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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现场不是电影学院能够教
出来的。许多过经过脉的东西，是靠
时间磨出来的经验。如果要成为一
个掌镜的摄影师，之前要当摄影助
理，再当副摄影，然后才由师傅带着
得到掌镜大权。摄影助理干的活就
是换胶片、拉皮尺、跟焦点，有许多人
一辈子就干这个，在摄影机前，忙前
忙后一辈子，也没有能够进步一寸变
成掌镜的摄影师。

当然，这些辅助工作非常专业
精细，也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好的。
换胶片的时候，除了把新的装满底
片的片盒装在摄影机上，还要用一
个橡皮球囊，用手使劲捏，用鼓出来
的风去把片门吹拭干净，不允许有
半点尘埃留在片门，否则后果很严
重。当年米家山导演的《顽主》有一
场，调动了几百人在北京当时一个
很现代的展览馆拍重头戏，米导有
很多想法，现场配合非常麻烦，费了
很大的劲，终于成功完成。可是一
周以后，北京电影洗印厂传来噩耗：
那场耗费巨大的重头戏，胶片划道
不能用！分析原因，可能是因为片
门上有一粒肉眼看不见的尘埃。

摄影江湖的规矩很多，掌镜的
摄影师基本上是一个“君王”，摄影
助理安好脚架，把摄影机架上去，这
机器是神圣的，别人不能靠近，更不
能上去眯着眼睛看镜头。也有不少
掌镜摄影师和蔼可亲，也不是独霸
那个位置不让别人靠近。

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两类人可
以去看摄影机的镜头。一个是照明
组长，他的光打在镜头里的人物和
景物上，效果怎么样？需要怎么样
修改？必须他亲自从镜头里去看，
摄影师不会干涉。当然，摄影师必
须是懂照明的，不懂也镇不到堂
子。传统时代，摄影师是要画出一
部电影的每一个镜头图的，包括用
光图，一部电影少说也要画几百张
图。牛的摄影师会说，导演选演员
的时候，摄影师必须参加，导演选基
本形象，摄影师看演员上不上镜，怎
么样用光，这也是早期拍电影的规
矩之一。

可以一个箭步冲向摄影机看镜
头的除了照明组长之外，我的印象
中就是烟火师了。甚至，有的时候，
烟火师还可以直接给摄影师提机位
和景别的建议。因为，烟火师傅在
大场面里用烟火造型这档子事情，
太专业了，除了他本人，任何人基本
上都插不上嘴，说不起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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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物体的弹着点都
不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
人身上的弹着点。先要由服
装师傅准备几套衣服，如果
是一个军官被机枪打成蜂
窝，就一定要准备几套毛料
衣服。烟火师拿到衣服，在
里面安雷管，雷管放在一个
避孕套里，里面灌满血浆，用
止痛膏贴在衣服的里面，然
后通上电线，有多少个弹着
点，就有几根电线。炸的时
候，雷管有比较大的爆炸力
量，不仅会把避孕套里的血
浆炸出来，当然还会把衣服
炸破，从正面看，就是一个子
弹穿过，衣服被击穿一个洞，
鲜血喷涌的效果。我没有考
证过，听说烟火师的这个小
技巧是从香港枪战片那里学
来的。

演员要在里面穿上一个
特制的硬质挡板，把经过烟
火师精心制作的衣服小心翼
翼地穿在身上，然后，那些电
线会轻轻地从裤脚下通出
来，连到烟火师的一个操作
台上。拍的时候，全场都很
紧张。我在重庆拍过一个
戏，要把一个国民党军官打
成“蜂窝煤”，场景是在那个
军官的办公室里。烟火师忙
了一天，把办公室的桌子上，
后面的柜子上，台灯上，书
上，都安了炸点，当然，衣服
的前胸后背上也有。演员明
白，这样的炸点，一定要让他
先用胸口对着镜头，烟火师
接通前胸的炸点让它们炸起
来，然后还要转过身去，把背
后亮出来，然后再炸后面，同
时，还要把桌子上和柜子上
的炸点引爆。

