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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1921》中，黄轩饰演中
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的李达。 对于这个在党史上极为重
要，却又称不上家喻户晓的角色，黄
轩觉得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在片
中， 身为湖南人的李达因为长期伏
案导致的胃病， 饭桌上一个辣菜都
没有； 他在与张国焘因为意见相左
而争论时，两眼“瞪得像铜铃”，寸步
不让……这些都是主创人员翻阅了
各种点点滴滴的资料， 通过种种细
节所呈现出的人物性格。 那么对于
自己在《1921》中的表演，黄轩自己
又有哪些看法呢？

文汇报： 如果让你选择自己在
《1921》中的 “名场面 ”或者高光时
刻，会是哪几个场景？

黄轩： 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场戏
是，李达通宵拟完党章之后，他兴奋
地看到了太阳升起， 看到街道上的
小贩开始叫卖早餐， 隔壁的小女孩
也趴在窗口看着太阳出来。 看着这
样生机勃勃的场景， 李达兴奋地冲
到天台上呐喊。 这场戏没有具体的
含义，但这种理想化的、写意的、象
征性的场景，还是挺棒的，这也是导
演和我们讨论之后加出来的。

还有最打动我的， 是一场天台
的戏。李达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商谈进

行得很不顺利，非常郁闷和无奈。 他
和身边的王会悟说起以前抵制日货
的时候，他冲在第一个，却发现连手
里的火柴都是日本造，“偌大一个中
国，我们连自己的火种都没有。”这场
戏演着演着，我们两个都落泪了。

文汇报：在《1921》拍摄时，有没
有哪些场面是你和其他演员相互碰
撞出火花后产生的即兴表演？

黄轩： 有， 前面那段在天台的
戏，剧本其实没有写得很详细，只是
写了一段台词， 大概意思是李达上
天台和王会悟说了一段话， 但没有
标注情绪应该是怎样的， 是要激动
还是落泪。 演出的时候大家都很相
信当时的那个状态， 我演着演着自
己就感动了， 觉得当时我们国家那
个样子，真的是很不容易，然后我回
头一看倪妮已经泪流满面。 我想舒
缓一下情绪，就说给她唱首歌吧，于
是我就哼唱了《国际歌》，因为《国际
歌》象征着力量和希望。唱着唱着我
们就抱在了一起， 说 “会好的会好
的”。 整个过程完全是即兴的，导演
也没有喊停， 演完之后很多人都很
感动，也和我们一样泪流满面。

文汇报： 拍摄完成看成片的时
候， 有哪些场景是让你的情绪产生
波澜甚至落泪的？

黄轩： 挺多场面都让我觉得挺
激动的。 比如说一开始工人大罢工
时工人被殴打， 那个场面就让我非
常难过、很愤慨。当我们这些代表好
不容易聚在一起， 准备召开一大会
议，大家一起热烈鼓掌的时候，我也
是全身像通电一般。 后来整个时光
转换到了 100 年后的 2021 年，画
面里一群小学生来参观一大会址的
时候，也让我特别感慨，嗓子眼一直
是紧的，感觉这 100 年党和国家真
的不容易，我们要珍惜，并向这些先
辈们致敬。

文汇报：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有
哪些瞬间让你真切感受到了“理想”

两个字？

黄轩：我觉得李达这个人物本

身就是非常理想主义的，心中充满
着迫切、充满着希望、充满着理想。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一直努力去
感受他在那个年代下 ， 对拯救中
国，迫切地想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
政权的渴望。 那种迫切感，今天很
多人是无法感受的。 在演完这部电
影后，我真切地感受到现在的生活
是多么来之不易，是那一代人抛头
颅洒热血换来的。 作为演员，我们
有一种使命感，就是去让更多的年
轻人了解那段历史。 所以我们作为
“通道”去把他们还原出来、展现出
来， 让年轻人受到他们的感染，也
知道我们国家这一路上走过来的
历程，同时也看到那个时候他们的
斗志、理想。

为信仰燃烧
这就是青春的答案

演员袁文康与电影 《1921》 有着特殊的缘分。

1921 年 7 月 23 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上海召开， 巧合的是， 7 月 23 日同样是袁文康的生日。

从小在上海长大的他， 每一次去外婆家都会经过兴业路上

的中共一大会址。 在他看来， 于建党百年的重要时间节点

参与一部建党题材影片是 “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 为

了能更立体地诠释李汉俊这个角色， 袁文康在进组前不仅

阅读了大量的人物传记和历史资料， 还花费相当多的精力

来练习日语、 法语和英语。 为了能更加贴近李汉俊的内心

世界， 他甚至在复兴坊租了一间房， 用一个人的独处来培

养角色身上的那种孤独感。

李汉俊的人生定格在 37 岁。 他把自己的青春乃至生

命，全部交付给了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事业，他为理想献身

的场景，带给袁文康极大的震撼。 “已经很久没有一部戏让

我在杀青之后仍无法同角色分开。”在戏中与李汉俊先生相

处百天，脱下戏服袁文康依然不舍。拍摄时沉浸在党史学习

中的内心触动，让袁文康作出了一个郑重的决定———“拍完

《1921》，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有责任在自己的岗位上发

挥力量，把先辈的初心和使命带给更多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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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会悟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李达的妻子， 她不仅是党

