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生于全南的钟荣柱，自小喜欢武术、

写作、音乐、舞蹈。但现实条件不允许他从

事艺术，在谋生是第一要务的人生阶段，他

只能努力工作，从网络小说写手、汽车销

售、网吧网管，到开汽车美容店、汽贸公司，

再到投资媒体产业，一步步缩短着现实与

理想的差距。

2020年，事业有成的钟荣柱无意中看

到了刚出版的本土武侠小说《祥瑞宝莲》，

并在机缘巧合下结识到了该书作者李伟

明，深埋于心的武侠情结被触动了。

“在中国人的心中，应该都有一个侠，

只是侠的意义有高有低，大的是像郭靖那

样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也有像我们

身边小老百姓一样的，坚持正确的道义。”

钟荣柱认为，作为一种古老的、也是我国独

有的叙事类型，“武侠”指涉的是习武的侠

客在江湖中行侠仗义，或者说，侠客以武力

实现正义。这种侠义精神不断丰富，包含

了顶天立地、守信重诺、重义轻利、杀身成

仁、勇猛无畏等精神，并成为一种理想人格

的寄托。因而，才令人向往与追求。

从古代的侠客小说，到民国就开始出

现的武侠电影，再到 1950 年后出现的武

侠小说热、1980 年以来刮起的武侠剧热

潮……不同形式的武侠作品为一代代观

众提供了洒脱飘逸的武侠梦，钟荣柱也

萌生了拍武侠电影的想法。2023年，李伟

明推出了武侠小说《风云宝石》，在钟荣柱

的请求下，授予了其电影改编权。钟荣柱

由此启动了《风云宝石》系列电影之首部

《风云宝石|罗汉岩》。

比起一般的电影，《风云宝石》因为涉

及历史题材，需要提供完整的剧本。编剧

们在原著作者的指导下完成了剧本，省电

影局邀请历史专家审核剧本，通过后再报

国家电影局提交电影备案，几经周折终于

拿到拍摄许可。

之后，出品方进入紧张的筹备中。因

为李伟明和钟荣柱都坚持做本土化的电

影。此时，既有电影拍摄经验又是赣县人

的韩鹏飞进入了他们的眼帘，更重要的是，

他也是武侠片的拥趸，对赣南文化亦有着

独到的见解。定下韩鹏飞为导演之后，主

演、美术指导、摄影指导、音乐总监等主创

团队的核心成员也紧锣密鼓地敲定了。

附电影出品时间线：

●2023年1月，《风云宝石》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23年3月11日，出品方与原著作者探讨后完成第一稿剧本初创。

●2023年4月2日，成立电影主创团队，开始实地考察，打磨剧本。

●2024年5月4日，原著正式授予电影改编权，与此同时，出品方正式向国家电影局提交电影备案。

●2023年5月23日，后勤大队出发赶往拍摄地，为影片顺利开拍打好基础。

●2023年5月25日，电影主创团队开始复盘确认所有场景，剧本围读做最后调整。服、化、道入场、场景搭建、定妆、动作排练。

●2023年6月3日，电影正式开拍。

●2023年6月18日，电影杀青。

●2023年6月20日，电影开始后期工作。12月，电影后期制作完成，提交送审。

●2024年4月7日，经过一轮修改后提交江西省电影局过审。

●2024年9月4日，电影获得国家电影局公映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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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年前，16岁的谢进做梦都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也能登上大银幕——出演赣南首部