那天是我在喊口令，事
先说了很多遍，我喊“1”的时
候，演员怎么做，烟火师炸哪
里，我喊“2”的时候，演员怎
么做，烟火师炸哪里，我喊

“3”的时候，大家怎么做等
等，每个人的脑子里都要过
几遍，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
一点错。大家屏住呼吸，听
我喊开始。还好，一切很顺
利。演员趴倒在地后，我叫
了停，演员爬起来，脸上挂了
很多汗珠，还说，他的衣服都
湿透了。

虽然像《我的团长我的
团》里烟火师死亡的事情极
少见，但是拍烟火戏的时候
受伤的小事故见惯不惊。

一般说来，电影厂烟火
组的人基本上都是部队转业
的，比较有经验，纪律性比较
强。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是不
准我们靠近的，他们的工作
室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粉
末，有的时候还要把粉末放
在外面晾一晾。

在布置爆炸点的时候，
烟火师会在他们放置的雷
管、粉末、汽油袋的周围用石
灰画上一个大概直径有三四
米的圆圈，一个镜头里，可能
有十个，甚至几十个这样的
爆炸点，每一个爆炸点的周
围都会有这样的圆圈。

开拍之前，我要拿着喇
叭大声地告诫群众演员，在
往指定位置冲锋的过程当
中，不能靠近白色圆圈，否则
就会有危险。

有一次在云南腾冲拍
戏，在一个很大的吊桥上安
放了很多爆炸点，让群众演
员从桥的对面冲过来，其中
一个 60 多岁的大爷就靠近
了白圈，刚好爆炸启动，大爷
的脸被爆炸烫伤，肿起很大
的泡。

还有一次，还是在云南
腾冲，拍枪战。背景是在一
个小窝棚里，小窝棚是置景
师傅搭出来的，主要材料是
木板，腾冲的气候比较干，木
板很干很硬，甚至有些脆。
烟火师按照他们惯常的做
法，在木板上安了很多弹着
点，为了效果，可能用的雷管
比较烈一点。演员是许亚
军，他非常聪明和有经验，拍
战争戏也很多，位置准确得
近乎完美，动作也非常到位，
当他举枪射击完躲后一步的
时候，烟火师启动了炸点，只
听啪啪啪几声脆响，许亚军
再冲出来继续射击，就在这
个当口，躲在一边的一个小
伙子倒下了，他不是演员，也
不在画面里面。大伙急忙围
上去，只见他的裤裆里浸出
了殷红的鲜血。

后来才知道，那个炸点
的木头太干太脆，炸了以后，
一个木渣飞出来，其威力就
像子弹一样，径直飞到了站
在一边的小伙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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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峨影厂区
的深处，有一个院子是烟火库，它
和当时的特技车间相距不远。在
我看来，烟火也是电影特技的一部
分，特别能够制造效果。当然，现
在的电影拍摄和后期制作都是数
字化了，特技的制作完全可以改变
许多场景，对传统特技完全是一种
颠覆。

烟火师在电影剧组是一个很
特别的行当，既危险又充满神秘的
感觉，导演康洪雷的《我的团长我
的团》拍摄的时候，剧组就曾经发
生一个事故，西影厂一个烟火师傅
被炸死了。

很多人有一个误解，烟火师仅
仅是战争片才需要，其实不是，战
争片炮火连天、狼烟滚滚的场面固
然是烟火师大显身手的结果，但许
多没有任何战争场面的文艺抒情
电影开拍的时候，有经验的导演也
会找一个烟火师。

不打仗，烟火师用来干什么？
一个导演如果要拍一个早晨

的画面，需要一点晨雾的感觉，如
果没有晨雾，拍出来的画面很死
板，没有早晨的韵味。烟火师施放
一些薄烟，马上会有一个烟雾朦胧
的韵味，拍出来的画面自然而有生
气。有经验的摄影师，往往喜欢和
烟火师配合，这样拍出来的画面特
别有味道，在行话里，甚至有“少打
灯，多放烟”的说法。

这种薄烟的施放比较简单，烟
火师配好了一种黄色粉末，一般是
放在一个大的竹片上，点燃以后，
烟雾喷涌，哥几个拿着竹板在现场
前后跑，副导演躲在人群当中，大
喊大叫地让群众演员注意了，等烟
雾放匀净，摄影师觉得可以了，导
演一声令下，开拍。

