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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杨洁执导的《西游记》续集在央
视播出。这次的播出赞誉声少了，批评声多
了。杨洁说，不管是 1982 版《西游记》，还是
之后的续集，她都很感谢观众的宽容。“从《西
游记》到续集收尾，前后一共18年，算是圆满
了，但遗憾的是，时间太短了，我还想拍，可没
机会了……”

“如果说《西游记》这30年带给我的最大
收获，那就是我完成了领导安排给我的任务，
我用行动证明了我能拍电视剧！”尽管带着些

许幽默味道，但杨洁说没有《西游记》，没有发
现她的伯乐，自己恐怕还在搞戏曲。唐僧师
徒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剧组也经历了九九
八十一难，“一番番一年年，何时才能把这条
路走到底？《西游记》是一条路，一条取经的
路，我们所有人为之奋斗的路，换到现在来
讲，这条路可能越来越远了，但我希望能唤回
一点儿来……”

采访的最后，被问及和当年那些演员联
系多吗，杨洁淡淡地笑了：“没有太多的联系，

就关键时刻聚一聚。君子之交淡如水嘛，就像
我挂在墙上的这幅字，1984年一个书法家送
我的，我很喜欢，关键是现在我真的应了这幅
字了。”杨洁起身指了指墙上的那幅字：“千山
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山
雪。”她笑着给记者解释，“所有的鸟都飞走了，
所有的路上人影都没了，一条河上，一个披着蓑
衣戴着斗笠的老翁，在寒冷的江上垂钓。”之后
她又笑了，说：“但我不孤独，也不寒冷……”

本报综合报道

虽然遭遇很大的压力和阻力，但在《西游
记》6年的拍摄期间，剧组却没有一个人主动
说过离开，酬劳更是微乎其微。杨洁说，1982
版《西游记》6年共拍摄 25集，但大部分钱用
在了艺术上，酬劳的部分很少，她一集下来能
拿到手的也就90元，“猴子、猪八戒一集是90
元，唐僧、沙僧少个20元，工作人员的话有拿

30元的”。
1987年，在杨洁的坚持下，剧组出国，在

泰国拍摄了《天竺收玉兔》《波生极乐天》等几
集中的外景，这应该是内地第一支到国外取
景拍摄的电视剧剧组。

“当时也有很多声音，说国内都不够还要
去国外玩，但要是在国内搭景需要多少钱

呢？再说我们也搭不出泰国大皇宫那样的景
色来。”提及这段经历，杨洁倒是乐了，“剧
组是揣着 2 万美金去的，回来的时候还剩
3000 美金。去的时候台领导还说你们连吃
带住带拍都不够，要是不够的话就跟大使
馆的人借钱回来；结果我们剩了 3000 美金
还交公了。”

主题曲差点被毙 要求多学习《四世同堂》

除了实景拍摄受到阻力外，《西游记》
在配乐乃至主题曲的选择上也曾遭到不
少人的反对。当年剧组是最早使用电子
合声来配乐的，“但一些领导却要求主题
曲民族化，要有时代感。要多学习下当时
电视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曲，但《西游记》

跟它们不同，它是神话故事。”
在敲定作曲家许镜清之前，已经有六

七个人为《西游记》谱过曲，但都被杨洁给
否定了，而那个时候的许镜清还不太有
名。王崇秋说：“当时差点就要把这首歌给
毙掉，她听后写了封长信给领导，大意是如

果艺术上要让她负责的话，那么主题曲的
事就不用管了；如果不要她负责，那么拍完
片子后，剪接后期她就全不管了。”最终在
杨洁的强烈坚持下，《敢问路在何方》成为
《西游记》的主题曲，这首传唱度颇高的金
曲也成为不少人的童年记忆。

苦涩航拍 结果什么都没拍到

如果按照现在的审美眼光来看，1982版
《西游记》无论是特技还是镜头的设置都存在
着很多“技术”问题，甚至看起来很粗糙，“说
来可能有人不信，那个时候我们是一台旧摄
像机、一个摄像师，完成拍摄。”杨洁苦笑着
说，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台机器太可怜了，

