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ｗww．whb．ｃｎ

２０21 年 7 月 1 日 星期四

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践行入党誓言
黄建新 （电影 《1921》 监制兼导演）

荩 毛泽东

在上海街头奔

跑 的 一 幕 是

《1921》 的重头

戏之一。观众跟

随那段年轻又

充满着愤懑的

奔跑，跟随镜头

闪回过他的记

忆，一大段写意

中，蕴藏一股强

烈的与过去道

别、奔向崭新未

来的决心

导演感言 荩荩荩

◆ 《1921》 就是想告诉今天的年轻人，这
100 年来， 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所有客观变化、改
天换地， 都是历史上一群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精
神历程和心灵历程的实践性体现。

◆ 拍电影的人，总是希望找到能在内心深
处拨动自己的一些东西才会开始创作。 再一次
讲述那段关键历史，我们创作的原始驱动力，就
是人，100 年前那群人的情感、思想、理想。

我们查史料时发现一段毛泽东当
年说的话：“如果我们有坚强的信念，

能够发动人民， 我们用 40年甚至 30

年时间就可以改变中国。 ”实际上，从
1921 年到 1949 年， 中国共产党只
用了 28 年就教中国日月换新天。

那是怎样的一群人？

在筹备 《1921》时 ，这个问题反
复浮现。 有史料记载，20 世纪刚翻开
篇章， 当时的中国涌现了各种政治团
体，最多时大大小小超过 2000个。 为
什么那么多政见、政党里，偏偏是一群
年轻人创建的、在中共一大时才 50多
名党员的“小政党”，最终成就大业？

那是怎样的一群人———这个问
题也是我们在《建党伟业 》的宏大叙
事里来不及展开篇幅探讨的。如果说
《建党伟业》 是从历史的逻辑进入，用
编年体方式向观众讲清楚中国共产党
从无到有的过程，那么接下来，我们是
不是能用电影的方式、 用故事片的形
式让更多观众看见，1921年开天辟地
的人，他们的心灵原动力来自哪里，他
们与理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拍电影的人，总是希望找到能在
内心深处拨动自己的一些东西才会
开始创作 。 再一次讲述那段关键历
史，我们创作的原始驱动力，就是人，

100 年前那群人的情感、思想、理想。

创作思路也随之清晰起来，《1921》就
是要强聚焦，聚焦上海，聚焦那群开天
辟地的人， 用有血有肉的人物和鲜活
丰富的细节，让观众记住那段历史。

为了解决在上
海的生活问题，毛泽
东参加工读互助团，

在洗衣房里打工

《1921》的主线是历史给出的事
实。 1921 年，13 位平均年龄 28 岁
的热血青年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
困难，汇聚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
党的成立。

这 13 名年轻人及其当时代表的
50 多名党员， 关于他们的研究很全
面，各个维度都有涉及。 怎样用一部
真正意义上的故事片来呈现建党历
史， 怎样通过触摸人物的内心世界、

行为逻辑以及个性，让他们变成电影
的特殊艺术载体来展现其丰富性，都
是很大挑战。

创作的第一步，就是从历史中寻
找比以往更为丰富翔实的细节。前期
资料搜集整理和剧本打磨的工作，花
了近四年时间。

我们把电影主要涉及的十多位
历史人物传记、 回忆录等史料找来，

深入研究他们的行为言论，寻找每个
人的性格特征，分析当时的形势。 在
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 ， 党史专
家、上海城市文化史专家等 ，也同我
们召开了多次剧本论证专题会，考证
大量历史人物和外部环境的细节。比
如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前期组织者、筹
备者，也是会上选出的中央领导三人
组的一员 。 王会悟则是会务的操持
者，并由她在会议受到巡捕房袭扰后
提议转移至嘉兴继续 。 忠于历史 ，

《1921》里有不少李达夫妇的视角。

随着读传记 、 搜集资料不断推
进，越来越多丰富性被发掘出来。 我
们从许多亲切的细微之处发现，原来
他们很有魅力， 每个人都很贴近，又
很传奇。 比如 1920 年 5 月，毛泽东
第三次到上海，他要为赴法勤工俭学
的湖南学生送行，要思考“驱张”之后
湖南怎么走，也要拜访许多人。 在具
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背后，两个月时间
里，他得靠自己解决在上海的生活问
题，于是参加工读互助团 ，在洗衣房
里打工。 基于这段史实，影片里我们
给毛泽东设计的出场画面，就是他扛
了个巨大的布包，挤在车上 ，一半身
子探在车外。 一扭头，旁边有个广告
牌：《新青年》。同样是在电车上，另有
个男子匆匆下车，转身走进上海证券
交易所，那是蒋介石。从史实看，蒋介
石当年在上海与陈果夫他们一起做
证券投机的买卖，他和毛泽东在电车
上的擦肩而过是电影基于历史的艺

