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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4日，对申氏
三兄弟来说，是个大日子。这
天既是他们母亲的十周年祭
日，也是他们的纪录片第一次

“公映”。
那一天，申家三兄弟没有

请戏班子，也没有放鞭炮，而
是来到父母生活过的厂家属
院与父母当年的老同事、老邻
居一起观看了这部纪录片。

“1000 多个小时的素材，
我们剪出来26分钟，主要围绕
着我们母亲的一生来剪的。
别看只有 26 分钟，光是剪辑，
我们花了260个小时都不止。”

申长明说，毕竟是门外

汉，第一次拍纪录片缺乏经
验，1000多个小时的素材没有
做相应的检索记录。

这就意味着，哪怕一个 1
秒钟的镜头，他们也需要从浩
如烟海的 1000 多小时的素材
里慢慢挑选。

“没办法，我们只能用笨
办法一点一点地找。那几天，
我一坐到电脑跟前就头疼。
差不多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
剪出来第一版片子，大约有40
分钟。”申长明笑着说，“片子
最终定稿前，他们开了 6 次研
讨会，先后把片子改了 5 版，
精简到26分钟。”

片子上映前，老三申长久
还特意设计了一张海报，贴在
老院里，“敬请砖瓦厂父老乡
亲前来观看”。海报上，当年
砖瓦厂的烟囱高高竖立，“就
像父母还在的那时候”。

晚上 7:30，夜幕落下，银
幕亮起，申家兄弟姐妹和院
里的几十位老人守在银幕
前。当银幕上出现申连成、
李文英的身影时，那些老同
事、老邻居想起旧事，都禁不
住流下了眼泪。“他们兄弟几
个给父母拍电影，多出息、多
孝顺。申家老两口九泉之下
也高兴。”一位老人说。

河南新乡三兄弟为逝去的父母拍纪录片，耗时8年多
跋涉数千里，为了体验父亲工作的艰辛
不惜到父亲工作过的厂里干1年劳力

音容宛在 为了记忆中的父母

核心提示：在母亲逝世10周年那天，新乡的申长云、
申长明、申长久三兄弟没有选择请戏班子、放鞭炮的
传统形式，而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在父母生前
居住的家属院播放他们拍摄的
纪录片《不能忘怀的爱》，来表
达自己对父母的缅怀和对家庭
的感悟。
为了拍这部纪录片，兄弟三人
整整耗时8年，跋涉数千里，
花费数万元，拍了1000多个
小时的视频素材。他们5赴
山西山区，追寻母亲的踪迹；
他们与老邻居聊起往事抱头
痛哭；他们甚至到父亲工作过
的厂里干1年苦力，来体验父亲当年的工作环境。
郑州晚报记者 路文兵 文/图 新乡报道

“家就是有亲人和亲情的地
方，家是生活的起点也是生活的
终点。我的父亲母亲，就是我家
的苍穹。”

4 月 14 日上午，在新乡市一
家影像工作室内，申长云、申长明、
申长久三兄弟再次重温了他们拍
摄整理的一部纪念过世父母的纪
录片——《不能忘怀的爱》。

虽然这部片子他们已经看
了无数次，但每次结束的时候，
三个年逾不惑的男人还是会动
容落泪。“每次在片子里看到他
们的音容笑貌，总觉得他们还陪
在我们身边。”申长明说。

三兄弟的父亲申连成，生前
是新乡砖瓦厂的工人，曾被评为
市劳模，还当选过河南省人大代
表，于 1994 年逝世；母亲李文英
也去世10年整了。

“我的父亲母亲基本上不识
字，但我们的父亲一直教育我们

‘克勤克俭、无私奉献’，而母亲对
家庭的付出，则让我们兄弟姐妹懂
得了家的含义。”说起拍这部纪录
片的缘由，申长明说，母亲过世后，
他们兄弟姊妹5人一直在商量，用
什么方式来纪念双亲，把他们的责
任和爱在这个家传承下去。

“传统的放鞭炮、唱大戏、鼓

吹手，我们也考虑过，但总觉得
缺了点什么。直到我们无意间
看到《山有多高》这部纪录片，激
发了我们拍纪录片纪念父母的
灵感。”大哥申长云说。

《山有多高》是一位台湾导
演为纪念父爱而拍摄的一部纪
录片，获得过第39届金马奖最佳
纪录片。兄弟仨凑一起看完后
被纪录片里的情怀感动了，他们
决定为自己的父母拍一部属于
自己家庭的纪录片。

