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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导演用镜头叙述七个全民记忆的历史瞬间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以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故事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七位中国顶尖导演， 七个全民记忆的历史

瞬间， 七个普通中国人与时代的迎头相撞， 七

次改变命运的能量迸发， 七个震撼人心、 荡气

回肠的故事单元， 汇成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

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影片将于 9 月 30 日

全国公映。

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 由陈凯歌担任总导

演， 集结了张一白、 管虎、 薛晓路、 徐峥、 宁

浩、 文牧野等国内顶级优秀导演 ， 以及葛优 、

惠英红、 黄渤、 张译等多位实力派演员。 这支

“中国电影梦之队” 倾情创作的献礼力作 ， 成

为公众最期待的国庆档电影大片。

影片由 《前夜 》 《相遇 》 《夺冠 》 《回

归》 《北京你好》 《白昼流星》 《护航》 七个

故事构成， 分别讲述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当天， 一群普通人保障新中国第

一面国旗顺利升起；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

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背后的科研人员的爱情与

奉献； 1984 年 8 月 8 日中国女排奥运会夺冠，

首获世界大赛三连冠；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

归 ； 2008 年 8 月 8 日北京奥运会开幕 ； 2016

年 11 月 18 日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

陆； 2015 年 9 月 3 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阅兵及 2017 年 7 月 30 日朱日和阅兵。

陈凯歌介绍影片筹备过程时说： “我们首

先就是确定究竟选几个导演， 要拍几个段落 ；

另外就是把 70 年时间梳理一下 。 当时至少有

20 个选题， 都是重要的历史瞬间， 然后一个个

排除， 最后选了 7 个。” 陈凯歌透露 ， 最后选

定了 7 个导演来开会， 把选题放在桌面上， 让

导演们各自 “认领”。 陈凯歌的部分叫做 《白

昼流星》， 他选择了 “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

成功着陆” 这一历史事件， 故事讲述两个流浪

少年在迷茫时遇到扶贫办退休主任， 生活发生

改变， 在见证了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

陆后， 内心也受到了洗礼。

《回归》 中的惠英红和任达华分享了关于

香港回归的个人记忆， 惠英红真情流露： “香

港回归的时候， 我终于知道自己有国家了， 可

以大声告诉所有人， 我是中国人 。” 任达华也

说道： “我父亲和哥哥都是警察， 1997 年香港

回归那天， 每一个普通的警察、 普通的市民都

是用 ‘分秒不差’ 来形容自己期盼准时回归的

急迫心情。”

流传后世的往往是大人物大事件， 但那些

默默奋斗、 孜孜前行的小人物也是推动历史车

轮滚滚向前的动力， 影片拍出了一个个 “活生

生的人”。 在 《前夜》 里， 黄渤扮演工程师林

治远。 林治远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工作， 就是

为开国大典设计旗杆， 并实现了电动升旗。 大

典前夕， 当升旗装置出现问题时， 林治远冒着

生命危险， 爬到 20 多米高的旗杆顶部排除故

障， 保证新中国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 为了演

好这个角色， 黄渤看了很多纪录片， “在那个

历史时刻， 这样的小人物很多。 没有他们的努

力和付出， 我们也看不到成功的开国大典”。

曾拍过 《将爱情进行到底 》 《匆匆那年 》

等青春爱情片的张一白， 这次将新中国 “两弹

一星” 历史放在了青春爱情的氛围里 。 他说 ，

“两弹一星” 本身就是有关青春 、 有关爱的故

事———是一个个科研工作者的青春， 又是一重

重对祖国的爱、 对亲人的爱。 当这二者之间起

冲突的时候， 这一辈的科研工作者， 纷纷选择

了前者。 于是人生从此只有相遇 ， 没有相聚 。

“这样的国史爱情故事打动了我们 ， 我们也相

信能打动观众。” 张一白说。

影片在日前试映时， 不少观众看得热泪盈

眶。 陈凯歌表示， 观众 “不是悲伤地哭， 流下

的是激动的泪水”。

（本报北京 9 月 23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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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牵头 ， 青海省广播电

视局 、 上海广播电视台

纪录片中心联合制作的

大型纪录片 《代号 221》

昨天在北京举办开播仪

式 。 这部作品以中国第

一 个 核 武 器 研 制 基

地———221 厂为叙事基

点 ， 用影像记录了中国

原子弹 、 氢弹的研发历

史 ， 回望中国核工业的

诞生 、 研发和试验等的

重大成就 ， 观照了中国

从拥有核武器到无核化

的大国担当 ， 彰显昂扬

奋进的中国精神。

纪录片旨在挖掘宏

大历史背景下普通人的

生命故事 ， 从不同剖面

解读不一样的 “两弹 ”