术加工。

读史过程中，循着各人物的行动
轨迹，团队还去往海外搜集资料。 在
日本警视厅，我们查阅了从 1919 年
到 1922 年间每一天的警务日志，其
中一页记载了当年日本特高课计划
破坏“一大会议”的信息，这是以往从
未发现过的史料。去法国的工作组也
带回了鲜为人知的内容，当年上海法
租界工部局接到过指示，要对共产国
际代表来到上海进行警戒。史料钩沉
加 上 一 定 的 艺 术 虚 构 ， 构 成 了
《1921》里共产国际和日本方面的两
条线索，拓展出国际视野 ，观众会看
到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的
关系。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
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才有了中国
共产党的诞生；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既是当时中国有志青年、先进思想践
行者在一个时期里精神力量的集中
爆发，也是世界范围内的思想互动和
革命燎原。

“为了读书人能
把头抬起来，挺直腰
板，用自己的眼睛看
想看的世界”

观众来看电影， 他们选择故事，

用一个好看的具有电影性的故事回
馈观众，是创作的前提。 《1921》与以
往同类型题材电影相比，讲故事的视
角更多维，时间线也更自由。 这都符
合现代电影的审美，也都在这两年里
越来越为观众认可。

和过去常用的冷静客观的第三
人称不同 ，我们在 《1921》里不断地
切换着主观视角， 有时是陈独秀，有
时是毛泽东 ， 有时又跟着李达夫妇
走。主观视角能带来更为浓郁的情感

色彩，让观众沉浸在故事之中。

影片开场是陈独秀的眼睛，监狱
栅栏拉开，密集的事件接连上演。 我
们用了六个时空的交错剪辑，借他的
一双眼睛回望中国近代史， 这背后，

是彼时中国的四面楚歌。自鸦片战争
以来，中国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足足积压了 1000 多个 。 六个时空
里，能看见陈独秀散发传单 、南陈北
李相约建党等重要的历史时刻，观众
也会穿过他的双眼触摸人物内心，感
受到在那个历史节点建立全新政党
救国救民的迫切性。

何叔衡是 13 位中共一大代表中
年龄最长的一个， 可能在此之前，许
多观众对他的印象仅此而已。但看完
《1921》，我相信更多人会记得他。 那
场戏是几位一大代表在上海初聚，夜
晚，石库门小楼的二层 ，大家隔着窗
户聊理想，聊为什么投身革命。 轮到
何叔衡，刘仁静他们几个年轻人都对

这位年长的湖南代表充满好奇，热烈
地怂恿着他说。 可当晚清秀才讲完，

年轻人们都陷入了沉默。 何叔衡说，

他有个挚友， 从秀才一路考到殿试，

进了宫，回来却说“什么都没看见 ”，

因为不许抬头。 为什么要投身革命，

为什么要来上海参加一大 ，“为了读
书人能把头抬起来，挺直腰板 ，用自
己的眼睛看想看的世界”。在戏里，年
轻人听了这番话陷入沉思。 拍摄时，

张颂文演完，我和摄像在机器后流泪
了。这就是主观视角带来的强烈情感
冲击，渗透进人心，与观众在情感上
产生了深层沟通。

我们也突破了编年体史诗恪守
的线性时间，在片中用了几次多时空
交错闪回的剪辑。 我一直有个观点，

在电影的世界里，过去时、现在时、未
来时、想象时，凡此种种，几个时空都
可以是现在时 。 毛泽东在上海街头
奔跑的一幕是 《1921》 的重头戏之

一。 从李达家出来，他不自觉被法租
界欢庆法国国庆的人群吸引，忽而被
拦在栏杆外，为排遣心中不快，他跑了
起来。 观众跟随那段年轻又充满着愤
懑的奔跑，跟随镜头闪回过他的记忆，

一大段写意中， 蕴藏一股强烈的与过
去道别、奔向崭新未来的决心。拍那场
戏时，我不止一次想起了“夸父逐日”。

包括影片尾声阶段，嘉兴南湖红
船外彩霞满天，镜头一转 ，便是一长
段时空交叠。里面有上海的烟草工人
大罢工 ， 历史记载有 8000 工人参
加。 为了还原这一场景，我们用近千
名群众演员，通过反复调度 ，用三台
机器拍了 16 次， 接出了近万人罢工
的画面，这是十年前的拍摄手段实现
不了的镜头。 这次我们做成，就是为
了展示共产党能代表工人阶级。