的诞生的重要见证者， 更是中共一大成功召开的幕后 “会

务总管”。 电影 《1921》 正是从李达和王会悟的视角出发，

展现革命之路的艰辛与壮阔。

作为王会悟的扮演者， 演员倪妮在影片正式开拍前阅

读、 观看了大量关于王会悟的传记与影像资料 。 在她看

来， 王会悟因为接受了新思想的教育， 因此有非常像现代

独立女性的观点。 她勇敢， 坚定， 乐观， 有自己的理想、

信念和事业， 一直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而奔走， 主导创办

了中国第一份宣扬妇女解放的进步刊物 《妇女声》。 难得

的是， 她还能照顾好家庭， 和丈夫李达在生活上相互扶

持， 在革命道路上相互勉励。 在倪妮看来， 王会悟简直是

一个 “超人”， 一个完美且了不起的女性。

在一次次向那段充满枪林弹雨的历史岁月、 向百年前

革命者的真实经历靠近的过程中， 倪妮不止一次地向导演

黄建新感叹自己的渺小， “我们生在和平年代， 活得太幸

福了。 要演绎出战争年代、 动乱年代中人物的心理挣扎，

其实是有一些距离的。” 演绎 《1921》 对她而言是一次精

神洗礼， 是向伟大的致敬， 她希望自己塑造的 “王会悟”

能让观众领略到 “女杰” 的干练风采。

黄轩：
拍完《1921》
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袁文康：

出演王会悟
是一次精神洗礼

倪妮：

 这盛世如你所愿！
《1921》以时代 “横截面 ”视角

切入， 聚焦发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前后的故事， 重现了百年前波澜壮
阔、开天辟地的历史时刻。青年演员
王仁君再度出演毛泽东， 这次他所
面临的全新挑战是， 如何诠释银幕
上相对鲜见的青年毛泽东形象。

“观众对毛主席都不会感到陌
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毛主席，当
我塑造角色、完成作品后，面临的是
每一个观众对‘他’的审视，评判标
准自然是非常严苛的。 ” 王仁君感
到，饰演毛主席兴奋在于此，压力也
在于此。导演鼓励他放下包袱，不用
刻意去表演， 回归到演员创作人物
的基本规律上去， 将真情实感注入
角色。 “让角色像种子一样生根发
芽，真实生动就好。 ”

以清澈眼神展
现朝气蓬勃的状
态，演出“心中有信
仰，眼里有光芒”的
精气神儿

参与建党的“一大代表”们，平
均年龄是不超过 28 岁的青年 ，因
此剧组邀请富有朝气和活力的青年
演员，诠释革命先辈“心中有信仰，

眼里有光芒”的精气神儿，展现浑然
天成的少年感。 1983 年生的王仁
君今年 37 岁。 2018 年，他在电影
《古田军号》 里首次扮演毛泽东，而
后又出演电影 《1921》、电视剧 《中
流击水》，与一代伟人的角色结下不
解之缘。

对于《1921》中的青年毛泽东形
象， 王仁君这个有着 15 年党龄的

“老党员”怀有特殊感情。“当年，一批
年轻人从五湖四海来到上海这座国
际大都市， 做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
事。 ”王仁君说，“把当年那批年轻人
的拼搏精神、首创精神、奉献精神传
递给当下的观众，让他们知道我们是
从哪里来，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是
我们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 ”

如何在不同的影视作品中演绎
出层次差异， 王仁君和导演做了充
分研究。 《1921》 里的毛泽东正青
春，他就赋予角色阳光气息，以清澈
眼神展现朝气蓬勃的状态；《古田军
号》里的毛泽东已 36 岁，经历过严
酷的革命斗争， 他就赋予角色睿智
机敏、坚如磐石的性格特征。无论是
热血青春还是智慧深沉， 王仁君希
望能通过有层次感、 成长感的伟人
角色，打动更多观众，让年轻人重温
峥嵘岁月。

他还跟随导演组探访红色地
标， 阅读了大量资料， 重点细看从
1893 年到 1922 年之间毛泽东的
故事和成长， 真正进入毛泽东二十
七八岁时的青年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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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了表现出青
年毛泽东的意气风
发， 甚至连说话的
节奏和语调都经过
反复推敲

扮演毛泽东，兴奋和压力同在。

王仁君走进历史深处， 发现了许多
不为人所熟知的生活细节： 毛泽东

出身农民家庭，对犁地、染布等农活
儿十分熟稔；他爱看报，但首先读的
不一定是重大时政， 而可能是广告
版面……伟人形象在心里渐渐鲜
活，王仁君越来越投入，与导演深入
探讨，不断梳理创作视角。待到开拍
时，他已经忽略了灯光和录音，进入
到角色的思想和情感世界中。

为了在 《1921》中表现出青年
毛泽东的意气风发， 王仁君在表演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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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语速快且音调往上走，

与山东人王仁君的习惯差别较大。

平日里， 王仁君语速和步子慢条斯
理，是一个“慢性子”，而毛泽东走路
时步子很大，还能在嘈杂的环境里一
心多用。“毛主席在回忆录里说，他能
一边写字一边与人交谈，这些都需要
自己在演绎时揣摩好、调整好。 ”

王仁君特别提及电影中有一组
奔跑的蒙太奇镜头， 寓意着毛泽东
坚定信仰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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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还展现了毛泽东初到
上海时在洗衣房打工，试验“工读互
助”的历史。 王仁君扮演的青年毛泽
东背着从客户家中取来的一大包衣
服， 乘上电车赶回洗衣房……虽然
衣着朴素，但他大步流星，英姿飒爽，

对待前路，眼神坚定有光，一个心怀
理想探索救国之路的热血青年形象
跃然银幕之上。 “原来主旋律作品也
可以拍得这么热血、这么燃，为我的
艺术创作开了一扇窗。 ”王仁君说。

王仁君：

电影《1921》

10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