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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一部由中国、澳大利亚、
德国联合拍摄的国际影片《黄石的孩子》，在
全球开始热播。这部影片因曾经 6次获得奥
斯卡奖的金牌制片人阿瑟·柯恩担任总制
片，并汇聚了当红小生乔纳森·莱斯·迈
勒斯，以及“卧虎藏龙”组合的周润发和杨紫
琼，而知名度大增。但同时，也因片名与史实
不符而闹得沸沸扬扬。一些媒体纷纷撰文
指出，《“黄石”原型质疑片名与史不符》，明
确表示影片应忠于历史，更名为《双石的孩
子》。究竟应该是“双石”还是“黄石”？本报
现将部分媒体的报道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同时也欢迎大家就此展开讨论。

据称，这部影片是发生在日

本侵华时期的一个真实故事。这

个故事的主角乔治· 何克与路

易· 艾黎，1938 年在陕西凤县

双石铺镇创办了以创造分析、手

脑并用为办学宗旨的半工半读的

培黎工艺学校。1944 年，该校被

迫迁往甘肃省山丹县。时值隆冬，

何克率领运输队和 30 名学生，开

始了迁校的”小长征”。迁校队伍，

顶风雪，迎严寒，途经天水、秦安、

兰州，翻越 4800 多米的高山，长

途跋涉 1100 多公里，历尽千辛万

苦，终于在 1945 年 3月到达山丹。

1945 年 7 月 22 日，何克因破伤风

而与世长辞，时年仅三十岁。

是“双石”不是“黄石”
《北京晨报》4 月 15 日（记者 杨莲

洁）报道：
在所有对该片的质疑中，最引人注

目的莫过于地理问题。记者在影院采访

时发现，不止一个观众在看片时对地理

位置感到疑惑。张先生对他们的转移路

线感到不理解，“他们在湖北黄石，日军

快打到陕西了，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

要撤？而且是撤到甘肃山丹，很奇怪。”

片中孤儿“老四”的原型聂广沛老人接受

采访时表示，学校在陕西双石铺，不是湖

北黄石。他看到剧本时也曾跟导演提到

这个问题，导演当即表示要回去问一下

制片人再做决定。至于为何影片中并没有纠正

过来，聂先生也不太清楚。

该片一位中方工作人员向记者提供了

一种解释，“黄石的孩子”原本的确是“双石

的孩子”，但由于原著者对汉语“huang”和

“shuang”的发音分不清，最后就写成了“黄

石的孩子”。恰好湖北有一个县叫做“黄石”，

并且愿意承办影片的首映式，制片方也就顺

水推舟，不做更改了。但国内制片方并不承

认这种说法，负责人侯俐回应说，虽然现实

中霍格并未从黄石出发，但在他们行走的路

途中，确实经过了黄石这个地方。对此，聂先

生表示不同意，他肯定地告诉记者：“我们

从双石铺出发，去往山丹，中途没有也不可

能经过黄石。”

“黄石”原型质疑片名与史不符
西部商报 3 月 31 日（记者 王丽珍）报道：
以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先生为原型打造的

好莱坞大片《黄石的孩子》，将于 4 月 3 日与全

国观众见面。但该片片名却惹来争议，昨日甘肃

的两位老者表示，他们曾是何克事迹的见证者

和知情者，而当年何克带着学生们从陕西凤县

双石铺出发的至张掖山丹，与湖北黄石无关，认

为影片应忠于历史，更名为《双石的孩子》。

原型：影片没有忠于历史
甘肃省地矿局退休工程师、现年82岁高龄

的孙必栋是该剧“孩子”的原型之一，他介绍，

1941 年路易· 艾黎在陕西凤县双石铺镇创办

的培黎工艺技术学校，并聘任何克为校长。但

1944 年时，由于种种原因学校在双石铺无法继

续开办，路易· 艾黎和何克便将其搬至张掖山

丹。“他俩从未到过湖北黄石，又怎么能有‘黄

石的孩子’一说呢？”孙老表示，早在该片宣传

期，他在得知片名与事实不符后就非常气愤，

因为没有忠于历史，是一个“编造”的故事，所

以该片上映后他也不会去看。而76岁的宋恒濂

也表示，他曾在该校就读过，非常了解路易·

艾黎和何克的事迹，他们都没有到过湖北黄石，

艾黎也没有在湖北开办过学校，所以影片应该

更名为《双石的孩子》。“电影属于艺术，但艺术

也得忠于历史，不能随意篡改、歪曲历史。”

中方监制：电影不是纪录片
针对二位老者的质疑，昨日记者电话连线

了《黄石的孩子》中方监制、北京其欣然影视公

司相关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称影片在地点上

和史实上确有出入，但电影不是纪录

片，《黄石的孩子》是一部精彩、感人

的故事片，而不是需要完全贴合史实

的纪录片。

剧情跟黄石并没有什么关系
《经济观察报》4 月 6 日（记者

刘溜）报道：
“欢迎《黄石的孩子》回家”近日，

湖北黄石市街头处处可见这样的条

幅和电子屏幕。其实，《黄石的孩子》

剧情跟黄石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

个有些随意的片名，《黄石的孩子》得

到了黄石市的冠名投资，以及热情而

慷慨的邀请。

《黄石的孩子》改编自一本名为《Fruition》

的传记作品，中文翻译为《从牛津到山丹——

乔治· 何克的故事》。《Fruition》讲的是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一名英国青年乔治· 何克在中