尾声的多时空叙事里，我还重点
讲了牺牲。 革命者，人人都是九死一
生。中国共产党成立，宣布了主张后，

他们其实已经把生命 “押 ”在了理想
上。要知道，最早一批中共党员，他们
家境不差，大多衣食无忧。 陈独秀和
李大钊都是彼时的大学者 ， 收入不
菲。 可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后，陈独秀
多次被捕入狱，李大钊在 1927 年惨
遭杀害。 13 位中共一大代表的命运
同样引人喟叹，王尽美 1925 年因劳
累病逝，李汉俊 1927 年被国民党反
动派逮捕后遭杀害， 邓恩铭在 1931

年遇害，何叔衡 1935 年牺牲。 此外，

杨开慧也在 1930 年被残忍杀害……

电影的前 100 分钟里，观众还看见他
们年轻的脸庞、蓬勃的生命力 ，随后
快节奏地穿梭在他们牺牲的场景，再
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仅有两位中
共一大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

故事带来的冲击会让观众明白，

共产党人的牺牲是为了什么，他们用
生命的价值创建了一个政党、一个新
的制度，今天的我们都是受益者。

这个国家的年
轻人什么样，国家的
未来就是什么样

从一开始 ， 我们就很清楚 ，

《1921》需要对话 ，用电影与观众对
话，通过电影让今天的年轻人与百年
前的同龄人对话。 《少年中国说》，大
家都耳熟能详， 阐述的道理便是：这
个国家的年轻人什么样，国家的未来
就是什么样。

在电影里，我们需要还原百年前
那群生动的生机勃发的年轻人。

实际上，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完
全可以称得上是由年轻人主导的事
业。 1921 年，毛泽东 28 岁，满怀抱
负从湖南来到上海； 刘仁静 17 岁参
加五四运动，19 岁出席中共一大，他
被大家赞为 “小马克思 ”； 邓恩铭
1921 年是 20 岁，24 岁他领导了胶
济铁路工人大罢工；还有负责联系代
表、组织会议的李达 ，他刚和王会悟
新婚不久， 在六平方米的小屋里，除
了床铺和杂物箱，只有李达的报刊书
籍，其中包括了《共产党》月刊。

一群年轻人，他们当然有激情灵
动的一面。 初到繁华的上海，20 来岁
的小年轻去大世界里开眼界。毛泽东
和李达老乡见老乡，饭桌上固然有意
气相投为“新公司开张”“为早日开启
全国之民智”“早日结束中国之苦难”

的豪情约定，也会有因为不能吃辣生
出的小小的打趣。

为了如实地呈现出年轻本身，我
们找了和当年的他们年龄相仿的演
员，要的就是自然主义的流露。 表现
五四运动的群戏，我们找的都是各大
艺术院校的在校生。 在表演上，也要
求他们去标签 ， 尽可能接近年轻的
状态。 1921 年的毛泽东还处于一个
内心思想和观念渐渐变化 、 成长的
过程中， 所以我要求王仁君不要给
演绎贴上伟人标签 ， 一切还原到人
物怀抱求索的心态 、 学生一般的眼
神。 王会悟在为一大代表找住宿时，

李达帮她 “演习 ”了许久 ，还让她跑
步前往 ，边喘边说 ，掩饰紧张感 ，以
免旁人生疑。

通过这些内部和外化的塑造，我
们希望观众会和百年前的年轻人产
生情感连接———都有喜怒哀乐，都有
理想追求 ， 但同时也会面对困惑迷
茫。影片里的李达，回想“偌大一个中
国，我们连自己的火种都没有”时，他
苦闷落泪。 中共一大召开，前几日的
会议上， 这群满腔激情的青年就路
线、方针多次争论，争得面红耳赤。他
们也有困顿处，但最终 ，共识一定能
达成，纲领一定能通过 ，就像毛泽东
的台词，“因为我们的起点一样，誓死
推翻旧世界。还因为我们的理想也一
样，盼望着建立新中国 ，大家想要的
人民作主的新中国！ ”

《1921》就是想告诉今天的年轻
人，这 100 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
所有客观变化、改天换地 ，都是历史
上一群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精神历程
和心灵历程的实践性体现。

我们的起点一样，誓死推翻旧世界；

我们的理想也一样，盼望着建立人民作主的新中国！

电影《1921》

对话

历史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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