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周恩来》在大董村拍摄散记 

赵思敬 

1991 年，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诞生 70

周年，广西电影制片 厂拍摄了大型宽银幕史

诗巨作《周恩来》， 电影运用时空交错的结

构形式，将宏观表现 与细节刻画相结合，以

“文革”十年为背景， 不断映照过去，多方面，

多角度地表现了周 恩来总理丰富多彩的内

心世界和崇高的人 格魅力。其中，周总理

在邢台地震灾区慰问这场戏，就是在阎村镇大董村拍摄的。 

1966 年 3 月 8 日，河北省邢台发生 6.8 级地震，震后的第二天，周总理就

来到了白家寨村这个地震中心，他带去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慰问，看望了受伤的

群众，号召大家生产自救。为了展现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剧组曾到白家寨查

看，但那里已盖起了房屋，环境已不能再现，导演便在北京郊区等处选址，于

是，大董村一队、二队场院被剧组看中。这里的土坯房很多，大环境符合当时

的场景。通过房山区委宣传部的多次协调，剧组于 1 月中旬进入大董村，开始

划归场地搭建布景。 

编剧兼导演丁荫楠，听剧组方高宁说，房山区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关向东曾

到过白家寨，不久便带领剧组全体人员来到宣传部。关向东介绍说，他于 1966

年 11 月，利用红卫兵大串连时到白家寨进行过调查，与该村支书座谈时，了解

了震前震后的情况，特别是周总理慰问的细节，同时做了详细笔录。对于周总

理在地震灾区的讲话，丁荫楠找过周总理的秘书，但因年代久远，谁也没有记

清。关向东在白家寨村的大字报栏中看到了周总理的讲话，便抄录在了笔记本

中。丁荫楠看到这篇讲话后，高兴极了。认为他在剧本中写的周恩来讲话太空

洞了，最后呼的几句口号，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关向

东介绍说，总理带领大家呼的口号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重建家

园！”丁荫喃眼睛一亮，马上叮嘱其他人员记好，最后拍摄时，按此修改了剧本。 

《文艺报》艺术部记者向兵、章小龙追踪《周恩来》摄制组采访后，撰写

了报告文学《寻找周恩来：1991, 什么属于周恩来》（作家出版社 1992 年版），

里面有一节“打谷场，农民的衣食父母”，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在大董村拍摄邢台地

震的一些情况，使我们可以沿着这个线索去追寻当年影片拍摄的一些情况。现

将有关文字和事后了解到的情况介绍如下： 

一部周恩来，虽说特别讲究“文献性”，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戏都得实地实景拍

演员王铁成与房山有关人员在大董村拍

摄现场合影。 



摄。比如，周总理视察邢台地震灾区，邢台灾区已重建，面目全非，这就没有

必要非得去当年的灾区不可了。地震后，残破坍塌的北方农舍在北京郊区就能

找到。于是剧组来到了房山区大董村。导演丁荫楠可说是位见多识广的主儿，

这些年没少在农村拍外景，和农民打交道。然而，这回在房山的际遇，对于他

来说，也是人过半百头一遭。 

剧组看中的大董村 ，村里打谷场周围有些不用多加工就可使用的破土房，

打谷场正好可用来停落“周总理”的直升飞机。但打谷场已承包给村里的编织专业

户晋永旺，这里成了他家的工场，也是他家的“衣食父母”，让他把地方腾出来，

一捆捆的腾筐没地搁，订好的合同也不能按时交货，晋永旺当然有意见，可他

听说这部片子是拍周总理的一生，在这里拍的又是周总理关心受灾的邢台农民

这场戏时，他便开朗起来。剧组制景人员在那折腾了一个月，一直占着打谷场，

十几个制景人员天天还在他家休息，洗脸，喝水。两口儿热情接待，剧组缺少

什么工具，他们就帮助找。一分钱场地损失费没要不说，还提出要献出 500 元，

捐给《周总理》剧组。只因为两口儿看见拍《周总理》剧组的人顶着西北风，

一手水，一手泥地在哪儿忙活儿，想给他们改善伙食。众所周知，房山大董村

不是个富地儿，一下拿出 500 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剧组当然不能收，但最后他

们还是将晋永旺家收购来的柳条拿出来，做了堆草垛的道具。 

制景队要在一、二队的场院搭几十间震后的房屋，得用不少沙子、砖、泥、

棚席等。房山桥梁厂、建筑材料服务中心、饲料厂闻讯后，就开着卡车源源不

断地把所需的材料送来了。很快，剧组就在十多亩地的场院盖起了座座“危房”，

尤其是他们搭的一座过街门楼，在上面用油漆作旧，又画出许多裂缝，真是太

逼真了。过往京周公路的人，都以为这里是一片要倒的破房子。拍摄那天，燕

山石化公司听说要他们帮忙，二话没说，厂领导带队，还派来了救护车、清洁

车和一百名群众演员。 

事隔多年，晋永旺的爱人说起拍摄那天的事，还激动地说：“当时村里的好多

人都穿着自己家的旧衣服，当起了群众演员，有些头发时髦儿的人，剧组就给

发一块毛巾系上。我的头形当时就是这样，导演说‘行’。开拍前，导演说，只要‘总

理’从直升飞机上一下来，大家就往上跑，要表现出高兴、激动的心情。当然，

冲在前边的人都是演员。”他指着剧组给他的《周恩来》画册翻到灾区慰问那页，

指着两个看得不很清楚的人说：“看看，站在人群中这个高个就是我，人群后边的

这个就是我们家老晋。”又说：“王铁成演得真像。当时真激动，好多人都是这样。” 

