千人的
小演员的队伍，经过反复挑
选，留下了 25个嘎子、56个
胖墩、15个玉英，最后确定在
天坛举行一次联欢会，由导演
直接审查孩子们的表演。

到了预定的日期，相关人

员早早来到现场，把联欢会安
排得热热闹闹，计划让孩子们
每人表演一个节目，满怀信心
地以为从中精选出三两个出
色的嘎子是不成问题的。出乎
意料的是，崔嵬将到场孩子搜
寻了一遍，竟没有看中一个

“嘎子”，
这可让演员挑选小组非

常失望与恼火，认为崔嵬太不
尊重大家的劳动了。有的同志
以为他看得不仔细，特意把几
个认为好一些的孩子的照片
和小说封面的嘎子形象一起

送到导演面前，对照指点加以
申辩。崔嵬一下子明白了症结
在哪里，原来小组成员一直是
“按图索骥”在找小演员，标

准就是小说封面，看上去它把
“嘎子”画得活灵活现挺吸引

人：一双炯炯的黑眸，咬着手
榴弹弦的小嘴，显得天真活泼
又机智灵敏，但在崔嵬眼里实
在是看不过去，不禁笑着摇了
摇头，指着封面的“嘎子”说：
“这是‘小面包’，哪儿有农
村孩子的味道？”他当即还作

了具体分析：画封面的人并不
懂生活，嘎子的头巾都结错
了，这是陕北的包法，冀中地
区羊肚巾结是打在后头的。他
明确提出嘎子的形象应该是
虎头虎脑的，还强调说：“难
看一点不要紧，哪怕是蒜头鼻

子，只要是‘嘎’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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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样的要求演员挑

选小组又找了三四个月，仅崔
嵬过目的孩子也有三四百人，
可还是没有一个让他满意的。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与崔
嵬同住前后院的于蓝送来了
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小家伙穿
着大衣，戴一顶皮帽子，眉毛

又粗又浓，眼眸子乌黑明亮，
倔强的嘴紧闭着，浑身充满一
股嘎劲儿。小组成员一看欣喜
若狂：“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
嘎子吗？”马上决定发个电报
让小家伙来北京看一看。

照片上的人叫安吉斯，蒙

古族人，当年 13岁，正念小
学六年级，家住内蒙古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父母都是革
命老干部，母亲和于蓝是同
学，又一起参加革命，后来又
都当了人大代表，经常在一
起开会，相互之间有来往。于

蓝从以往接触中知道在草原
长大的安吉斯机灵活泼，会
游泳、骑马、射箭、摔跤，特别
是身上有股调皮劲儿，得知
“嘎子”难产，特意要来他的

照片向崔嵬做了推荐。
安吉斯初来乍到，就给摄

制组留下颇深的印象。在他
到达北京的那天，张华勋去
接站，来厂途中问他：“‘安
吉斯’是什么意思？”他回答
得十分干脆：“就是铧犁。”
又问：“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
呢？”回答是：“好为人民耕

地呀！”这让张华勋感到有点
意思。在崔嵬家见面时，也安
排了另几位候选的小朋友一
起到场，其他孩子都显得有
些腼腆、拘束，唯独他很随
便，在屋里东瞧瞧、西望望，
翻书看画，自然惬意。在院子

里活动的时候，他又马上成
为小朋友们的中心人物，无
论是哪种活动，都是他的主
意多、力气大。这些表现立即
征服了崔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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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 6月，摄制组开

赴白洋淀外景地，因崔嵬忙
于复查外景，由导演组留在
驻地的人员组织小演员们排
戏。这些从来没有接触过任
何文艺活动的孩子们，全然
不懂“表演”是怎么一回事，
演胖墩的吴克勤对台词时完

全像读课文那样念词，安吉
斯以及扮演玉英的李小燕则
对角色感到无所适从。崔嵬
回来一看，说了声“嘿，这怎
么行”，便不让再给小演员排
练，规定从第二天起两个男
孩都脱光膀子、赤脚，跟白洋

淀的孩子们一块儿去玩；演
玉英的李小燕则练划船，小
演员们听了极为开心。几天
过去了，三个小演员晒得黝
黑黝黑，化妆师担心不好化
妆，崔嵬说：“不要紧，就要那
个黑劲儿。”此后，他都一直

不给小演员们排戏，相反跟

他们一起游戏，还组织他们
和当地孩子摔跤。有的同志

曾担心，孩子放野了，戏照样
不会演。崔嵬笃定地表示：
“真野了，演嘎子就不难。”

果然一切都在崔嵬的意
料之中。正式开始拍摄的第一
场戏是大堤上嘎子和胖墩摔
跤，这对安吉斯和吴克勤来说

是拿手好戏，两个不会表演的
小演员，俨然成了水银灯下的
老手，那么松弛、自然，毫不顾
及周围的一切，一招一式十分
顶真地在摔跤。这一切都被摄
影机完整地记录下来，而且许
多精彩的镜头都是现场即兴

