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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1982年的春节，电视系列片《西游记》开始动工。
那时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拼搏的年代，是奋斗的年代，是奉献的年代。
拍摄《西游记》系列片，用去了六年的时间。
这六年，我和全剧组的同志们一起，跋山涉水，茹苦含辛，往返于祖国的北国南疆，其中甘苦不胜枚
举。
《西游记》剧组的全体演职员是用当年唐僧取经的精神和毅力来完成这部巨著的。
几年中，大家通力合作，甘苦与共，六易寒暑，饱尝艰辛。
正是：一年年含辛茹苦经冬夏，几万里风霜雨雪处处家！
那由单机拍摄完成的上万个丰富多彩的画面；那费尽心机的土洋结合的特技镜头；那挖空心思精心塑
造的乳胶造型；那千姿百态的君王臣宰的艺术形象；那苦心设计的瑰丽多彩的服饰、五光十色的烟雾
、变化莫测的灯光。
还有那金碧辉煌的灵霄宝殿、若真若幻的瑶池仙境、流光溢彩的东海龙宫、气势恢弘的大雷音寺——
你能想象它们是用廉价的三合板和“米波罗”搭建成的吗？
所有这些，在当时根本不具备任何特技手段且资金不足的限制下，几乎是不可能被完成的！
《西游记》自从1982年开始拍摄以来，就年年与电视观众见面，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
它无数次地播出，创下了电视剧播出率、收视率之最。
甚至有人曾经劝我为此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是对我们辛苦工作的认可和赞誉，是所有参加过《西游记》拍摄的人们的共同成绩！
时间久了，一切都在前进。
现在的事物变化太大，大得我都觉得跟不上它了。
电视特技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电视剧的资金投入，成千万上亿元！
现在的价值观也完全不同了——金钱至上，名利第一。
引导人们积极性的是金钱。
在如今人们的眼里，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也许都是些“傻帽”。
除去几位主演得到了他们辛苦付出后的回报以外，其他人虽辛勤劳动，却默默无闻。
我无法忘记那个时代：那以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荣的时代，也是个开创的时代！
是值得称道、令人怀念的。
所以，现在我愿意把拍摄《西游记》的艰苦经历写下来，告诉人们，曾经有那样一些人是这样工作的
。
虽然只是挂一漏万、点点滴滴的记忆，却是对那个时代的纪念！
假如能够引起今人的一点感动或反思，便达到了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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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86版《西游记》最权威解读！

　　
时值1986版《西游记》开拍30周年之际，杨洁导演首次著书公开当年拍摄细节。
当年激情澎湃的她，立志要把名著《西游记》改编成雅俗共赏的电视剧，因此肩挑重任，与主创人员
一起开始了激情燃烧的奋斗岁月。
在选角、选景、拍摄过程中，出现了数都数不清的难事、趣事、神奇事，让人吃惊、担心、大笑、感
动！
这不仅仅是一本拍摄手记，更是杨洁导演等一代艺术家的铿锵人生，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
时代乃至整个中国的时态变迁，读来感人，激人励志，振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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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洁：
　　
四川营山人，出生于河南信阳，中国电视剧第一代导演，中国第一代女电视艺术家，中国电视剧制作
中心制片人、导演。
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荣誉会员。

　　
曾多次获“飞天奖”“金鹰奖”“星光杯奖”及其他奖项。
1988年，以249万张选票获得“新时期十佳电视剧导演”之首；2005年，第一届电视剧风云盛典获得“
