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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主题影视创作的创新性表达
饶曙光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近些年重大主题影视创作可谓
是渐入佳境，在保证数量的同时其质
量也趋向于精益求精， 不时有精品、

高峰性作品的出现。 然而，由于重大
主题题材自身的特殊性，其创作内容
无法回避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
史人物的展示。当耳熟能详的故事遭
遇重复的叙述，创作极易落入雷同化
的窠臼之中。而且对于当下年轻观众
群体而言，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不是
一种亲身经历，也不是一种熟悉的记
忆，而是距今百年的陌生往事。因此，

如何通过创新性表达摆脱窠臼之困、

形成独特的品味，如何在光影想象中
弥合一个世纪的时代差距，实现当下
对过去的回声和共鸣，成为创作者亟
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献给建党 100 周年的电
影，《1921》另辟蹊径，为解决上述问
题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影片以微观视
角介入宏观讲述，对 1921 年建党前
后社会历史进行“横截面”式呈现，讲
述了首批共产党人在风雨如磐中担
起了救亡图存重任，让中国革命前途
焕然一新的故事。影片并将悬念叙事
与正剧叙事相嫁接，对都市景观与宏
大场面进行整体性复原，拓展主旋律
的类型化之路，挖掘主旋律的吸引力
感染力，从而革新了重大主题题材影
视剧的创作惯例，实现了重大主题题
材创作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表达。

宏观与微观视角：

构建差异化建党图景

在 《1921》 之前 ，《开天辟地 》

（1991）、《建党伟业 》（2011） 等以
“建党” 为核心事件的革命历史题材
电影虽然数量不多，但部部可圈可点，

有的注定会在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的一笔，成为留得下的经典之作。

《开天辟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
建党为背景的影片，以似编年体纪录
片的方式回顾 1919 年 “巴黎和会”

外交失败至 1921 年中共一大召开
这一段历史进程，致力于客观而全面
地呈现建党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

《建党伟业》 不仅继承了前者 “史诗
式”的宏大、全景视角，更对叙事时空
进行再拓展 ， 生动详尽地描绘从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至 1921 年
中共一大召开，这十年间中国所发生
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塑造了鲜明
生动的历史人物群像。

与此同时，近些年，由于主旋律
题材影视剧对年轻观众群体的重视
与日俱增，强调“年轻化”“接地气”创
作面貌成为艺术家们不约而同的选
择，因此也便诞生了更多不落俗套的
叙事视角。 例如火爆网络的《觉醒年
代》便是以《新青年》杂志作为叙事切
入点，通过描绘 20 世纪初中国思想
文化的流变过程，自然而然揭示建党
题材影视剧核心主旨———中国共产
党成立之必然性。

珠玉在前，《1921》 必须寻找到
一个呈现建党图景的“差异化”视角，

方有可能在众多重大主题题材影视
作品创作中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不同于 《开天辟地 》和 《建党伟
业 》，《1921》别具匠心 ，首次将 “微
观”叙述视角提升到与“史诗式”的宏
大叙述同等的地位，并试图将二者有
机结合，找到最大平衡点、最大公约
数。 影片开始于 1840 年鸦片战争，

结束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 ， 多线
叙事线索从北京遍布至广东， 从国
内跨越至到日本、欧洲。 但其间绝大
部分的历史呈现仅通过饱含情感的
蒙太奇段落加以简要介绍， 大量笔
墨被用来描摹革命历史进程的一个
“横截面”， 即 1921 年一群进步青
年在上海开天辟地的史实。 这种宏
大 、全景视野中 “小处落笔 ”的微观
视角，高度浓缩地展现建党历程，既
避免了“建党”题材作品的雷同化表
达， 又使其得以与经典作品相互补
充，形成巧妙的互文叙事。 这为创作
者保留更多的笔触去展示历史细
节、刻画人物性格，从而打开更加真
实广阔的时代视野的同时， 也弥合
了先贤们与当代年轻人之间的 “百

