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有
烟
火
气
﹄
地
讲
述
建
党
故
事

︽1921

︾
让
历
史
人
物
不
再
是
教
科
书
上
的
一
句
话

电影 《1921》讲述早

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风雨

如磐中勇担重任的动人

故事，他们开天辟地成立

中国共产党 ，为当时陷入

苦难的中华民族带来了

希望的曙光 。 日前 ，上海

国际电影电视节惠民放

映活动上 《1921》几位主

创的到来引发了观众们

热烈的掌声。

影片中， 为探寻中华

民族出路， 热血青年汇聚

而来， 随着群众中一声坚

定的“出发 ”， 《国际歌 》

的旋律响起 ， 风华正茂

的青年们青春昂扬 ， 向

理想奔赴而去 。 热血感

人的场景 ， 深深打动了

现场观众 。 “《1921》 从

外观到内在富含感情 ，

用活生生的人物和有热

度 的 细 节 回 到 历 史 现

场。” 导演郑大圣说 ， 这

部影片以人物为中心进

行创作 ， “有烟火气 ”

地讲述建党故事 。 “他

们不再是教科书中的一

句话 、 几行字 ， 而是鲜

活的人， 如何去理解他们

的思想， 与他们共情， 这

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用镜头写下时
代答卷，透射历史的
方位感与坐标系

100 年前的中国年轻

人是怎么生活的？ 他们在

想些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做？ 带着这些问题， 电影

《1921》的创作团队用镜头

写下答案， 透射着历史的

方位感与坐标系。 在郑大

圣看来 ，拍摄 《1921》是难

得的学习过程，对于百年

前人们的生活场景 、城

市生态 ， 电影进行了物

理复现 。 “这是一次改变

中国 、改变世界的会议 。

我们必须通过研究大量

的史料 ， 去复原当时的

情境。 ”郑大圣说，“但更

艰难的是如何塑造人物 ，

创作者必须要走进他们

的内心世界。 ”

《1921》 回归到了电

影最初的逻辑———聚焦人

物， 从他们的生活习惯 、

情感表达等方面展开， 用大量生活细节塑造出有血有

肉有感染力的革命者形象。 据透露， 在 《1921》 里，

观众能看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新婚夫妇李达和王

会悟 “蜗居” 在亭子间； 王尽美、 刘仁静、 邓恩铭等

年轻代表出游玩哈哈镜； 毛泽东对湖南同乡李达 “不

吃辣” 的调侃等， 颇具 “烟火气”。 主创团队希望通

过这些生动微妙的细节， 反映出革命者的平凡一面，

当他们为了理想舍弃温暖生活、 乃至宝贵生命时， 才

显得更为可贵。 “这里面就有他们的坚定信念， 有他

们对中国未来的强烈追求。”

反复琢磨生活细节，演绎青年毛泽东
的热血和激情

参与建党的 “一大代表” 们， 平均年龄是不超过

28 岁的青年， 因此导演邀请了富有朝气和活力的青

年演员， 诠释革命青年 “心中有信仰， 眼里有光芒”

的精神气儿 ， 展现浑然天成的少年感 。 据 悉 ，

《1921》 从开拍前一年起开始选角工作。 主创团队找

到许多上世纪 20 年代初真实人物的历史照片， 贴在

一起做成 “选角墙”， 据此寻找与他们年龄相仿的演

员。 “在形似的基础上， 我们希望找到和角色精神气

质相近的演员。” 制片人任宁说。 电影不仅展现百年

前的众生相， 也表现了先辈们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的风采。

为了塑造生动鲜活的角色 ， 演员下足苦功研究

史料、 设计细节。 继 《古田军号 》后 ，青年演员王仁

君再次出演毛泽东， 这次他所面临的全新挑战是，如

何诠释银幕上相对鲜见的青年主席形象。 为此，王仁

君阅读了大量资料，与导演深入探讨， 不断梳理创作

视角。 “看了很多资料 ， 听了很多的讲座 ， 尽可能

多地去了解他的兴趣爱好和成长经历 ， 还有当时的

社会背景。”

在分享创作感言时， 王仁君透露， 为了表现出伟

人的热血和激情， 他不仅坚持晨跑、 夜跑， 还加入了

很多生活化细节， 甚至连说话的节奏和语调等都经过

了反复推敲。 王仁君特别提及电影中有一组奔跑的镜

头， 寓意少年到青年的成长历程。 “正式开拍前， 黄

建新导演就叮嘱我 ‘练跑步’， 因为剧中毛主席有一

段奔跑中的重头戏。” 于是， 晨跑、 夜跑成了他每天

的 “必修课”。 为了一场戏， 导演连着 “罚” 他跑了

好几天的步， 直到抓拍到最满意的镜头为止。

■本报记者 姜方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本报记者 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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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完《1921》，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电影《1921》剧组再回初心之地，他们为影片的历史质感自豪，
更想把百年前青年的理想信念传递给更多同龄人