申氏三兄弟都是摄影爱好
者，三人在新乡市区合伙开了一
家影像工作室，平时主要承接婚
庆等视频拍摄业务，拍纪录片这
种“高大上”的东西，还是头一
回。为此，他们特地找来拍纪录
片的专业人士帮忙。

“听他们仨一说，我觉得挺感
动的。在新乡甚至整个河南，还
没听说有人用纪录片的形式来纪
念父母的，他们拍的可以说是一
部家族影像史，在某种程度上其
实也是新乡部分历史的一个缩
影。”帮申氏三兄弟拍片的“纪录片
达人”刘思伟告诉郑州晚报记者。

“第一次拍纪录片很辛苦，
这么辛苦，就是为了把父母留
住。”申长明说。

“八千里路云和月。”提起
纪录片拍摄的漫漫 8 年，申长
久这么形容。

虽然家里的摄像机里之
前有不少父母亲欢庆过节的
视频素材，但对一部纪录片来
说，还远远不够。

8 年里，他们跋涉了数千
里路，花费了数万元，拍下了
1000多个小时的素材。

“要拍母亲，肯定要去山
西那边找我姨他们。”申长明
说，1942 年闹饥荒的时候，姥
姥箩筐里挑着舅舅和小姨逃
荒到山西，母亲李文英则因为
脚伤而留在河南。母亲与兄

妹虽然相隔两地，但依然亲如
一家。

小姨家在山西山区，山路
崎岖路难行，经常走错路。有
回他们的车坏在半路，三兄弟
推着车在山里走了半天才找
着修车的地方。“还有一次山西
大雪，我们的车钻进雪堆里门
都打不开了，我们仨只好从天
窗里爬出来。”回忆起拍片子的
艰难，三人如今当成笑话来讲。

“每次费尽艰辛来到姨
家，吃着姨给下的饺子，就想
起了我们的母亲。这 8 年来，
我们去山西就跑了五六趟，行
程有几千公里。”申长云说。

2011年，是父亲工作过的
砖瓦厂倒闭前的最后一年。
为了更好地拍摄父亲在砖瓦
厂的素材，大哥申长云特意申
请调回砖瓦厂，亲自到厂里干
了一年劳力，拉父亲拉过的大
车，泡父亲泡过的澡堂，体验父
亲当年的工作。“十几趟砖瓦
厂跑下来，父亲在我们心中的
形象更清晰也更高大了。”

在拍摄过程中，有太多
令三兄弟难忘的时刻。“与小
姨以及当年的老邻居张婶、
黄婶聊起父母生前事迹的时
候，说到动情处，大家抱头哭
作一团。”

拍摄 耗时8年，行程数千里，拍摄1000多小时

8 年时间，纪录片里当年
母亲怀抱着的，光着肚儿的小
孙子，如今已长成翩翩少年；8
年时间，也让三兄弟对父母的

“责任与爱”的家庭观念理解
得更加透彻。

申长明说，目前这部26分钟
的片子主要是祭奠母亲逝世10周
年而剪的。“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
兄弟三人将剪一部一个多小时的

关于整个家庭的纪录片。”
“父母虽然不在了，但因为

拍这个片子，让我们兄弟姐妹5
家更亲密了。我们兄弟姐妹达
成一个共识：家，不能散，要经常
在一起聚聚。”大哥申长云说。

母亲过世的 10 年里，每
年谁家孩子过生日、成人礼，
一大家 16 口人都会聚在一起
庆祝。每年的清明、中元节以

及父母的祭日，几家都会一同
前往。闲暇时间，他们还经常
组团出去旅游，栾川大峡谷，
蓬莱仙境，洛阳牡丹园……许
多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母亲当年与她的兄弟姐妹
分离大半辈子，她格外看重一家
人的团聚。拍这部纪录片的8
年来，让我们兄弟姐妹懂得了家
的真正意义。”大哥申长云说。

纪录片截屏图片

缘起“这么辛苦，就是为了把父母留住”

感受 拍纪录片让家人更亲密

申氏三兄弟设计的纪录片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