年之距”， 与观众之前的相关观影经
验形成互动、互补，产生独具魅力的
观影体验。

《1921》里的人物群像可谓 “烟
火气”“生活感”十足：无辣不欢的毛
泽东，新奇玩哈哈镜的刘仁静、邓恩
铭、王尽美，约会贪吃冰淇淋以致腹
泻错过中共“一大”的周佛海……先
贤们生动得宛若年轻观众身边的普
通朋友、同学、邻家大哥。 因此，当他
们展现救国救民之勇气和理想时，其
披荆斩棘的英雄精神并非以“被动教
化”而是以“滋润渗透”的形式为当前
年轻人所乐于接受，自然而然从情感
认同走向价值认同。

悬念叙事与正剧叙事：

拓展主旋律的类型化

传统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强调

史实确鉴，言必有据，然而仅仅依靠
取决于真实史实的正剧叙事容易致
使作品缺乏艺术感染力和吸引力，最
终固化在单一化的创作模式中，既成
不了“历史教科书”，也成不了独具情
感魅力的艺术作品。但若令虚构人物
贯穿全片，将其制作成情节片、动作
片，乃至悬念迭起的惊险片，也存在
令观众眼花缭乱、感到虚假和“过度
娱乐化”的风险。 因此如何在讲述中
协调、整合、平衡重大主题电影创作
的历史文献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戏
剧性和真实性、悬念叙事与正剧叙事
的统一，显得尤为重要。 《1921》在此
亦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
则，创作团队将重大主题题材作品的
文献价值和史学价值置于本位，从文
献资料中挖掘到适宜进行艺术化处
理、类型化改造的真实事件。

本片引人入胜、具有强烈“陌生
化”效果的日本、欧洲两条线索便是
创作人员花了四年多的时间去世界

各地深入挖掘建党前后的珍贵史料
的成果。他们从日本警视厅档案资料
里找到了日本特高科曾计划破坏“一
大会议”、 上海法租界工部局接到过
对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上海进行警戒
的信息等鲜为人知的记载，并且在创
作中将这些“历史证据”进行了悬念
化叙事处理。

由于观众并不了解这些 “历史证
据”， 当他们看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
尼克尔斯基遭遇欧洲反共势力和日本
督办双重监视，遭遇上海巡捕的紧追不
舍的追捕；发现日本督办不仅监视着国
际代表， 也打探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消
息；与此同时来沪日本共产党员的同党
亦在暗处准备反戈一击……枪声何时
响起？结果究竟如何？错综复杂追捕关
系、扑朔迷离的间谍活动极大地挑起
观众的观影兴趣和担忧心理。 此外，

与悬念叙事相伴的追逐打斗、追踪监
视、枪战暗杀等戏剧性情节，高潮迭
起，不仅极大增强了影片情节上的吸
引力和观赏性，亦生动揭示建党路途

之艰难险阻，每一步都是生死曲折，

每一步都是悬念迭起。

都市景观与宏大场面：

发掘主旋律的吸引力

《1921》在视觉呈现上也颇有特
色， 其对老上海景观的完美复建，对
历史事件“大场面”的影像呈现，皆源
于创作团队对无数细节的严谨把控
和对真实历史质感的追求，而这份执
着亦在作品最终呈现的艺术效果中
得到回报。

上海这座城市拥有光荣的革命
传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中国
革命“红色基因”的发源地。 拍摄中国
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历史故事绕不开上
海。 但不同于其他革命历史题材作品
对上海空间的呈现，《1921》尤为强调
它在视觉层面为观众、 尤其是年轻观
众群体带来的震撼与满足。 为了打造
老上海的质感， 剧组不仅 1:1搭建了
一大会址、二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等
上海石库门老建筑，更以上万盏灯泡复
原了“夜上海”景象。上海作为中国独一
无二大都市， 一直令无数人心驰神往。

1930年代袁牧之拍摄的《都市风光》展
示上海现代而摩登的一面，车水马龙的
街道、人潮迭涌的电影院、酣歌醉舞的
舞厅女郎……吸引无数群众前去上座
观影。 如今《1921》再现彼时上海之都
市风光， 不仅满足了现代人对历史的
感性想象与观影快感， 成为主旋律作
品“类型化”改造过程中的最佳伴侣，