上海出品电影 《1921》 在第 24 届上海

国际电影节完成首映后， 剧组昨天在中国共

产党的初心之地上了一堂特殊党课。

中午时分， 崭新的中共一大纪念馆来了

一群特殊参观者。 他们佩戴着党徽、 团徽，

走到 13 位中共一大代表的雕像前辨认、 瞻

仰、 鞠躬致敬。 这是电影 《1921》 剧组时隔

近一年重回红色圣地 。 2020 年 7 月 1 日 ，

片方曾在中共一大会址举行了开机仪式。 当

时， 青年演员们在仪式后主动 “加课”， 从

重要展陈中探寻一个伟大政党从无到有、 发

展壮大的历史逻辑。 如今， 他们再回初心之

地开展又一次党史学习实践。

影片中扮演毛泽东的演员王仁君是名

80 后， 有 15 年党龄。 “当年， 一批热血青

年从五湖四海来到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 做

了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他说， 用作品讲述

波澜壮阔的历史， 呈现出当时年轻人的拼搏

精神、 首创精神、 奉献精神， 把百年前新青

年的理想信念传递给当下的观众， 让大家知

道我们的来路与未来方向， 是文艺工作者的

责任与担当。 “要想传承， 先要传播”， 中

共一大纪念馆馆长薛峰表示， 时间向前走，

历史应被铭记。 无论电影还是展览， 目的都

是为了让历史深入人心， 让革命的精神代代

传承。 如何讲好主旋律故事， 是 《1921》 剧

组与中共一大纪念馆共同面对的问题， “我

们一直希望能有一部作品像 《红岩》 讲述江

姐的故事一样， 讲述一大会址发生的事， 讲

述当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故事， 将他们追求

理想的故事转化为可视作品 ， 展现给当代

人。 《1921》 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纪念馆内参观者络绎不绝， 几位年轻演

员跟随展陈又一次回到历史的情境。 13 位

中共一大代表的展板、 一比一复原并由全息

影像呈现的一大会址场景、 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上海主城区微缩模型沙盘等重要展陈前，

演员们都驻足良久。 他们一一比对眼前的珍

贵建党史料与电影中的人物呈现 、 情节设

置、 场景还原。

《1921》 中饰演王尽美的是 00 后演员

刘家祎 。 他对纪念馆内还原中共一大会议

全过程的影像展示印象深刻 ， “我们的电

影完全吻合”。 这名北京电影学院的大一学

生希望 ： “通过 《1921》 这部影片 ， 向和

我一样大的年轻人传递什么是青年的模样，

什么是青年的力量。”

在实景还原上海城市形态的微缩沙盘

上，目之所及，望志路 106 号、博文女校、树德

里、巡捕房等《1921》中的重要场景及其空间

距离关系，清晰显现。 “从巡捕房到达开会地

点的路程大约六分钟， 这和我们电影里的展

现是吻合的。 ”王仁君说，看到影片的历史质

感被文物与史料 “认证”， 作为演员能参与

《1921》这样的创作，是桩自豪的事情。

参观尾声 ， 大幅电子屏上显示着截至

2019 年底的党员人数———9191.4 万名 。 这

个数字深深震撼了演员。 影片 《1921》 里，

他们饰演的 13 位中共一大代表， 背后是 50

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 跨越百年 ， 中国共

产党的发展壮大令演员们感慨 ， “深受触

动， 感觉无上荣耀”。

80 后演员袁文康在电影里饰演李汉俊。

进组前， 他不仅完成了剧组发放的史料的学

习， 为了演好精通外语的原型人物， 他还花

大量精力练习日语、 法语和英语。 在建党百

年的重要时间节点参与一部建党题材影片，

他格外珍惜 “一辈子只有一次 ” 的机会 。

“我的生日是 7 月 23 日。” 袁文康说， 1921

年 7 月 23 日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的日子， 拍摄时沉浸在党

史学习中的内心触动， 让他做出了郑重的决

定———“拍完 《1921》， 我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 和他作出相同选择的， 还有何叔衡的

扮演者张颂文。

如何让主旋律电影“走进去”和“走出去”？
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论坛举行，与会嘉宾探讨产业发展趋势

“建党百年之际， 要创作出更多让观众

爱看的主旋律电影。” 昨天上午， 第 24 届上

海国际电影节———以 “共圆百年梦·启航新

征程 ” 为主题的中国电影产业高峰论坛举

行， 如何让主旋律作品 “走进去———深入人

心” 和 “走出去———影响世界”， 成为嘉宾

们最关心的话题。

根据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 ， 2020 年

中国电影总票房达 204.17 亿元 ， 其中国产

电影票房占 83.72%。 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大时间节点， 主旋律则是今年