“它成像常常是虚的，动不动就坏了，你要使
劲聚焦，但不小心又虚了。”

身为摄像师的王崇秋说：“那个时候连长
焦距的镜头也没有，更不要说移动轨道，我们
最后就用自行车、三轮车让人躺在板子上拉
着走。”尽管这台老机器太可怜，但杨洁坦言
《西游记》的成功，它是最大的功臣之一。

在石林拍摄的时候，《西游记》剧组尝试
了航拍，在一场众妖追唐僧的戏中，连杨洁在
内的工作人员都披上衣服化成妖怪。因为缺

少沟通所用的设备，所以剧组上下得到的指
令便是一听到飞机的声音就狂奔，“那地多崎
岖啊。扮演金角大王的演员都把脚脖子给跑
肿了。”等摄像师王崇秋回来后，剧组上下迫
不及待地想看成像效果，结果什么都没拍到，

“原来云层太厚了，又是山地的缘故，飞机慢
不下来，高度也降不下来。”杨洁说，这就是他
们的航拍，一次没有呈现在电视剧中的航拍。

遗憾 再没有拍戏的机会了

电视剧《西游记》电视剧《西游记》3030年年8383岁总导演杨洁出书岁总导演杨洁出书揭秘往事揭秘往事

实景拍摄遭反实景拍摄遭反对对 主题曲差点被毙主题曲差点被毙

作为一部永恒的经典，老版《西游记》创下了无数的辉煌纪录，堪称一个时代的荣耀：它是20世纪80年代唯一一
部无审查、边拍边播的电视剧，拍了6年，播了6年；它是拍摄时间最长、拍摄外景最多的一部电视剧，全国除了西藏、
青海、宁夏、湖北等地，几乎都留下了剧组的足迹；它是全国甚至全世界播放次数最多的电视剧，迄今已播放2000多
次，足可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它是特技最多最土的一部电视剧，剧中所需特效最多，实现特效的办法却最土；它是
唯一一部两次获得金鹰奖的电视剧，播放到11集的时候获奖一次，全部25集播放完毕，又获奖一次。

12月20日，83岁的《西游记》总导演杨洁将出版自己的新书《敢在路在何方》。近日，在她北京的家中，杨洁接受
了记者的专访。杨洁说只是想借这本书，能唤回一点远去的东西。“遗憾的是，时间太短了，我还想拍，可没机会了。”
在近两个小时的聊天中，老人用一种恬静淡然的态度娓娓道来。

后来就借钱来拍摄
上世纪80年代初，电视剧还是个

新生事物。当时对于杨洁执导《西游
记》，反对声相当多：“一个搞戏曲的
能搞好电视剧吗？”接到《西游记》任
务后，做事果断的杨洁自己组建了一
个班底，开拍之初，她便确定了实景
拍摄的主导思想。从 1982 年 7 月在
扬州开机，6年的时间里，杨洁带领剧
组 100号人几乎跑遍了国内知名或不
知名的景点，其中《错坠盘丝洞》《偷
吃人参果》等便是在四川的青城山、九
寨沟拍摄。

不料，剧组主导的实景拍摄，从开
拍伊始便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很
多人觉得我们是在游山玩水。后来财
政部和央视组成的工作组专门下剧组
来调查是不是游山玩水、是不是乱花
钱了”。除了拍摄条件艰辛外，剧组那
个时候最大的艰辛便是抵御外来阻
力。“《西游记》播出11集后，观众的反
响相当好，可是台里却不愿再给钱拍
了，说杨洁你就拍个结尾收了吧，当时
大伙儿听了都愣了，因为这跟社会上
观众的反响完全是反的，其实台领导
也背负着很大的压力。”到了 1986年，
剧组没钱了，“是不给钱了，后来就借
钱来拍摄。不然观众看到的就不是25
集《西游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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