历史文旅武侠电影《风云宝石|罗汉岩》的士兵甲一角。虽然只有不到1分钟的镜头，但他圆的不

仅是演员梦，还有那根植内心已久的武侠梦。

和谢进有着相同感怀的还有胡仙美、邹文芳、廖过凡、李凡……数十名赣州群演因为此片，

得以留存自身宝贵的银屏光影，获得了人生中难以忘怀的高光时刻。其中，有一队人很特殊，他

们不仅是群众演员，也是电影主创团队的成员。编剧钟荣柱、执行制片刘湉、导演韩鹏飞、特效杨

鹏……这群热爱电影、热爱艺术更热爱家乡的人，因为志同道合走到一起，共同创作出了赣南本

土化的武侠电影《风云宝石》系列。

为促进赣南文旅发展，电影选在了瑞

金罗汉岩、武阳、壬田凤岗、螺石山等地拍

摄。回想起拍片的困难，执行制片刘湉感

慨良多。

剧组经费有限，为节约开支，工作人员

多数或是低酬劳或是义务来帮忙。住房不

够，很多人都是挤着睡。为了省钱，也为了

饮食安全，公司没有外订盒饭，而是将公司

的厨房搬到瑞金，自己做饭。

罗汉岩没有马路，大型的设备进不去，

为了抢到最好的光线，剧组每次进山，演员

们都要凌晨 3时起来化妆，所有人全副武

装，设备都是人工或挑着或抬着进去的。6
月正是炎热的时候，古装和盔甲等又十分

厚重，每次都有大量的人员中暑，但大家仍

旧坚持工作。

演员不够，便由剧组的工作人员顶上

去。他们不但要完成本职工作还要演好角

色，甚至有些工作人员一人分饰几角。“我

一个人就演了 3个角色呢！”担任后期剪辑

的剧组人员周泰山笑着告诉记者。尤为值

得一提的是群众演员。听闻电影在瑞金开

拍，当地人热情高涨，纷纷自告奋勇来参与

演出，其中，还有消防大队的消防员、政府

部门的公务员、农民、自由职业者等。

拍摄时还出现了一个意外。有场主演要

跳河自杀的戏，因为主演不会游泳，钟荣柱就

自己上，结果跳下去，差点游不上来——戏服

非常厚，又很吸水，太重了！

有趣的事也有不少。

有一名从章贡区来参演的小男孩罗昕

炫，演一场被杀了躺在地上的戏。他很配

合，叫他躺在地上不要动就不动，结果直到

戏演完了，工作人员叫他，他还是不起来，

仔细一看，因为一大早就开始拍戏，孩子太

困，竟然躺着睡着了。

“我和我儿子演的是逃难的难民，路经

小摊，坐着吃馒头，遇到陈霸先一行人，因

为一行人看我带着小孩逃难，他们递给我馒

头吃，为了拍出最佳效果，当时重复了好多

次，我不停地吃馒头，都吃到撑了。做背景

的时候还得吃，事后我和导演说，下回安排

我吃点别的吧！”回想起参演的故事，刘湉无

奈地笑了，但接着，她又告诉记者，当时不到

3岁的儿子作为剧组最小的群演，面对镜头

竟然一点也不怵，这令她很是自豪。

拍摄完成后，团队马不停蹄地进入了

后期工作。韩鹏飞介绍道，因为制作大电

影的经验不足，前期工作难免有纰漏，后期

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修正，力求精益求

精。如，因为拍摄地有太多现代建筑，后期

剪辑要一个一个抠掉，还有很多打戏吊了

威亚，也要抠掉。这可苦了后期剪辑师周

泰山，他花费了 3个月的时间，一帧一帧地

抠图，才有了最终的效果。

正是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之下，《风云宝

石 |罗汉岩》终于问世，于今年 9月 28日在

赣州文化馆群星剧场举行了首映式。据

悉，第二部、第三部也在按计划推进。除了

主演有所改变，拍摄地点仍旧选在赣州本

地，届时，观众在欣赏故事情节的同时，将

再次一睹赣南山水的旖旎风光。

同
圆
武
侠
梦

《风云宝石》的历史背景
□李伟明