银幕上的主流。 前晚， 上海出品的 《1921》

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 反响热烈。 紧随其后

的是 《革命者》 《望道》 《长津湖》 《我和

我的父辈》 《狙击手》 等， 一部部国产大片

将展开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用艺

术语汇赢得当下观众的共鸣。 面对欣赏水平

日益提高的观众， 该如何实现主旋律电影创

作的精品化？ 中国电影如何更好地实现 “文

化走出去”？ 电影人积极为中国电影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主旋律电影要拍出真情
实感和艺术水准，让人们读懂
百年初心

通过电影的力量回望百年征程， 让更多

观众从中读懂初心， 是摆在中国电影人面前

的重要课题。 腾讯集团副总裁、 腾讯影业首

席执行官程武说： “观众认可的好影片， 往

往都是现实题材、 现实主义表达， 这能与他

们产生高度共情。 《1921》 讲述的正是百年

前那批平均年龄 28 岁的年轻人， 如何走到

一起承担救亡图存的重任， 这对当下的年轻

人有重要意义。”

建党百年之际， 博纳影业推出 “中国胜

利三部曲” ———抗美援朝题材影片 《长津湖》、

讲述抗疫斗争的现实题材影片 《中国医生》 以

及聚焦隐蔽战线英雄的谍战片 《无名》。 其中，

备受关注的 《长津湖》 由陈凯歌、 徐克、 林超

贤三位导演联合执导， 力求再现长津湖战役总

攻发起时的壮烈场面。 因受疫情影响， 《长津

湖》 的拍摄曾一度中断。 团队克服了重重困难

重启项目， 博纳影业创始人、 董事长兼总裁于

东相信， 当战士们用血肉之躯保家卫国的场

景， 以及具有穿透力、 感染力的英雄群像在成

片中出现时， 一定会让大家更加珍视当下拥有

的和平、 幸福生活。

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认为， 新时代的

主旋律电影应当在艺术上具有创新性， 能凭

借精良品质在中国影史上留下一笔。“由管虎

担任监制的 《革命者》 使用多个视角并联的

结构， 展现了李大钊的一生； 由张艺谋担任

导演的 《狙击手》 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 ‘冷

枪冷炮运动’ 为背景， 讲述了中国志愿军狙

击小队与美军狙击队之间的殊死对决， 紧张

的节奏贯穿始终。 期待我们的主旋律影片能

够扣住观众的心弦。”

“文化走出去”的前提是
有优秀的中国故事、中国制造
和中国服务

论坛上， 多位嘉宾共同指出， 要让中国

电影更有力地走出去， 前提是要有优秀的中

国故事， 并做好做强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

中国在全球电影市场中率先复苏持续回暖，

这正是中国电影 “出海” 的黄金时期。 于东

认为， 中国的电影市场不局限于国内， 海外

的数千万华人都需要好作品。 “尤其是春节

档， 很多外国人在农历新春期间， 也会有观

看中国电影的习惯。 如果我们能把握住机会

进行海外发行， 那么也许在全世界的唐人街，

大家都能一起看中国电影过大年。”

优秀的中国故事， 将对中国电影的 “出

海” 起到重要作用。 过去五年， 腾讯动漫上

连载的 《一人之下》 等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

当代中国生活的作品， 不仅深受本土年轻人

喜爱， 也在日本等国家的市场中取得了不俗

反响 。 据统计 ， 阅文的海外站点 “起点国

际” 已上线几千部中国网络文学的外文翻译

作品， 同时有超过十万名海外作家在该平台

开启创作。

当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故事、形象，形成

有感染力的文化 IP，这些“世界语言”可以跨

越国家和民族，让大家实现真正的情感沟通。

“在电影内容创作上不妨拓宽视野，多给年轻

人一些宽容度和表达空间， 让用世界语言讲

述的中国故事更能被海外接受。”万达文化集

团总裁兼万达影视集团总裁曾茂军说。

在讲解

员 的 引 导

下 ， 《1921》

剧 组 在 中

共 一 大 纪

念馆参观。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长三角出品重点影片联合推介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郭超豪） 由长三角电影

发行放映联盟主办的 “迎建党百年———长三

角出品重点影片联合推介活动” 昨日在第二

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市场启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站在

