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日报7月11日讯（记者 万兵
兵）爱心无止境，温情在传递。在众
多爱心人士的支持下，由本报等多家
单位联合发起的“爱心援助天天进
行”大型公益活动一直在持续进行
中。这次，我们将爱心传递到了位于
高而办事处的核桃园村，探访了一名
单亲农村妈妈。

她叫陈庆兰，今年50岁，是核桃
园村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岁月如
刀，在她的脸上留下了无尽的沧桑。
16年前，自丈夫身患肝癌去世后，她
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这些年的日
子，她所受的煎熬难以想象。

没了丈夫，陈庆兰独自养育着两
个孩子，还得照顾年迈的母亲。原本
给丈夫治病就花费颇多，借了不少

钱，她只能靠两亩多地的微薄收入，
免强支撑着这个家。“自己受点苦没
啥，可怜了孩子啊。”陈庆兰说，她
吃苦受穷，自己认命了，可是她老觉
得对不起孩子们。

女儿小花今年26岁了，至今没有谈
对象。“她说要供弟弟上大学，其他的先
放一放。”提到这个倔强的女儿，陈庆兰
不免又疼又怜。由于家里太困难，为了
能够让弟弟小浩考高中读大学，懂事的
小花在初中毕业后就没有再上学。

后来，小花还来到市区帮人卖衣
服。由于挣钱不多，除去房租等日常
开销，她仅能给家里寄300多块钱。这
些钱，不仅是妈妈和弟弟生活的所
需，还要照顾81岁的奶奶。由于年事
已高，奶奶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平

时需要吃药。
“我想让孩子们能过得好一点，

别像我一样受苦了。”陈庆兰说，今
年儿子小浩考上大学了，她也有些盼
头了。

“爱心援助天天进行”是由山东
省妇联、山东省卫生厅、生活日报、
《城色》杂志与大众网共同发起，济
南真爱妇科医院参与协办的大型公益
活动。旨在发动社会各界热心公益事
业的人士和单位，为患病需要治疗的
贫困女性提供救治和资金援助。

亲爱的读者朋友，如果您是位因
病致贫的母亲，或者您身边有这样的
贫困母亲或家庭，欢迎您拨打本报热
线96709 ，我们的公益活动将会给这些
贫困母亲送去爱心和温情。

23岁的大学毕业生想拍一部电影
自己写剧本、到处借设备，他说不管怎样都要把电影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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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毕业证，脱下学士服，张远没有打包行李回
家，也没有像其他大四毕业生一样去跑招聘会，他留在
了学校，计划用这个最后的暑假去实现自己准备了四年
的梦想——— 拍一部电影，《哥德巴赫的猜想》，讲述他
所理解的关于反思和执着的故事。

2006年，刚到山东经济学院工商管理系上大一的张
远就曾经到学校的电影社团“应聘”了导演，写了剧
本，社团的学长们看了剧本后，打算让这个刚入学的学
弟拍一个试试，“我前后忙了一个月，电影快拍完了，
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社团解散了！”虽然第一部电影
没有最终完成，但是，拍一部独立电影的想法就这样扎
了根。

因为喜欢电影，所以张远特别想考北京电影学院的
研究生，他关注那些导演系学生的毕业作品，但是后来
他还是放弃了，“我看了六百多部电影，感觉不少了，
一查才知道北京电影学院要求本科阶段的观影量是三千
部，太多了。”

张远说，光看这么多电影还不行，对电影的镜头运
用、拍摄手法等都要有心得，“像我们现在的情况，能
拍出来一部就不错了，先不去想什么自己的风格了。”
在中国的导演里他很欣赏姜文，尤其喜欢《阳光灿烂的
日子》。

2010年5月下旬，眼看距离毕业的日子越来越近，想
要拍一部电影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算对四年的大学生活
做一个告别，因为“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回来了”，张
远和自己的哥们徐瑞亮一合计，“与其老是在想，不如干脆
干吧！”