“邢台地震”这场戏拍摄的时间是 1991 年 2 月 9 日，在影片中只有 6 分多钟，

但的确令人难忘。燕化公司宣传部的刘广文参加了拍摄，事后他写了一篇《ok，

太好了》（见《燕山油化报》1991 年 3 月 8 日 4 版），文章说，剧组经过半个月

的准备，再现了“地震灾区”。那天早晨 7 点多，预约来的 800 多名群众演员就来

到现场，他们根据剧情需要被安排到各个“现场”。现场南侧是燕化安装公司、化

工一厂、职工医院和消防队的 62 名职工组成的“救灾队”，他们身穿工装和白大

褂。其他地方安排的是军队和群众。经过现场检查，确信一切符合拍摄条件，



导演在严寒中甩掉军大衣，只在黑毛衣领口上系一条大围脖，开拍在即！ 

11 点 45 分，从“中南海”方向飞来了直升飞机，在“灾区”上空盘旋了一周之

后，缓缓降落下来。王铁成扮演的周总理刚一走下飞机，等待的一千多名群众

和解放军战士一起涌向总理，不知是谁情不自禁地高呼起“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这一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马上使现场的情绪热烈起来。欢迎的场面持续了 5

分钟，摄影者刚一停机，导演就大叫：“ok，太好了！” 

在“灾区”需要拍摄 15 个镜头，55 岁的王

铁成当时已经 5 年没拍戏了，这时，他站在

两个用木盒子对起来的台子上，以周总理特

有的语调说：“乡亲们，你们受了灾啊，损失很

大。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看望大家。”在群

众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后，他又说：“乡

亲们，毛主席写过一篇文章，叫《愚公移山》，

愚公能移山，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困难的！”接着，

他带领大家高呼：“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关向东谈起现场拍摄时说，试拍前，丁荫楠让大家高呼口号，群众演员举

手时，发现一些人还戴着手表，上马说：“停，把手表摘下来。”要知道，1966 年

时，农民兄弟有几个人能戴上手表。宣传部的小齐，想在片子里露个脸，导演

就给了他一架摄像机，让他扮成记者，也算过了一把瘾。燕化公司派去的人，

有扮成医护人员的，一位医护人员认为只要守在担架上看护“伤员”就可以了。没

想到扮演总理的王铁成真的入了戏，在得知老人砸伤了后便蹲下来问：“是腿吗？”

医护人员随机应变说：“他的腿已经骨折了，我们已经作了处理。”接着，“周总理”

又对担架上的“伤员”说：“老乡，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给你治好的。”对话既自然又

符合情节。这名医护人员叫孙月华，事后她写了一篇《在“总理”身边的一刻》（见

1991 年 11 月 8 日《燕山油化报》4 版），记述了参加拍摄的经过和感受。 

按导演现场要求，在拍摄“灾区现场”时，扮成伤员的人员需要增加，燕化安

装公司的 4 名同志马上替补上来，经过化妆师颜碧君等几个高手的“收拾”，他们

的头部和手上马上“鲜血淋淋”，就像刚从砖头堆里扒出来的一样，成了名副其实

的重伤员。为演好急救站一场戏，燕化医院的宣传部长时红霞和建筑安装公司

的宣传部长徐长林也穿上了白大褂，按要求进入角色。拍摄完毕，导演对燕化

公司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白天的慰问场面拍完后，王铁成又分别与区委领导和宣传部有关人员合影

留念。下午，剧组特别安排晋永旺一家与王铁成合影，从晋永旺爱人珍藏的相

册中，有这一家三口与“周总理”的合影。她说，到我们家串门的人，都愿翻看这

个相册。有些好照片，让喜欢的人要去了。这些照片，我就这么一张，也没有

底版。我说现在好了，可以用数码相机翻拍，制成光盘，可以随便洗，多少张

都行，她听了非常高兴。 

晚上，在“抗震棚”里，剧组又拍摄了“总理”晚餐的镜头，只不过参加拍摄的

电影《周恩来》慰问灾区在大董村拍摄

现场 



都是专业演员了。 

 在广西厂印制的《周恩来》宣传画册中，有一组邢台地震的 4 张照片，背

景为簇拥“总理”的人群，“周总理”正在挥手致意。图片分别是；周总理向群众讲话；

周总理向医护人员询问伤员情况；周总理慰问村民；周总理向群众讲话。虽然

事隔十多年，村里的人还是能指认出村里的某某人，并会心地大笑。 

王铁成在《我演周恩来》一书中详细记述了拍摄“灾区慰问”这场戏的许多细

节，使我们知道了这场戏的最大难度是走访慰问群众时剧本里没有台词，一切

都要靠王铁成自己临场发挥。那真是得见什么情景说什么话，还要自己设计动

作。面对布置逼真的地震现场，王铁成果然不负导演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任

务。需要说明的是，在拍摄这场戏之前，刚刚拍完“病中的总理”，现在又拍地震

慰问这场戏，脸型显然太瘦，为了使脸型“胖”起来，他把两块馒头塞在了舌头两

边，使腮边鼓了起来。这样一来，外形倒是像了，可是说话不敢张大嘴，所以，

在拍摄喊口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时，拍的都是全景，为的就是不让人

们看出他嘴里塞了馒头。这些详情，当时在场的群众是不知道的。 

通过在大董村的拍摄，跟随丁荫楠跑来跑去的场记感慨地说，只有拍《周

恩来》才懂得“周恩来”三过字在人民心中的分量。《周恩来》的拍摄只投入了 700

万元，以每张票 2 元的价格售出，竟创造了 2.7 亿元的票房，这个记录至今没

有打破。 

经过 22 年的寒暑，大董村拍摄“邢台地震”的拍摄地已经建起了新房，我们

只有在《周恩来》的影片中，才能领略它的旧时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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