拍到。仅花了两天的时间，小
演员们就在“游戏”中出色地
拍摄了一场重头戏。

在后来的拍摄中，崔嵬几
乎都不给小演员排戏，更多
的是强调现场的即兴表演。
为了诱发小演员第一次最真

挚的情感，有时拍摄完全是
在一种极巧妙的布置下进行
的，摄影师拍摄下来的往往
就这么一条。例如嘎子要夺
罗金保的枪、被罗一把掀倒
在地的镜头，崔嵬根据演员
倔强的个性，考虑如果给演

员以突然袭击，会得到最真
实的效果，便作了相关布置。
实拍时只有安吉斯一人以为
是试戏，开拍后扮演罗金保
的张莹用力一推将安吉斯推
出去，他仰面朝天摔倒在地
上，霍地蹿了起来瞪着张莹，

好像在说 “你这家伙怎么动
真”，这一反应正与剧中所要
求嘎子的情绪完全吻合，获
得极其真实的效果。

当然崔嵬并非不重视台
词，而是把那些台词较多的戏
安排在较后阶段，待儿童演员

有了银幕自信时才开始这一
步。 ?@A

!"#$%&

!"#$%&'()*+,-

BCDEFGHIJ

今年 33岁的王志刚原来

是山东省烟台市一家乡镇企
业的普通工人，2003年，他辞
职来到了浙江，在杭州的一家
电子公司打工。

2003年 10月的一个周
末，王志刚在住处附近的一个
公园闲逛。走到一个小山坡

时，他见一群衣着时尚的青年
男女蹲在一起，正低头看着什
么。他走近仔细一瞧，发现这
些年轻人正在饶有兴致地观
察一群小蚂蚁搬一只大蜻蜒。
其中一个女孩子还说：“好好
玩啊，真像我小时候在外婆家

看的蚂蚁……”另一个女孩接
着赞叹：“是啊，很神奇呢！这
蜻蜒比蚂蚁大上百倍，它们也
能搬动！”

见这群年轻人童心大发，
痴迷地蹲在那里看蚂蚁，王志
刚不禁莞尔一笑。但他继而又

想：自己小时候不是也常趴在
草地上、马路边观察蚂蚁搬

家，甚至还用些饭粒、碎馒头
引逗蚂蚁来搬吗？现在的城市
发展很快，在城市里长大的年
轻人很少有机会接触大自然，
因此他们对蚂蚁这么感兴趣，
也就不足为奇了。想到这里，
王志刚突然灵光一闪：蚂蚁的

确能触发人们的童心，如果把
蚂蚁放在容器里，然后卖给城
里人，让他们天天都可以近距
离地观看蚂蚁的生活，这样不
就可以发财了？

为了证明这个想法的可
行性，王志刚在公园里逮了几

十只蚂蚁，用一个空烟盒装好
带回住处。他在一个旧鱼缸里
铺了些沙土，然后把蚂蚁放进
去，用一块硬纸板盖住鱼缸的
口子，防止蚂蚁跑出来。这样，
一个简单的蚂蚁之家就建成
了。蚂蚁似乎知道易地了，急

得团团转，他丢了一些饭粒进
去，蚂蚁才开始安定下来了。
但蚂蚁的食量很小，他丢进去
的饭粒多了，时间一长就会长
霉。因此，他常常要清理这个
放蚂蚁的鱼缸，有时不小心让
蚂蚁跑得满屋都是……

就在王志刚要放弃养蚂
蚁的念头之际，他在网上无
意间看到了一篇关于蚂蚁的
报道：美国宇航局为了观察
昆虫在太空中的失重状态，
选中了在地球上生活了几万
年的蚂蚁。可在火箭发射和

返回的过程中，巨大的震动
会毁掉蚂蚁的巢穴。为了解
决这个难题，美国宇航局的
专家们发明了一种透明的胶
状物，既可以作为蚂蚁的食
品又能作为蚂蚁的巢穴，还

可以看到蚂蚁挖掘隧道的全
过程。看到这个报道后，王志

刚觉得眼前一亮。他想：蚂蚁
在地下的活动对人们来说是
很神秘的，如果能制造出那
样的“果冻”，让蚂蚁挖隧道
的情形也能清晰地展现出
来，一定会满足很多人的好
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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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刚一边上班，一边琢

磨着制造“蚂蚁玩具”。王志
刚从市场上买来了好几个品
种的果冻进行试验。可是，蚂
蚁只是在果冻表面上转圈圈，
既不吃也不挖洞。

随后，王志刚给生产果冻
的厂家打电话，问他们能不

能提供蚂蚁吃的果冻。但人
家接到他的电话后，要么骂
一句 “精神病”就把电话挂
了，要么就一句话也不回答。
无奈之下，他只好找到生产
凝胶原料的厂家，买来原料
自己捣鼓。为了了解蚂蚁的

习性，他还找来各种各样与
蚂蚁有关的资料，甚至是动
画片来研究它们。通过学习，
他才知道挖洞觅食的是工
蚁，抵御强敌的是兵蚁，生儿
育女的是蚁后，并且不同蚂
蚁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2005年初，王志刚索性
把工作辞了，一心一意搞他的
“研究”。经过了上百次试验，
2005年 4月，王志刚还真研
制出了蚂蚁爱 “挖洞” 的果
冻。在新配制的 100毫升的
“蚂蚁果冻”中，蚂蚁从上面