研制历史 ， 通过亲历者

故地重游 、 回顾青春往

事的方式 ， 还原 221 基

地那段激荡人心的风云

岁月 。 《代号 221》 共

分为三集 ， 践行立足当

下 、 回望历史的创作理

念 。 纪录片以 221 厂作

为时空节点 ， 从现实视

角下亲历者的行动 ， 切

入中国核事业发展的各

个节点 。 第一集以建厂

为主线 ， 以建设者当下

状态呈现为副线 ， 讲述

221 厂初建时期的创业

故事 ； 第二集以原子弹

研制为主轴 ， 以原子弹

研制参与者重返 221 厂

为切入口 ， 展示鲜为人

知的原子弹发展历史 ；

第三集聚焦氢弹制造 ，

从上世纪九十 年 代 初

221 厂撤厂销号 ， 讲到

今天的旅游转型。

为了真切还原历史，

为默默奉献的核工业人

立传 ， 主创团队曾三赴

青海实地寻访 、 勘景 ，

共采访 30 多位当年在

221 基地工作和战斗过

的老人 。 纪录片中 ， 亲

历者时隔多年重返历史

现场的镜头十分珍贵 ：

在摄制组的邀请下 ， 十

多位耄耋之年的老者从

全国各地回到金银滩草

原 ， 实地讲述那段风云

激荡、 青春无悔的岁月。

此外 ， 摄制组还辗转于

北京、 河北、 浙江等地， 走访、 拍摄下一批投

入 “两弹” 研制工作的研发人员， 搜集到不少

感人的幕后故事。

《代号 221》 将三维动画、 历史再现和影

像史料相结合 ， 以 “实物实景 ” 重点讲述

“那时那景” 下， 中国核事业建设者精神上的

信念与坚守。 据悉， 撰稿团队前后六易文稿，

总计 20 多万字， 为硬朗的工业化基调植入温

情叙事。

据悉， 纪录片《代号 221》将于 9 月 27 日起

在东方卫视播出 ，9 月 25 日于上海纪实频

道播出 。

欧美大戏与中文原创齐飞，上海领跑全国音乐剧市场
上半年全市音乐剧演出共292场，吸引观众28.7万人次，票房收入6152.63万元，同比增长51.9%

“相比五年前带《伊丽莎白》第一次来到上

海，这里的音乐剧市场正在飞速成长。 观众的热

情欢呼让我在上半场还没演完， 就连连鞠躬激

动得以为已经谢幕了。 ”《德语音乐剧明星音乐

会》周日于上汽·上海文化广场收官，首轮开票

20 分钟即售罄，不仅场场座无虚席，而且场内观

众之年轻、对德语歌曲的同步跟唱，都让作曲家

西尔维斯特·里维极为惊喜。

这只是今年沪上音乐剧市场迎来井喷、成

绩亮眼的一斑。 据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统计，上

半年全市音乐剧演出共 292 场， 吸引观众 28.7

万人次 ， 票房收入 6152.63 万元 ， 同比增长

51.9%。而继安德鲁·韦伯巨作《贝隆夫人》和《德

语音乐剧明星音乐会》后，下半年演出市场还将

轮番献演法语原版音乐剧《摇滚红与黑》、托尼

奖最佳音乐剧《泰坦尼克号》、伦敦西区原版音

乐剧《玛蒂尔达》等重磅大戏。

与此同时，本土音乐剧也带来惊喜，上半年

有三部中文版音乐剧进入票房榜前十。 不少中

文音乐剧从上海走出去、辐射长三角，让上海成

为了带动全国音乐剧市场增长的排头兵。

经典剧目一再光临，市场纵
深化发展

对于大多数海外经典音乐剧来说， 上海是

其 “落地” 打开中国市场认知和口碑的首选。

2003 年，原版音乐剧《猫》首次来到中国，在上海

大剧院创造连演 53 场、场场爆满的纪录。 《猫》

从上海出发， 于 2004 年、2008 年、2009 年又先

后来华，成为许多音乐剧观众的启蒙之作。 2018

年重启巡演时，更创下了巡演 159 场、票房过亿

的中国音乐剧市场最长巡演纪录。 今年 6 月，该

剧又从上海开启了新一轮巡演。

一般来说， 大体量的巡演需要市场相隔几

年来给观众时间消化，重新获得新鲜感。 但随着

上海音乐剧市场不断向年轻群体纵深化发展，

其不断增强的竞争力打破了这一规律。 “相比日

韩市场和百老汇， 中国音乐剧观众平均年龄是

最低的，百老汇制作人都认为，这里才代表了音

乐剧的未来。 ”从业者分析，年轻消费者“去往剧

场二刷三刷” 的偏好， 给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

针。 上半年沪上迎来了七部连演 14 场以上的大

体量音乐剧， 未来还将有更多重磅大戏密集光

临这座海纳百川的戏码头。

从上海“突围”打破小众圈层传播，开拓音

乐剧潜在观众， 是许多剧目争取中国市场的成

功经验。 上海观众不仅将走进剧场视为一种时