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风云宝石》出版后，

由赣州问江湖电影院线有限公司选取其中关于

罗汉岩的片段拍摄成院线电影《风云宝石|罗汉

岩》，获得了国家电影局的公映许可证并首映。

作为艺术作品，《风云宝石》的故事诚然是

虚构的，但历史背景却有据可依。小说出版

后，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故纸堆里挖出意外

收获》谈过有关内容，这里再作些补充。

按照目前的构想，《风云宝石》将制作成三

部电影，按时间顺序和地域来说，“罗汉岩”（瑞

金）是第一部，后面还有“寨九坳”（赣县）和“宝

石山”（兴国）。“寨九坳”这一部分的故事纯属

虚构，也就谈不上多少历史背景；“罗汉岩”和

“宝石山”则分别有一定的真实历史。

（一）

《风云宝石|罗汉岩》讲的是南北朝时期南

陈开国皇帝陈武帝陈霸先的故事。

陈霸先在今天瑞金市境内的罗汉岩留下传

说，并非近些年才有的事。手头有一部清同治

甲戌年《瑞金县志》，卷一《舆地志·山川》部分

载：“瑞金，山县也……惟陈石、皇恩二山，则以

陈武帝之所驻师，宋天圣之赐额存焉耳。”而在

“陈石山”这一条则是这样说的：“《通志》云：‘陈

武帝微时常居此。’”对于这个说法，接着还有专

门一段：“按旧志谓，陈石山故老相传，陈武帝微

时居此，故名。通志因之。帝，吴兴长城下若里

人，去瑞金数千余里。微时居此之说，荒诞而

不可信。不知武帝为开创之主，不特居下若里

为微时，即为始兴太守以至为都督，皆可谓之

微时……《通鉴考异》引《太清纪》云：‘迁仕追霸

先于雩都县，连营相拒百余日’，则帝固常至雩

都矣。瑞金固雩都地，是帝即在瑞金百日也。

故曰：‘微时常居此云’。（本《州志》）”

可见，关于陈霸先在罗汉岩之事，在古人

当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陈霸先老家吴兴离瑞

金太远，不可能来过这里；而另一种观点则根

据陈霸先的事迹，认为他在瑞金活动是有依

据的。

陈霸先在赣州境内当然是打过仗的。二

十四史中的《陈书》卷一《本纪第一·高祖上》明

确记载：“大宝元年正月，高祖发自始兴，次大

庾岭……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大皋，遣主帅杜平

虏率千人入灨石、鱼梁，高祖命周文育将兵击

走之，迁仕奔宁都……时宁都人刘蔼等资迁仕

舟舰兵仗，将袭南康……二年三月，僧明等攻

拔其城，生擒迁仕送南康，高祖斩之。”同为二

十四史之一的《南史》卷九《陈本纪上第九》亦

有相关记载，只不过比《陈书》要简略些。大量

的史料表明，陈霸先与李迁仕之间的斗争，就

发生在赣南一带。当时的瑞金尚未建县，属雩

都县（今于都县），赣南则为南康郡。如此，陈

霸先到过罗汉岩之说，如何谈得上“荒诞”？

这部《瑞金县志》卷十三《艺文志》还收有

清代邑人谢溥的一首诗《陈石山怀古》，其中写

道：“梁陈鼎革龙蛇斗，鱼梁败没梅川定，扼吭

拊背蹑其踪，连营百日此屯守。”说的便是陈霸

先与李迁仕之间的战事。卷十四《艺文志》（新

增文）则有邑人刘忠爱《游陈石山记》：“……石

势嶙峋，壁立如削，即旧志所谓试剑石，相传陈

武帝试剑于此。”同一卷还分别有邑人廖其洋

的诗《陈石山观陈武帝驻军处有感而作》：“梁

陈鼎革军严戒，锋刃交绥分胜败。”钟盛权的诗

《陈石山怀古》：“相传武帝驻旌旗，孤虚维侯参

谋略……迎得江东一目王，扫除侯景诛元恶。”