终身成就奖”；2010年1月，获中国电视剧导演委员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

　　 主要执导作品：
　　 1982年至1987年电视剧《西游记》
　　 1993年电视剧《朱元璋》
　　 1994年电视剧《武夷仙凡界》
　　 1995年电视剧《司马迁》
　　 1996年电视剧《西施》
　　 1998年至1999年电视剧《西游记》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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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九龙驹悲歌 在取经路上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他是西海龙王三太子的化身
，是唐僧的第四个徒弟：白马。
 从《除妖乌鸡国》、《偷吃人参果》、《祸起观音院》，到《三打白骨精》，我们都没有一匹自己的
白马。
原想养马很麻烦，不如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找马，但是这给我们增加了很大困难：例如在海南岛
拍摄时，找不到白马，剧务好不容易才借到一匹很漂亮的棕色大马。
美工师用大白把它浑身涂满，看上去还能凑合。
但这马被刷上颜色后，猛然乱蹦乱跳起来，挣开了束缚，一直跳到水田里去！
这下可糟啦，它身上的颜料一沾水，就都掉了色，成了一匹花马！
而且它提高了警惕，人们休想再靠近它，根本不可能给它补颜色！
我们只好给他们师徒拍个远景，走个过场算了！
 更可笑的是在湖南张家界。
打前站的李诚儒报告说，那里根本没有马，更别说白马了！
我叫他继续找。
可是我们到了张家界，已经开始拍摄了，白马还没有找到。
我给了外号“王铁嘴儿”的副导演王小颖一个任务：不管在哪里，三天内找到白马！
王小颖想尽办法，急得嘴里起了燎泡，可是连湖南的周边都没有！
后来他在火车上听说湖北与湖南交界处有白马，于是他就奔了湖北。
 三天内，王小颖在电话里告诉我： “这里有一匹白马，可以借给我们，但主人要跟来，要多少多少
钱。
” 我说：“什么条件也不要讲！
拉回来就是！
” 白马果然按时来了。
大家一看，傻眼了！
这马又矮又瘦，皮包骨头，还总是低垂着头，似乎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哪里有一点儿白龙马的气势
！
 我问它的主人：“它怎么这么瘦？
不是有病吧？
” 他说：“是赶路赶的！
” 不管怎样，总算有了马，而且是白的，这就不错了！
但是一到拍戏，又有问题了。
汪粤一上马，脚就踩到了地上，这小马歪歪咧咧地直要倒！
我说：“算了，别骑了，就拉着吧！
” 所以在《三打白骨精》这集戏里，唐僧就没有骑过马。
我们拍摄时也尽量避开全景，免得人和马比例失调。
唐僧师徒上山的戏，我准备只上一次黄狮寨，让师徒四人化上妆，一路拍着走。
烟雾师在山顶放烟雾，以造成妖怪出没的效果。
 上山时还算好，尽量少拍带马的镜头。
拍戏时就让猪八戒拉着，不拍时，马的主人一路使劲拽着它，帮它使点劲。
下山可惨啦！
它的腿一个劲地抖，下山的山路狭窄拐弯处，它就拐不过来！
我们的人拉着它的尾巴，它的主人拽着笼头，旁边还有人护着，怕它掉下去！
 不管怎么样，这集总算凑合过去了。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买一匹白龙马！
 《三打白骨精》拍完后，1983年的6、7、8三个月，我们在北京摄影棚内拍摄凌霄宝殿，蟠桃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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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等内景戏。
9月份，我们到内蒙锡林浩特去拍孙悟空天河放马的戏。
 使我高兴的是，这里有许多好马！
里面有两匹白马，一匹最漂亮，高高大大，很有精神，一根杂毛也没有。
但它的性子很烈，一般人都调教不了它。
另外一匹白马是骑兵团团长的。
它个子稍微小一点，样子一样漂亮，只稍稍有几根杂毛，可是脾气温顺多了。
它驮着“唐僧”在马场过了好几天，我们的戏也拍完了，他们也处熟了。
 临走前，我向马场的负责人问起可不可以把这匹马借给或者卖给我们？
他们表示：按道理，军马是不能卖的，除非除了军籍！
但如果我们为了拍摄需要，他们可以向领导汇报。
我对他们说：马是一定要的，我会再和他们联系，请他们等我的消息。