由此黝黑街道上的霓虹幻彩成全了一
场优雅而又刺激的追逐戏， 游乐场里
的人声鼎沸掩盖了一场匆匆到来却
又无疾而终的暗杀危机。

影片中出现的历史大场面以中
国共产党首次领导的千人大罢工场
面为最 。 为了生动重现这一宏伟场
景，创作团队分工默契，黄建新负责把
控全场， 郑大圣则在现场严抠所有演
员的表演细节； 为了演绎出罢工持续
了二十多天的状态， 演员们一遍遍重
拍，喊口号到青筋暴起、声嘶力竭；为
了避免微弱瑕疵影响整体感受， 从集
会工人每一句口号的紧凑程度， 到镜
头里群众演员的神情状态， 都被一丝
不苟精细设计着。 当演员们饰演的党
员及工人代表，高举标语，高舞旗帜，

群情激昂，发出正义的呐喊时，观众很
难不被这宏大景观、 及其蕴含的昂扬
的时代情感、革命精神所鼓舞和感动。

《1921》竭尽全力协调 、整合历
史文献真实和艺术审美真实之间的
平衡， 既保持革命历史应有的凝重
感、悲怆感和纵横感，又试图以轻语
态、大众化的方式满足当下观众尤其
是年轻观众群体的多样化、精致化的
观影趣味、文化需求，实现重大主题
题材影视创作在当下社会的新表达、

新探索、新拓展。

这一创新性表达的直接目的是
为了当下新时代新征程的重要历史
节点上， 为党的百年华诞唱响礼赞
之歌。 但根本目的正如导演黄建新
自己所言 ，“希望通过我们的创作 ，

可以让更多青年了解这段历史和这
些历史人物，也希望能够让他们产生
一点思考，思考到底什么样的青春是
更有意义的，作为年轻人能够为国家
做点什么。 ”

《1921》召来青年演员 “半壁江
山”，其中不少是当红偶像。这不仅仅
只是基于市场和票房的考量， 更是希
望通过这些青年演员、 同龄偶像的演
绎，如今的年轻人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
百年前先贤们眼里有光芒、心中有理想
的伟岸形象和精神气质，感受其积极昂
扬的青春感与少年感， 以实际行动践
行“青春之中国”“少年强则国强”。

《1921》中每每与李达对视的小
女孩令人印象深刻， 在影片最后，她
又以当代红领巾的身份出场，这一角
色设置直白地揭示创作者的创作初
心：在这跨越百年的对视中，年轻的
后辈们应当继承先贤们敢为天下先
的热血精神，收获一往无前的勇气和
决心， 让子孙后代享受更美好的生
活、美好的幸福。

电影《1921》

他们将身躯化成火炬
我们的前路才有了光明

◆ 《1921》首次将“微观”叙述视角
提升到与“史诗式”的宏大叙述同等的
地位，并试图将二者有机结合，找到最
大平衡点、最大公约数。

◆ 如何在讲述中协调、整合、平衡
重大主题电影创作的历史文献价值和
艺术审美价值、戏剧性和真实性、悬念
叙事与正剧叙事的统一，《1921》作出了
有益的探索。

◆ 通过青年演员、同龄偶像的演
绎，如今的年轻人能够感受到百年前先
贤们“心中有理想，眼里有光芒”的形象
与气质。

观点提要 荩荩荩

① 《1921》

中的邓恩铭由王

俊凯饰演

② 《 1921》

中的王尽美由刘

家祎饰演

③ 《1921》

中 的 “南 陈 北

李”，其中陈独秀

由陈坤饰演 ，李

大钊由李晨饰演

④ 《1921》

中的李达与王会

悟伉俪分别由黄

轩与倪妮饰演

⑤ 《1921》

中的包惠僧由胡

先煦饰演

⑥ 《1921》

中的陈潭秋由窦

骁饰演

⑥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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