这些作品，也可从侧面反映陈霸先在罗汉岩的

影响。

正是基于这些文献，我认为，今日罗汉岩

要进一步提升景区知名度，完全可以借助陈武

帝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讲好自己的故事。

于是，我以陈霸先为“道具”，用文学的方式给

罗汉岩上演了一段“武帝奇缘”。

要说起来，罗汉岩的故事插入《风云宝石》

这部小说中，纯属偶然。按我开笔时的设想，

当然是没有这个考虑的。但作品写了前几章

之后，适逢地方换届，我意外地交流到瑞金工

作。当时的瑞金市委主要领导知道我此前给

赣县写过一部“文旅小说”，多次要我给瑞金也

写一个。我写作纯属业余（既是完全业余的水

平，也是完全利用业余时间），基层工作千头万

绪，新写一部长篇小说在近年内是不现实的，

于是，只好对正在进行中的这一部调整剧情，

将“退居二线”的上一部主角陈子敬等人的隐

居地从云峰山狮子寨（今属全南县）转移到铜

钵山祥瑞谷（今属瑞金市），由此引出一段关于

陈武帝的插叙。

罗汉岩是瑞金的老牌景区，有山有水，尤

其是相对而落的两条飞瀑，被誉为“天造奇

观”。其风景之佳，在赣南也是有一席之地的，

只不过近些年在周边各地纷纷加大旅游资源

开发力度的情况下，聚焦度或许有所下降。铜

钵山堪称瑞金“第一名山”，很多瑞金人甚至以

为它是瑞金第一高峰。其实从海拔角度来说，

它离“瑞金第一高峰”还大有差距，但它的知名

度，确实是名列瑞金群山之首的。若论旅游开

发价值，我认为，铜钵山或将成为瑞金绿色生

态方面新的旅游胜地。近几年，它所在的九堡

镇主动作为，改善了交通条件，挖掘了历史文

化元素，驱车前往铜钵山已经日益方便，慕名

而来的游客也络绎不绝。历代吟咏铜钵山的

作品不少（包括明代状元罗洪先也在这里留下

过诗作），当地还可以将这些作品收集整理，设

置于上山的各个节点，打造一条“诗词铜钵

路”，让游客饱览自然风光之际，顺便接受一下

文学的熏陶。

瑞金因其既有的知名度，发展文旅产业具

有独特优势。做旅游不能满足于现状，止步不

前，而应与时俱进，不断考虑游客的新需求。

罗汉岩和铜钵山这两个地方，完全具备条件打

造成瑞金乃至更大区域的重点景区，为瑞金吸

引并留下更多的来自四方的游客。所以，在拍

摄《风云宝石》第一部电影时，我向制片方提了

个要求：务必全部在瑞金取景拍摄，不折不扣

地展示瑞金风光。这次以罗汉岩为主打，拍摄

另一部同名小说改编的《祥瑞宝莲》院线电影

则以铜钵山为主推景区。影视宣传具有直观

且传播面广的优势，而为一个景区量身定制一

部电影，这样的事，起码在本地并不多见，从长

远来看，性价比应当是可观的。

（二）

“宝石山”这一部分是《风云宝石》的主

体内容，安排的历史人物有两个，一是赣南

本土平民刘六十，一是“空降”下来的官员董

士选。

关于刘六十，史上记载不多。《元史》卷十九

《本纪第十九·成宗二》载：“（元贞二年）冬十月……

赣州贼刘六十攻掠吉州，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讨

平之。”这是本纪的记载，只此一句。更详细的记

载在列传当中。卷一百五十六《列传第四十三·
董文炳（士元士选）》关于董士选这一节，有这么

一段：“赣州盗刘六十伪立名号，聚众至万余。

朝廷遣兵讨之，主将观望退缩不肯战，守吏又

因以扰良民，贼势益盛。士选请自往，众欣然

托之。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史李霆镇、

元明善二人，持文书以去，众莫测其所为。至

赣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语曰：‘不知

有官法如此。’进至兴国县，去贼巢不百里，命

择将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乱之人，悉置于

法，复诛奸民之为囊橐者。于是民争出请自

效，不数日遂擒贼魁，散余众归农。”