 回京以后，我向制片部门提出要买白马的事，没想到两个制片主任大为反对。
他们提出增加一匹马会增加几十万开支——到处要用车皮，还要有专门养马的人工，会增加多少麻烦
等许多理由。
我则坚决要买下这匹白马。
难道以前因为找不到白马而产生的麻烦还少吗？
更别说白马总是变样，已经直接影响了艺术质量；再说根本不会有那么大的开销。
争来争去，弄得面红耳赤，急头白脸，谁也说服不了谁！
我就直接向领导打了必须买白马的报告。
领导很快批准了我的申请。
 我立刻和马场的同志联系，问问是否可以把那匹白马卖给我们，谁知他们已经把这匹马除了军籍，只
等我们的消息了。
只要给八百元钱就能给我们送来！
没有几天，这“第四个徒弟”就到我们剧组来报到了！
 这“第四个徒弟”没有辜负众望，它四岁就来到剧组，跟着我们转战南北，跋山涉水，一共相处了五
年！
 有两个人专门伺候它的生活，长途时坐火车，它和道具服装在一起，共用一个车皮，这两个养马师傅
和它一起坐在那闷罐车里。
因为是慢车，他们有时要在闷罐车里坐上十几天！
短途时是用卡车运送。
 养马的师傅非常尽力，不论白天夜晚，马的饲料都不会短缺。
不多久，它就被养得皮毛光滑，更加漂亮精神，真有个白龙马的样儿！
 白龙马的前身——龙宫三太子应该是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由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王伯昭扮演。
他要在龙宫与龙女开打，还要在武夷山与悟空对打，必须会些武功。
王伯昭不会武功。
我问他，武打部分的戏是用替身还是愿意亲自上？
他希望自己能学些武术，不愿意用替身。
我有点怀疑：这不是一时片刻的功夫，只有几天的时间就得拍！
他能学成啥样？
也许还得备着替身。
但王伯昭不怕苦。
林志谦一招一式地教给他，他连摔带打地用心学。
到了该拍他的戏时，他果然摸爬滚打的还真不错！
我对志谦说：“这是两个人的功劳！
教的学的都好！
” 三太子变成了白马，王伯昭以后又在1985年1月军艺礼堂拍了《扫塔辨奇冤》里的龙宫夺宝、闹洞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敢问路在何方>>

房等内景戏，之后就离开了剧组。
后来那年的4月，我们在昆明的昙花寺拍摄白龙马救唐僧时需要三太子本人的形象，可是找不到他。
他的单位没有人，那时也没有手机。
怎么办？
我想了个招儿：让白马来试试。
让猪八戒逗弄白龙马，声音大一点，我们把录像机对着白马，录下它所有的动作和反应，然后配上画
外音，试看效果如何？
我们本来准备拍它一个晚上，看看能不能得到合适的镜头。
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想，我们这匹可爱的白马，居然和马德华对着演成了这段戏，它点头，抬头，咬
住猪八戒的衣服，看起来天衣无缝！
 这匹白马非常通人性。
每当想起它来，我就像想起一位朋友。
它不是一匹马，而是一个人！
它是那样勤恳忠实，从不偷懒，永不背叛。
它不能说话，但却可以用它的目光表达感情。
它在拍摄的生活中，曾经经历过几次险情。
这几次险情都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那是在苏州的一天，剧组出发前，白马每次都要上卡车。
它必须踏上一块斜搭在卡车上的木板才能上车。
这次，它不知是踏空了还是踩滑了，一下就摔倒了！
身体卡在了房屋前面的水沟里，身上还驮着笨重的马鞍。
它倒在那里，四蹄挣扎着努力想站起来，但马鞍卡在水沟里，使它站不起来，人们也拉不动它。
大家忙乱着去拿东西来弄它起来时，它无助地倒在那里。
我心疼地蹲在它面前，安慰它：“你疼吗？
你怎么不小心些？
别着急，我们就来拉你起来的！
” 这时，我居然看到它的眼睛里流出了泪珠！
真的，一大颗泪珠！
天啊，它就像听懂了我的话，伤心得流泪了。
当时，我也要几乎哭了。
因为我感觉到它心里有那么多话却说不出来，这种无法表达的痛苦不是我们人类所能理解的！
 好在大家立刻拿来了工具，七手八脚地把它扶着拉着弄了起来，然后拉着它在院子里走动走动，看它
有没有受伤。
活动了一会儿以后，它就行动自如了。
我一直担心地看着，直到它小心翼翼地走过那个加宽了的木板，上了卡车。
我望着它，不知道它那惊魂未定的心是不是安定了下来。
 还有一次，是1987年的6月，我们在九寨沟拍摄《错堕盘丝洞》。
我们拍完了瀑布下面的戏，准备拍摄师徒四人在瀑布上面行走的镜头。
人们拉着它和师徒四人从另外一条路上往瀑布上面走。
当时我和摄像师、场记等人在山下等待，只听见远处一阵嘈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切都是他们