尚的生活方式， 也在网络社区中建立了包容多

元的文化审美，以发表剧评、合唱、绘画、演奏等

二度创作进行互动， 对剧目传播形成不可小觑

的推动作用，吸引更多群体的关注。

不久前在文化广场结束 30 场演出的《巴黎

圣母院》，曾是在上海首次展演的法国大型音乐

剧，让观众见识到了法国音乐剧的浪漫魅力。此

后，《罗密欧与朱丽叶》《摇滚莫扎特》 等法语音

乐剧纷纷来沪试水， 相继成为音乐剧市场的现

象级“爆红”演出，并在全国掀起“法剧”热。

行业高歌猛进的趋势下， 上海各大剧院也

在用心经营文化品牌，打造融演出、展出、制作、

美育于一体的演艺空间。 刚刚迎来重建开业八

周年的文化广场， 从最初负债经营、 仅有 1100

名会员，到年营收过亿、今年 9 月会员人数超过

23 万人， 正是因为始终走在转型的风口浪尖。

其运营的第八年，共计演出 66 台 339 场（含自

制项目各地巡演），平均每天 1.1 场，吸引了 44

万人次观众 ，平均上座率达 78%；定期举办的

剧院开放日、新媒体沙龙、摄影展、音乐剧金曲

夜唱、舞台艺术分享会、志愿者交流活动和小白

工作坊等活动也备受追捧。 “与百老汇、西区相

比， 中国音乐剧有不同的受众和审美方式，我

们要不断挖掘新的市场，找到观众是谁。 ”文化

广场总经理张洁表示 ，未来还将继续用新的理

念寻找与观众的联结，聚拢行业资源，扩大文化

影响力。

聚集孵化未来人才，中文音
乐剧制作由此起航

在从业者眼中， 上海的音乐剧市场也站到

了一个新的起点。 音乐剧大师韦伯的“御用音乐

总监”菲兹·沙普尔在短短几年间，已经是第四

度参与中文音乐剧的制作：“中文音乐剧几年前

真正从上海起步，演员和制作水平的方方面面，

行业发展日新月异，进步有目共睹。 ”

“未来我们希望能加快百老汇音乐剧的引

进，让上海不仅是演出两三周的巡演一站，更成

为音乐剧能够长期驻演的地方。 ”聚橙音乐剧副

总经理俞心悦透露， 上海首座小型音乐剧驻演

孵化剧场橙剧场·可当地艺术中心已于上月正

式投入运营， 其不仅将立足上海探索音乐剧驻

场演出模式，也计划孵化更多中文音乐剧作品，

助力上海成为文化创意生根开花的“源头”。 制

作方已在上海周边成立基地作为制作工厂，明

年落地后将继续加大投资力度， 努力孵化孕育

在亚太地区、 乃至全世界产生文化影响力的音

乐剧作品和音乐剧人。

今年，文化广场自制中文版音乐剧《我的遗

愿清单》《拉赫玛尼诺夫》首次开启了全国 26 个

城市 75 场演出，将上海音乐剧产业的影响力辐

射至二三线城市，在全国巡演中打响了知名度。

“上海制造”的原创华语音乐剧《繁花尽落的青

春》《马不停蹄的忧伤》 更作为大邱国际音乐剧

节官方正式邀请作品，斩获多个提名和奖项，让

海外观众体验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2019 首届演艺大世界—上海国际音乐剧节

的六部原创华语音乐剧 19 场演出， 吸引了近 2

万人次观演； 百余位海内外专家在音乐剧发展

论坛上共聚一堂；“2019 音乐剧歌唱大赛”“华语

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等群文活动吸引 72 位创

作人的 77 份投稿作品、400 余份参赛音视频，线

上线下逾 15 万观看人次……通过国际视野的

艺文盛事， 上海搭建起文化产业链各环节对话

交流、打造优秀音乐剧作品的平台，见证了中国

音乐剧最有潜力的导演、制作人、创作者聚集于

此，共同培育一片文化创意蓬勃发展的热土。

这座艺术氛围浓厚的“文化大码头”，让无

数优秀人才流连忘返。 《德语音乐剧明星音乐

会》周末演出中场休息时，第三度携作品来沪的

里维收到一枚观众精心制作的音符形状袖扣，

他珍而重之地将其别上了西装。 “上海观众对德

语音乐剧的歌词都非常熟悉，甚至不用看字幕，

他们专注地沉浸在乐队和歌手的表现中， 让我

非常感动。 ” 随着音乐剧行业机制的进一步完

善， 更多海内外艺术家也有望将把上海作为开

放共享的会客厅和作品的首发平台，助力“亚洲

演艺之都”的建设。

▲近年来，德语音乐剧《莫扎特》、法语音乐剧《摇滚莫扎特》、西班牙语音

乐剧《卡门·古巴》等，相继落地上海，引领了国内小语种音乐剧审美风潮。

（均文化广场供图）

茛 《巴黎圣母院》 谢幕照。 荩 《贝隆夫人》 演出照。

荨 《德语音

乐 剧 明 星 音 乐

会》 演出照。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