正是根据这一段内容，我虚构出了刘六十

与董士选的对决。在小说中，我把刘六十写成

一个前期艰苦创业、稍有成就即迅速变质的绿

林头领。有一名私企老板读了之后对我说，感

到自己以前的创业经历和刘六十太像了，教训

深刻。可见小说中的刘六十，在现实生活中不

乏其人。而对于董士选，我把他塑造成清官能

吏形象，这并非胡编乱造，而是有史实依据的。

《元史》在董士选的列传中，提到忽必烈曾经称

呼董士选的父亲董文炳为“董大哥”，所以，忽必

烈的孙子元成宗称呼董士选为“二哥”。由此可

见董家的地位之高。列传还说：“士选平生以忠

义自许，尤号廉介，自门生部曲，无敢持一毫献

者。治家甚严，而孝弟尤笃。时言世家有礼法

者，必归之董氏。其礼敬贤士尤至……世称求

贤荐士，亦必以董氏为首……每一之官，必卖先

业田庐为行赀，故老而益贫，子孙不异布衣之

士，仕者往往称廉吏云。”一个出身显赫、条件优

越的官宦世家，门生部下没哪个敢向他送一丁

点礼品礼金；每次外出做官，首先变卖田产筹路

费，以致官越当越大家里反而越来越穷；讲礼

法、重人才等方面都是当时榜样，家教还这么

严，子孙走出去和平民百姓没什么区别……面

对这样的董士选，刘六十怎么可能是对手？了

解这些历史背景之后，对小说所写的这个结果

就不会感到意外了。

史籍中的许多细节，是很有价值的，可以帮

我们更加真切地认识历史上的那些人。当我从

史料中了解到董士选的为人之后，不禁对他肃

然起敬。对百姓来说，这样的官员是值得尊重

的。而这么一位名臣来到赣州，也可以说是历

史给这个地方留下了一笔财富，就看你会不会

挖掘出来使用。于是，作品表面上写的是刘六

十起义，其实更多的笔墨却落到了刘六十他们

的对手董士选身上。

刘六十起义的据点到底在哪，显然难以考

证。这不是问题，因为我写的是小说，而不是文

史论文。也正是因为无法考证，给了我们更大

的想象空间。为什么小说要把他的大本营安排

在宝石山？原因很简单，我觉得，兴国县的宝石

山这一片丹霞地域，开发旅游的价值太大了。

它范围很大，方圆几十平方公里；形态丰富，诸

多山峦造型奇特。可惜当地尚未把它用起来，

目前还是一片野山，游览还得在当地请向导带

路。如果给它安排一些有影响的故事，它的开

发利用或许可以提速。所以，去过几次宝石山

之后，我便想着把赣南历史上这个曾经有一定

影响的事件安排到这里来。反正，刘六十占山

为王，总得有个地盘，而且是在兴国这一带。既

然真实的地方不可考，那么借用一下宝石山又

何妨。何况，去过宝石山就知道，在冷兵器时

代，这样的地方，确实适合用来聚义。

文学作品是为现实服务的。我写这类作

品，出发点很明确，就是服务于地方文旅事

业。所以，地点，追求“实名制”；人物，虚实结

合，合理设置（比如，刘六十阵营的蔡五九，就

是实有其人。他是宁都人，未来的起义军头

领，在历史上影响比刘六十还大，但在事实上，

他未必与刘六十有过交集；董士选带来的三名

随从当中，李霆镇、元明善实有其人，武功高手

石清泉则是出于剧情需要而创造的）；事件，讲

求依据，在这个基础上大胆虚构，充分体现故

事性，在符合逻辑的前提下，展开想象的翅

膀。相比于没有历史背景的“架空”类作品，我

个人认为，有历史背景的作品，至少能够提供

更大的信息量，让人读了之后有更多的收获。

也有作家认为写小说不应该考虑这些“实

用主义”的东西，以免削弱文学性。或者认为，

文学作品的地名、人名不宜实写。我却觉得，

文学何必把自己弄得太清高，以致曲高和寡。

其实，文学本来就是人学，让更多的人参与，让

它更热闹一点，不是可以更好地实现文学的价

值吗？

B
共
谱
江
湖
情

（本文图片由《风云宝石|罗汉岩》剧组提供）

战役场景拍摄后补妆。 拍摄竹林打戏。 动作导演在现场指导。 抓捕陈霸先的拍摄场景。

群演剧照。 演员在午餐。 道具小哥累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