后来告诉我的： 就在上坡的时候，在非常湿滑的石头上，它又滑倒了，躺倒在乱石沟的缝里，山沟里
淌着急流的水，冲击着它。
大家都慌了手脚，急着想把它从水沟里拉出来，但是这次可不像上次，乱石沟比较深，水流又急，真
怕把它呛着，但是水沟旁边的地方很狭窄，大家挤在那里，不管费多大的劲也拉不出来，两个养马的
人也束手无策。
围观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能帮上忙的。
 这时，有一位游客过来了，他推开了我们的人：“让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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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快先把它身上的马鞍卸下来！
” 我们的养马人赶紧卸下马鞍，这位游人叫大家让马休息一会儿，让大家听他的口令，一起使劲。
几十秒钟后，他拉着马的缰绳，一声呼喝，一蹬缰绳，大家一同使劲，我们可怜的白龙马就势从水沟
里站起来了！
 那位游客，是一位藏族同胞，是一位专业的养马人！
难怪他了解马的习性和需要，他和马的关系和比我们大家都要亲密，他和马默契到不用语言就能沟通
。
 白马站起来了。
师徒四人和它又上了路，到我指定的瀑布上面拍完了师徒们行走的那个镜头。
他们回来后，我听说了详细情况，感到自己太残忍了！
在它经历了那样痛苦的事件后，还要它若无其事地继续拍摄！
如果是人类，他起码会要求休息片刻，可是它是一匹马！
它不能够诉说痛苦，不能提出要求！
 第三次，是7月份，我们从九寨沟回来在灌县的二王庙拍摄蜈蚣精的戏。
 进庙时，为了方便，我们从庙的后门进去，走向事先选定的景点。
白马走在我们中间。
二王庙是依山而建，从后门的许多台阶一路往下。
台阶旁边是一溜排水的水沟，水沟旁是个水泥的斜坡，白马就驮着“行李”在斜坡上走。
大家新到一个地方都挺兴奋，一路上嘻嘻哈哈地聊着天。
 没想到，险情突然发生了！
路旁有一棵歪脖子树，倾斜地伸向路中央。
我们的白马本来完全可以过去，但是它的身上的行李包撞在树上，马就一下子腾空掉进了旁边的排水
沟里，走在它旁边的徐霆雷被马撞了一个跟头，小徐身体轻便，就势窜到了旁边，落到了沟里。
这排水沟很宽，长年是湿的，还长着青苔，很滑，地势又很陡，所以白马虽然是站在沟里，却站不住
，一直往下滑。
这水沟是直通的，没有边，水可以一直流到下面去。
这次的危险是最大的！
如果拉不住它，它就会掉到下面去！
 这时大家都奋不顾身了：项汉一个箭步跃到水沟里，用自己的身体顶在马前面。
但他的力量远远不够，他和马一起向下滑。
徐霆雷则在马的旁边，拼命地抱住马腿。
其他许多人都扑上来，有的揪住马尾巴，有的拖住马鞍，从各个角度想拉住我们的白马，但他们还是
跟着白马一起下滑！
眼看快到水沟边，就要马毁人亡！
但是就在将要达到边缘的那一刻，因为水沟的坡度稍微缓了一些，加上大家的努力，这番生死拼搏终
于停止在水沟的最边缘。
 可怜的白马，可爱的小伙子们！
虽然我记不住当时所有参加抢救的人，但那惊心动魄的场面，至今让我感动不已！
 匆匆五年过去，我们的戏拍完了。
一切都有结束的时候，我也得和亲爱的白龙马告别了。
 它在我没有能力顾及到它的时候离开了剧组，不知被人弄到哪里去了。
后来，我听说它和我们剧组所有的布景道具一起，被弄到无锡去了。
还听说它被人当做一景，在无锡搞了个卖点，立了个“《西游记》的白龙马”的牌子，游客出××钱
就可以和它一起照相，出××钱就可以骑着它照相，出多少钱就可以溜一圈⋯⋯我听了这个消息真是
太吃惊了：它居然被当做卖钱的工具了！
它可是《西游记》的功臣哪！
它辛辛苦苦五年多，风里雨里，爬山越岭，出生入死好几次，这不应该是它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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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自己都深陷于痛苦之中，无力自拔，哪有权力有能力去为它鸣不平呢？
从它的遭遇，我深深感受到人类的冷酷。
 多年以后，我记得是1995年，为了拍摄《司马迁》，我们到无锡基地去采景，我特地打听这匹亲爱的
老马的下落。
基地负责人说：“它还在！
它如今享受退休干部待遇：住单间，吃小灶。
” 于是我立刻去找它，看看它到底如何“享受退休干部待遇”的。
 我们走到基地边上半山坡一条靠墙的小路，发现路边贴墙的地方有一间像洞穴一样的小“屋”，其实
只是一个山坡上挖出来的洞窟，很阴暗，很狭小。
靠近门口还算有点光亮，那里有一匹孤独的瘦马，独自无精打采地嚼着马槽里的稻草。