有烟的画面，就有一种生活气
息，现场既热气腾腾，又自自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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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烟火师在一个场面当中有三种方式作为
自己的造型手段，一是烟，二是爆炸，三是火。

烟是造型手段里最狠的一种，一般说来在大场面里
都是放在远景的深处，放烟的时候，一定不能只放黑烟，
一定要有白烟、黄烟，这样出来才有层次。烟火师狠就狠
在明明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但是他们在做的时候，基本上
是当作艺术品在整，哥几个在山崖上，河滩上放上一大堆
一大堆的粉末，把旁观者赶得远远的，这堆粉末的烟柱有
多大，能升多高。他们心里的感觉与一个行为艺术家差
不多，心里想，你们就等着看吧，一定要把你们掀翻。

然后是爆炸，爆炸一般是用雷管来引爆，然后用一个
塑料袋灌满汽油，用多大的雷管，用多少汽油，全靠经
验。这种做法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做法，爆炸起来火团很
大，但是虚张声势，没有多少炸裂的能量，在后期配音的
时候，一定要请录音师和拟音师配合，录出很闷很沉的爆
炸声，显得力道很大的样子。八一厂拍的一些纪实性的
战争片里面，爆炸的力度要大一些，会真的炸出一些泥土
出来，但是这样的镜头多半都是空镜头，就是没有人在其
中的，怎么炸都无所谓。

一般说，远处要放巨大的烟柱作为背景，中间地段主
要是放一些爆炸点，爆炸点的引爆是通过一根根电线通
到一个总控制台上，先炸远处，再炸近处。

最后是火，火是最简单的，一般会在近景当中使用，
作为一个点缀，烟火师会和道具师一起，弄几个架子之类
的，然后用油棉纱藏在架子后面，一般说来，这些火都放
在距离摄影机比较近的地方，甚至故意是在焦点之外的，
只起一个烘托气氛的作用。

开拍之前，几个烟火师会疯子一样地跑在远处，把
狼烟点燃，一时间，浓烟冲天，直冲云霄，煞是恐怖，只
要那烟一起来，整个一个河坝里上千的群众演员就无
比紧张。这个时候，烟火师跑回来，再把近处的油棉纱
点燃。

导演这个时候，真的像一个将军一样指挥着这场战
争，当他一声令下的时候，躲在摄影机后面的烟火师会非
常准确地、按照预先算好的顺序，引爆一个一个的炸点。

一个狼烟四起，炮弹呼啸，火光冲天的场面就这样被
哥几个搞出来了。

这样的大镜头拍下来，烟火师的脸一定是铁青的，气
一定是出不均匀的，腿一定是发软的。因为，他们太紧张
了。

拍了那么多戏，其实我觉得烟火师最麻烦的不是放
烟，甚至不是爆炸和放火。我觉得最麻烦的是炸点。

所谓炸点，其实就是子弹打到人身上或者东西上的
效果，比如树上、墙壁上、还有人身上。烟火师们为了一
个炸点，就要忙乎很久的时间，选位置、选雷管、安放雷
管，接电线，花了好几个小时把炸点安装好，如果遇到一
个演员开拍的时候一紧张，位置没有走好，或者时间没有
掌握好，往往在几秒钟之内，就把烟火师的劳动成果付之
一炬。他们会垮着脸，花费一个小时再做一遍，弄得演员
不紧张都会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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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时候百思不得其解。比如，对
摄影、照明、剪辑这些岗位，我从来都很
敬仰，觉得从事这些工作的人都是艺术
家。可是，一到峨眉电影厂，他们都管这些
岗位的人叫“师傅”。呆了相当长时间以后，
我逐步悟出来，叫师傅一定有叫师傅的道
理。电影拍摄是一个艺术江湖，这个江湖
必须是靠各个极其专业的行当，极其专
业的技术，一点一滴做出来。如果一
个导演，不懂得各个环节的各个

技术，那是镇不住这个堂
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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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主》有
一场重头戏因
胶片划道弃用
留遗憾。

《我的团长
我的团》用了许
多烟火技术。

电影中的
爆破都有烟火
师的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