回望辉煌历史、 开启时代新征程的重要历史

节点上，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各推出了

一部庆祝建党百年的重点影片， 它们是再现

中共 “一大” 在沪召开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

影片《1921》；聚焦周恩来总理童年成长经历

的影片《童年周恩来》；以“红船精神”为纲，全

方位呈现中国共产党诞生过程的影片 《红

船》；展现中铁人为“一带一路”建设无私奉献

的影片《图拉河上的爱情》。 《1921》 的联合

导演郑大圣 ， 《童年周恩来 》 导演徐耿 ，

《红船》 电影总策划、 监制郑重， 《图拉河

上的爱情》 导演王明军也来到了活动现场，

为各自参与的影片进行推介。 出席活动的长

三角重要电影院线 、 影管机构代表纷纷表

示， 将紧密联系， 资源整合， 把各自的优势

和长板变成共同的优势和长板， 全力做好长

三角出品的四部重点影片的发行放映工作，

为建党百年营造浓厚的观影氛围。

2019 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电影局成立

了长三角电影发行放映联盟， 以 “聚焦高质

量， 聚力一体化” 为关键， 在长三角现有电

影发行放映体系的基础上， 进一步构建务实

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合作协调机制， 共同推进

长三角电影发行放映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联盟成立以来， 在搭建行业交流平台、 培养

电影行业人才、 做强艺术电影放映、 联合发

行放映重点影片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未来 3 至 5 年内， 长三角电影发行放映

联盟将利用现有发行放映资源， 发展更多更

强资源， 发挥上海龙头带头作用， 苏浙皖各

扬所长， 按照政府引导、 行业自发、 多方参

与的原则， 形成区域合力， 促进长三角地区

电影发行放映的高质量协同发展， 为更多长

三角出品的重点优秀影片做好发行、 放映及

宣传工作。

上海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周慧琳等出

席活动。

90后教师用 00后喜欢的方式讲好红色故事
（上接第一版）

为了提升宣讲质量， 宣讲团成员借鉴

学科备课的模式，进行集体备课。徐轶铖告

诉记者，每个备课组都有不同学科、不同学

段的教师。第一阶段备课完成，组内成员随

机抽取其他成员撰写的文稿模拟宣讲，一

来可以互相提供文稿的修改意见， 二来可

以提升成员用陌生文稿宣讲的能力。 “不

过， 每次上课前还必须根据宣讲对象重新

备课。 ”徐轶铖说。

就在这个周五中午 12 点半，“师说”志

愿者、光明中学思政老师赵程斌，为上海第

四聋校的学生带来一堂 《从兴业路走向复

兴路》主题思政课。 为了备好这堂课，他提

前两天和“师说”小伙伴们一起来到中共一

大纪念馆， 将最新展陈用手机一一记录下

来，重制生动的教案，还学了一些简单的手

语。 一堂课上完，学生们意犹未尽，争相举

手提问。惊喜之余，赵程斌给每人送上了一

件小礼物———兴业路的路牌冰箱贴。

“师说”的新面孔朱婷，是海华小学的

英语老师。 “和团里多数中学历史、政治老

师相比，历史是我的‘短板’。”朱婷说。她加

入 “师说” 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家快速刷完

《觉醒年代》， 剧中陈独秀与陈延年和陈乔

年的分别、 郭心刚的一夜白头……都让她

的信念更加坚定。

在这次分配“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

授课任务时，朱婷毫不犹豫地挑战“短板”，

报名加入“革命组”备课。休息天，她跑图书

馆、档案馆，学习强国成了她每天使用频率

最高的 App…… “先辈在革命中抛头颅洒

热血，而我作为一名新党员，传承、传播他

们的精神，多付出点业余时间不算什么！ ”

朱婷感慨。

当好00后学生的“引路人”

向明初级中学政治老师庞逸运， 今年

刚刚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在他看来，青

年教师加入“师说”不仅为了充实和提升自

我， 更重要的是期望自己能成为更多学生

思想和学习的“引路人”。

徐轶铖最近不仅连说了多场 “党课”，

还参演了多部 “红剧”。 在他看来， 党史

宣讲的内容要吸引人， 形式和手段都非常重

要： “我们不光要会说， 还要会演、 会诵、

会唱……00 后喜欢剧本杀， 喜欢沉浸式体

验，我们的微课也要加入这些元素。 用 00 后

喜欢的形式，为他们讲好红色故事。 ”

下周四，一台以黄浦校园内 7个红色故事

为主题的话剧《引路人》即将上演。 剧中演员，

多为“师说”的小伙伴，而观众，正是他们最牵

挂的 00后和 10后学生。 “我们希望先演给学

生看，然后教学生演，再让学生演给我们看。借

此让更多学生明白，历史不只有书本上的白纸

黑字，而是由无数个真人、真事、真精神汇聚而

成。 用好这些身边的红色资源，让红色遗迹成

为党史‘教室’，让文物史料成为党史‘教材’，

让英烈模范成为党史‘教师’，让红色资源里的

故事、故事里的细节、细节里的精神，感动更多

学生，把红色基因更好地传下去。 ”徐轶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