这么远就能闻到屋里满是马粪味。
它很脏，几乎看不出它原来的白色，这就是我们的白龙马？
我不禁沿着小路走到它跟前，从近处打量它。
它回过头来，望着我。
我震惊地认出来了，它就是我们当年一同共过患难的白龙马，但是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的精气神。
 我轻声地问它：“你还认得我吗？
老朋友？
” 它一动不动地望着我，眼里没有表情。
 我又问它：“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你怎么这样瘦了？
他们给你吃得饱吗？
” 它仍然在专注地听着，一动也不动。
我不知道它脑子里有没有想起当年的日月？
 “我们来看你了，你还记得《西游记》吗？
记得吗？
你想我们吗？
” 这时，可能别人以为我神经病了，一个劲地催我：“它听不懂！
快走吧！
” 我们离开了，我一直回头望着它，它也一直望着我，我觉得它认出我来了。
我站住了，因为再走一步，就会走出它的视线。
这时我大为惊异：它叹了一口气，有些怅然地回过头去了。
 我吃惊地对王崇秋说：“它叹气了！
它认出我们了！
” 他不信。
我却相信，它那一声叹息里包含了多少悲苦！
我从心底感受到了：这就是它无言的回应。
 我向基地的领导提出我的希望：“把我们的白马照顾得好些，它是有功的。
《西游记》有它的血汗！
”他们答应了，但是又附加了一句：“现在够好的啦，马活不了多久，也该差不多了！
”这句话使我寒心，有这样的想法，能好好地照应它吗？
 1996年，我在无锡唐宫拍摄《西施》，又去找寻它的踪迹。
但这次比较难，已经没有人去关心什么“白龙马”了，好多人不知道它在那里。
后来才打听到，它和马群一起，养在马厩里。
于是我们几个人又到马厩去找它。
但是到处都找不到，那里都是棕色红色的高头大马，就是没有白色的马。
问到马厩管理员，才知道它就在马群里。
 我们终于发现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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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令我大吃一惊：它矮小，瘦弱得不成样子！
它就在马群里，却被遮挡得看不见。
这就是我们的白龙马？
真令人不敢相信。
它怎么变成这样了？
现在是马群开饭的时候，在这些高头大马中间，可怜的它根本挤不到马槽前。
那些年轻力壮的马，一个个凶神恶煞地把它挤到一边。
它只能畏缩地躲开，免得被它们踩到。
 我们在马圈外观察了好一会儿。
我心痛地看到，它竟然连一口吃食也无法得到。
它又老又无力，不被踩死也会饿死，真是一幅悲惨的情景！
我预感到，像这样下去，它的日子不会太久了，也许这就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它。
我让管理员把它牵出来，让它和我们一起照个相，留下一个影像，就算个最后的纪念吧！
 在这个心酸的时刻，我对它说：“你还认得我吗？
我们都老啦！
”但是我感受不到我的白龙马的任何反应，它已经衰老得对外界的一切都木然而无动于衷。
它只是低垂着头，仿佛连抬起头看我们一眼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不是和人的风烛残年一样吗？
如果没有人来关心它、爱护它，它的生命也许瞬间就会消亡了。
我心痛难忍，当时若不是有别人在身旁，我真会为它痛哭一场！
 我气愤地问管理员：“你们知不知道它就是《西游记》里的白龙马？
能不能给它改善一下现在的生活条件？
难道没有注意到别的年轻的马欺负它，它根本吃不到东西吗？
为什么不把它分开，单独给点吃的呢？
” 他满口答应，把它牵到另外一间屋里去了。
他大概心里奇怪我们这几个人怎么这么关心它吧。
 我们离开了。
不知道我们走后，那可怜的“白龙马”是否能够吃到一口食物？
 第二年，我听说我的“白龙马”死了，它就埋葬在基地里，一个无人知道的地方。
我无语！
 我想起当年在内蒙古草原拍摄马群时，那可爱的白马是多么英姿挺拔，它和朋友们一起在草原上尽情
驰骋，抖着长长的鬃毛，迎风长嘶。
那时的它多么年轻，多么快乐。
是我把它从朋友那里夺了过来，使它过上剧组的生活，让它和我们一起，辛辛苦苦，走南闯北，当上
了“白龙马”。
但这对它有什么用呢？
这并不是它自己的选择。
它再也没有了朋友，是那样孤独。
等到它被人们利用完了以后，就被冷酷地抛弃。
现在，它因为衰老而被排挤，被疏忽，被看成了累赘,于是默默地死去。
它的心情又有谁去关心，谁能理解呢？
其实，人和马一样！
到了没用的时候，谁还会关心你的生死呢？