张远当导演，徐瑞亮当制片主任，又找来他们的同学
宋洪顺当摄像师，三个人进行了简单的分工。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拍摄时间，张远放弃了以前写好
的、自己非常满意的长剧本，用了三天时间，埋头写了个一
万多字的新剧本：《哥德巴赫的猜想》，“这个本子比较短，
有500个镜头，打算拍10天，核心就是讲述‘执着’，我们执
着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执着？”

根据新剧本，有台词的演员只有10个人，但是张远算
了算费用：租用机器设备，演员的盒饭、住宿、茶水钱……
“要养活一个剧组，一天得三四千。”这样的支出对于几个
还没工作的毕业生来说是无法承受的。
“我到处找朋友，设备都是借来的，演员也都是朋友。”

张远说，不光借到了摄像机还借到了摇臂、轨道这样专业
的设备，“还有化妆师也是专业的。”

目前看来，他们没有条件像导演系学生那样用胶片拍
毕业作品，“胶片太贵了，他们拍毕业作品两条过不了就不
敢再拍啦。”张远他们借到的机器是拍电视剧的，用的是录
像带，“拍一个镜头，我的标准是10条，再多的话成本就太
高了。”

除了找朋友，张远还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征集包括
副导演、场记、群众演员、灯光师、道具、剧务等在内的10
个小组的成员，“人员分工职务可叠加，控制在 20人左
右。”

7月11日是张远的电影《哥德巴赫的猜想》预定的开
机日，但是7月9日上午，张远却皱着眉头说：“现在，不
太敢开了”。

前段时间，化妆师因为有事回家了，“还好，有五位
备选的化妆师。”张远说。

开机前四天，片中的女一号和女二号突然发来了辞演
短信，“前后不差五分钟”，突生的变故，让张远一夜没
睡，“四个主要演员，一下子走了两个！”

而这还不是唯一让张远烦恼的事情，开机前四天，一
直在尽力争取的赞助最终流产，虽然演员是朋友、剧组的
人都是朋友、设备也是借的，但是盒饭和水还是要买的，
“实在不行就借点钱或者把电脑卖了”张远想。

开机前三天晚上，他见到了电影中的男二号，可是一
念台词，他发现“男二号还有点没找到感觉。”

剧组工作人员加上演员不到30人，“到现在已经换了
一半了”，人员变动频繁是最大的问题，“又不给人家
钱，也不好约束人家。”

7月10日下午6点，张远按照计划召集剧组成员开了第
一次会，给大家做一次具体的分工。

在会议开始后的前半个小时内，山东经济学院二号楼
2032教室的九个小伙子基本上都是经济学院本校的学生，
有不少人要趁着暑假上第二专业，而当初在网上热烈讨论
的网友们几乎都没有到场，演员也没有露面，找演员成了最
大难题，原本20多人的剧组也只剩下十几个人，推迟开机日
期已成定局，“大家再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演员，我的观点是
宁可推迟，也不能盲目开始。”张远抬起头，看了看周围的同
学说，“一旦开机咱就是一个团体，活都一起干，咱们的设备
没问题，片子拍出来以后我希望能在电视上播。”

利用最后一个暑假，23岁的大学毕业生

张远准备拍一部独立电影，写了剧本，借来

了设备，发帖征集了剧组成员，没想到开拍

前几天却突然遇到了困难，演员辞演、化妆

师回家，而电影的拍摄也一下陷入了僵局。

“我不想让孩子们像我一样受苦”

大一当过导演

最欣赏的是姜文

□本报记者 徐佳

三天写出个短剧本

20多人的剧组很快成立了

演员辞演、赞助流产

要开机了却突生变故

由本报等多家单位联合发起的“爱心援助天天进行”大型公

益活动将爱心传递到了位于高而办事处的核桃园村———

● ●

认真对待每一次拍摄，这是张远的兴趣所在。

对于拍电影,张远很坚定 。

⑤

陈庆兰说，自己吃苦受穷，认命了，可是老觉得对不起
孩子们。 通讯员 李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