国的真实经历：何克带着 60 多名中国孩子躲

避战乱，从陕西双石铺出发（片名中“黄石”源

自对“双石”的中文误读），历经艰难险阻，终于

抵达目的地甘肃山丹。1945 年，何克在一场篮

球比赛中受伤，因感染破伤风而死去，年仅 30

岁。在山丹的祁连山脚下，至今仍竖立着何克

的墓碑。 

看不出故事跟黄石有关系
《武汉晨报》4 月 1 日（记者邱宸 黄石）报

道：
在看片后，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黄石市的

市民，他们均对片名《黄石的孩子》和黄石之间

的关系表示了一些不解。陪同母亲来看片的罗

女士就表示，自己在片中完全看不出故事跟黄

石有什么关系，“影片中没看到一点熟悉的场

景。”而罗女士的母亲也向记者表示出了同样

的疑惑。但罗女士也向记者表示，影片中还是

充满了人性的光辉。还是觉得很感人。

为什么是“黄石的孩子”？

《黄石的孩子》讲述了上个世纪

30 年代末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英

国记者乔治· 霍格（乔纳森扮演）

在南京地区采访，正值日寇进行残

忍的大屠杀，他为了告诉世界战争

的真相，深入战场进行报道。不幸

被日军俘虏，后被新四军杰克· 陈

（周润发扮演）解救。在逃离治病之

时，偶遇日寇屠杀过后幸存下来的

60 多名性格各异孤儿，语言不通的

乔治肩负起关怀照顾这些孩子的

责任。战争更加逼近的时候，为了

避免这些孩子再次受到残害，乔治

和杰克等人义无反顾带领这 60 多

名中国孤儿从湖北黄石前往甘肃

山丹，沿着中国的古丝绸之路跋涉

千余公里，历尽艰险，越过雪山来

到沙漠的边缘逃避战火……

“工合”即“中国工业合作协

会”的简称，是抗战时期供应军需

民用，支援长期抗战的后方军需

基地。

由于双石铺居秦、蜀、陇三省

咽喉，战略地位突出，木材和矿产

资源丰富，便成为“工合”发展的

理想之地。1938 年 9 月至 1944

年冬，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发起

人和领导者之一路易· 艾黎与

英国朋友乔治· 何克成立“工

合”西北区双石铺事务处，直接领

导双石铺的“工合”运动，在双石

铺成立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机

器合作社。他们创办“培黎学校”，

培养学生学习文化知识和掌握纺

织机械、化工、会计等专业知识。

发展机器社、制革社、面粉社、耐

火砖社等合作社 23 个。当时的双

石铺机器社不仅能制造抗击日寇

的手枪、步枪，而且能制造机器钢

磨，还使秦岭深处的这个小镇照

上了电灯。1944 年，由于国民党

将艾黎和何克定为了亲共分子，

学校和合作社不断受到特务监视

和破坏，艾黎和何克才被迫转移

至甘肃山丹。

周恩来总理当年从重庆赴延

安、到西安途中，曾两次住在“凤

县工合招待所”里。1940 年初，毛

主席又从延安派人到宝鸡和双石

铺，帮助路易· 艾黎研究西北工

合发展计划，使双石铺不仅在“工

合”的历史上，甚至在中国抗战史

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史上其事

本报讯 4月 14日《南方都市报

·南都周刊》记者叶伟民专程从广

州赶赴凤县，就《黄石的孩子》这一大

片背后的相关史实进行深入采访。

叶伟民在给凤县有关部门的

采访提纲写到：根据历史记载，电

影男主角原型乔治· 何克在贵县

双石铺有过重要的历史活动。我

们知道，《黄石的孩子》这部电影其

实是发生在贵县双石铺的，只是由

于当时外国编剧的误译，才变成了

“黄石”，这是否对这段历史造成一

些影响？

4 月 15 日上午，叶伟民详细

采访了当年培黎学校的

学员、如今已年近 80 岁

高龄的柏汉杰老人。柏

老深情地向叶伟民追忆

起了当年培黎学校就读时，与乔治

· 何克收养的义子——聂广涛结

下的深厚友谊。随后，叶伟民还深

入到乔治· 何克故居以及凤县“工

合”史展馆等处，进行了采访。（见
左图）

15 日下午，陕西的《华商报》记

者也闻讯赶到凤县，就本片的背后

新闻深入采访了相关见证人。

截至发稿时，仍有不少记者致

电凤县有关部门探询“培黎学校”

及本片的相关情况。

各路媒体涌入双石铺采访

“工合”运动
在凤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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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培黎学校学生的生活学习情景    凤县工合纪念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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