人尚且如此，何谈一匹羸弱不堪、不能讲话的老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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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甲子缘不久前，也就是2012年的9月28日，我得到吕中送我的票，去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新戏《甲
子园》。
以前我非常熟悉首都剧场，但已经许久没有来过了。
整个演出中，我专注地欣赏着舞台上那几位老艺术家精湛的表演，仔细地理解故事中蕴藏的深刻内涵
，尤其在剧末，心中止不住升起一份凄凉之感。
我对北京人艺有着一种说不清的感情。
还在1953年，我被调到北京养病时，就溜出医院去看了《龙须沟》，从此爱上了人艺的戏。
以后，《雷雨》、《日出》、《北京人》、《虎符》、《悭吝人》、《伊索》⋯⋯剧中那些鲜活生动
的人物，“程疯子”、“周朴园”、“雅克大师傅”、“阿巴公”、“伊索”⋯⋯“茶馆”更是看了
许多次，几十年了，印象依然深刻。
我沉迷于舞台上那古往今来、国内国外各种各样的人物和生活。
1958年，我到了电视台，为有机会更多接近北京人艺而兴奋。
那年，我兴致勃勃地争取转播人艺当年上演的新戏《蔡文姬》，但被剧院领导欧阳山尊拒绝了。
因为电视台成立不久，技术尚未过关，摄像机器经常坏，无法保证播出质量（这是我们当时的具体情
况）。
我很懊丧，但不死心，通过台领导向周总理打了报告，人艺才允许电视台转播（这对我们的技术提高
也是一个促进）。
但时隔不久，我被分工到戏曲组，戏剧和我从此无缘，更甭说人艺的戏了！
1982年，领导让我拍摄电视剧《西游记》，从此开始了我的电视剧生涯。
我立刻拾起当初的“人艺梦”——如果说拍摄电视剧是我的第一个梦，那么和那我所喜爱、崇敬的演
员们合作就是我的第二个梦！
这个梦陆续实现了：1982年到1999年，十七年中，因为条件限制，我只拍摄了包括《西游记》在内的
大大小小百多集戏，它们使我实现了第二个梦——和人艺的演员合作。
与人艺的演员合作，是件幸福的事。
我不揣冒昧，请了那些我思慕已久的表演艺术家和著名的中青年人艺演员来扮演剧中的角色。
就如郑榕、吕齐、蓝天野、黄宗洛、董行佶、林连昆、周正这样老一辈艺术家，和中年的著名演员吕
中、吴桂苓、韩善续、徐秀玲、金昭、谭宗尧、阎怀礼、李世龙、米铁增、孙凤琴，还有当年优秀的
青年演员：濮存昕、郑天伟、杨立新、李洪涛、梁冠华、兰法庆⋯⋯都曾在我的戏里担任过角色。
每当想起那些愉快的经历，就好像还在眼前一样。
那时我拍的戏有不少只有几集，属于短剧，今天看来简直不值一提，报酬也极低。
但他们不讲条件，不讲价钱，十分认真，一丝不苟。
这就是人艺的戏之所以部部是精品的原因吧。
那些老艺术家更使我敬佩，他们的戏德、艺德都达到我没有想到的高度。
和他们的合作，使我受益非浅。
在我心中，他们就是榜样！
《甲子园》中，这些老艺术家都已八十开外了！
他们依然精神充沛地活跃在他们热爱的舞台上，挥洒着才华，展现着丰采！
我望着他们的身影，不无伤感地想着：“他们为什么要老去呢”！
我忽然产生了一个贪婪的念头：要给自己留下一点他们的纪念，不只是记忆，而是更多！
我对人艺的感情，从1953年算起，也快到六十年了！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向这几位老艺术家索要墨宝，放在书的前面，作为一份永久的纪念，也算是个
“甲子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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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敢问路在何方》编辑推荐：25集电视剧拍摄6年，剧组也经过九九八十一难。
一部《西游记》链接一个时代的伤痕和荣耀，这不是娱乐曝光，这是一个艺术家的铮铮风骨和励志人
生。
多家出版机构争抢版权，百余家主流媒体一致公认的“年度最期待好书”！
30年间重播2000多次，老版《西游记》已成为无法逾越的经典。
它串联着几代中国人的情感记忆，影响着一个时代的影像历史。
总导演杨洁83岁高龄首次著书最权威真实地披露不为人知的拍摄内幕，还原一段被尘封的历史，致敬
所有的工作人员和《西游记》剧迷。
全新披露200多幅珍贵剧照及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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