一直挖到底，在底下又转了个
弯向斜上方挖。

为了检验自己的产品是

否受欢迎，王志刚把自己的
蚂蚁玩具样品首先送给邻居

的孩子们玩。没过几天，有的
孩子就兴高采烈地向他反
馈：“实在太好玩啦！我的朋
友都特别喜欢，通过观察蚂
蚁写的作文还得到了老师表
扬，老师说我善于观察，勤于
动脑！” 一个孩子还对他说：

“叔叔，你这玩具不但我喜
欢，我爸爸也很喜欢。我爸爸
半夜起来还要看蚂蚁挖洞挖
了多深呢！”

产品做出来了，总该有个
名字吧，反复选择后，王志刚
把它起名为“蚂蚁工坊”。接

下来，王志刚到商标事务所，
以“蚂蚁工坊”为名注册了商
标，并着手申请专利、筹办公
司等事宜。2005年5月，王志
刚以年租金2万元的价格，在
烟台开发区创业园区租赁了
厂房，雇佣了十几名工人。

2005年底，第一批 200多套
“蚂蚁工坊”生产出来后，王
志刚踌躇满志地将样品送到
烟台市中心的百盛购物中心
去摆卖。然而，把“蚂蚁工坊”
摆上柜台后，却很少有人问
津。王志刚本来想放开手脚大

干一场，但这种低迷的销售状
况犹如迎头泼下的一盆冷水，
几乎浇灭了他的热情。

王志刚决定到南方一些
经济发达的城市去推销。因
为他去过南方，觉得南方人
的思想更开放，容易接受新

鲜事物。恰巧 2006年 4月，
广州举办第 18届国际玩具
展，王志刚便带着 200套“蚂
蚁工坊”，忐忑不安地来到了
广州。

令王志刚兴奋的是，展览

会开幕后，“蚂蚁工坊”的展
位立即成了整个展会的焦点，

14米长的摊位经常被人围了
个水泄不通，200套“蚂蚁工
坊”很快销售一空，连样品也
一个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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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参加展会的成功，终

于让王志刚确信了自己的判
断，也让他对未来更有信心。
为了先囤积货源，他亲自带
领员工到郊外等地方挖蚂
蚁。随着收集的蚂蚁越来越
多，王志刚还成立了“蚂蚁养
殖中心”。

尝到了参加展会的甜头，
王志刚又接连参加了在北京、
青岛、济南和上海等地举办的
玩具展览会。每到一处，“蚂
蚁工坊” 无一例外成为展会
焦点。2006年5月，他去参加
在北京举办的玩具展时，很多

小孩子围着他的展位不愿离
去。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踮着
脚尖站在展台前，全神贯注地
看“蚂蚁工坊”的小蚂蚁正齐
心协力在蓝色的凝胶中挖隧
道。两只大点的蚂蚁带头“开
工”，先用力地凿开洞口，把

碎屑抛在身后，而其他小个头
的蚂蚁紧接着也一起钻入地
洞。挖着挖着，蚂蚁间似乎有
了争执，停下来用触角相互接
触。小男孩紧张地用小手指着
嚷道：“别打架，别打架啊！”
小男孩彻底被这种新奇的

“玩具”迷住了，他的母亲拉
都拉不走他，只好给自己的宝
贝儿子买了一个回去，而其他
孩子也争着要自己的爸爸妈
妈买……

随着 “蚂蚁玩具” 的风

行，不仅孩子们喜欢，就连大
人们也对此爱不释手。在南

京，一位母亲一次买了两套
“蚂蚁工坊”：一套送给孩子，
另一套则留给自己，让自己放
松心情。

2006年 11月，虽然“蚂
蚁工坊”的销售走旺，但也有
一些客户提出意见。他们认

为：“蚂蚁工坊”将近 200元
一套，一般小城市的工薪阶
层不易接受，问王志刚能不
能便宜一点。王志刚觉得这
些建议很中肯，就着手开发
出“蚂蚁玩具”的新品种“蚂
蚁传奇”，这种产品大小如普

通“蚂蚁工坊”的一半左右，
可以随身携带，价格仅几十
元钱。果然，“蚂蚁传奇”推
出后，在市场上十分畅销。不
久，客服部又向王志刚反馈
客户的意见：一些上班族或
者学生，只有回到家里才能

观察蚂蚁的活动。可是蚂蚁
夜里睡大觉，精彩的生活细
节看不到。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王志刚又发明了夜景灯，
用来观察蚂蚁的夜间生活，
平时也可以当做发光的玩具
来玩。

尝到甜头后，围绕着“蚂
蚁工坊”，王志刚又开发出了
“蚂蚁城堡”、“蚂蚁部落”、
“蚂蚁兵工厂”等系列产品，
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
满足了不同玩家的需求。

到2007年 5月，王志刚

的“蚂蚁工坊”在全国的营销
网点有60多家，遍布全国所
有的大城市。蚂蚁玩具给他带
来滚滚财源，使他从一个普普
通通的打工仔，成了有车有房
的百万富翁。 YZ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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