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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论道

时代命题下，中国电影 如何书写主旋律故事新高度？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今年的上海国际电
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
席，是中国导演黄建新。如今，他
几乎已成为优秀主旋律电影的代
名词。在他眼中，怎样的主旋律
电影才是好电影？怎样的中国故
事才能在国际上讲好？6 月 12
日，在接受青年报记者专访时，他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青年报：说到国际化，我想问

一下，您觉得我们中国电影该如

何更加国际化？尤其我们的主旋

律电影。

黄建新：其实如何国际化，真
的不是一个单纯电影的问题。如
果我们国家经济强大，文化也强大
了，而且我们的文化具有世界属
性，具有人类都能接受的条件，你
自然就国际化。张艺谋说得很对，
你把自己做好了、做大了就自然有
了，你追是追不着它的。我们说奥
斯卡，最早的时候，其实它不是一
个国际电影节，只是美国自己国内
的一个评奖，只设一个外语片奖，
结果变成了全世界影响最大的奖
项。是因为经济强大了，它的电影
文化在世界上占据的位置特别重
要，自然就形成了影响力。很多人
就到美国去学习，很多欧洲学电影
的人、韩国学电影的人，都在美国
学或者在英国学。所以，电影真的
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它基于我
们整体的发展，它就自然强大。我
们也不用一味地去追，因为追了后
你可能丢了自己的特点，反而不行
了。

青年报：中国主旋律题材将

来国际化，尤其是故事上突破有

可能吗？

黄建新：我们说的主旋律电
影在国际上就叫主流价值电影，

任何的商业电影都是主流价值
观，正义一定战胜邪恶。如果正
义战胜不了邪恶，那就是文艺片
了。还有一部分电影是探索人类
认知价值的复杂电影，那是人类
认识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两个
是互做补充的。

因此市场电影的追求，是要
满足绝大多数人一天的劳累以
后，他还是对正义的一种满足，或
者对情感的一种满足，这是使他
生活继续下去、具有美好感生活
下去的一个小动力。这个不能违
背，否则所有的如果都是那样讲
复杂认知的电影，这个问题就很
大。我相信你天天吊个脸，你妈
妈都急了。

青年报：作为资深导演，您的

作品中既有伟人故事，也有普通

人生活，而且现在很多伟人故事

都有生活化的展现，这样的创作

有什么挑战？

黄建新：电影的核心是人的
塑造。为什么男女主角永远在电
影颁奖的时候被新闻媒体先追？
其实每个电影节，列奖项的时候，
一直是第一大奖是影片，第二大
奖是导演，第三、第四才是男演员
和女演员。但是媒体登出来，一
定是男演员、女演员在前，跟专业
就分离开了。为什么？因为所有
的观众是通过演员的表演完成的
角色，来进入这个电影的。

这说明什么？说明演员跟角
色的结合，是电影的一个灵魂，这
些人物怎么样才能够跟观众交流
呢？需要观众能够进入他的内
心。以往我们有时候拍得高高在
上，观众挨不着，挨不着就会觉得
有点像受教育，或者是有点仰
视。有的观众说，你要我抬着头，
把我看得很累，我想平着看一会
——观众会这么说问题。

国际化不忘传统性
小切点展现大时代

第 24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11

日晚拉开帷幕，开幕电影《1921》

备受瞩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银幕已有《开天辟地》《建党伟业》

等珠玉在前，《1921》又有哪些新

亮点？

从“数星星”到“沉浸式”观影
从《建国大业》到《建党伟

业》，在红色大片中“数星星”，忙

着辨认演员的面孔和姓名，已经

成 了 不 少 观 众 的 习 惯 。 不 过

《1921》没有让观众停留在简单

“数星星”上。

扮演中共一大代表的多名青

年演员说，在片场“分分钟入戏”

“入戏很深”。影片导演、监制黄

建新说，创作《1921》的初衷之一，

就是希望把观众更好地带回到

100年前的历史情境中去。

银幕上，青年毛泽东在 100

年前的上海街头飞奔，蒙太奇手

法将观众带入他的回忆和美好憧

憬。专家纷纷为这段合理想象点

赞。“这能让不少观众第一次了解

到青年毛泽东堪称一名‘体育健

将’的一面。”上海电影家协会副

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说。

“还原”历史背后的情感与美学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当时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和妻子王会悟

还是新婚燕尔。

史料显示，李达和王会悟曾

一度在环龙路（今南昌路）老渔阳

里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二楼朝

北的房间借住，成为陈独秀上海

寓所的座上宾。1921年夏，李达

为筹备中共一大忙碌，妻子王会

悟也积极参与其中。

在影片《1921》中，李达、王会

悟分别由黄轩、倪妮扮演。影片

以这对新婚夫妇为视角，巧妙地

打开石库门建筑二楼朝北的窗，

片中人物看到的是一个对未来充

满美好向往的邻家小女孩。这个

美学意象的设置，既有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的特色，又折射了中国

共产党人的美好情感和人文关

怀，在影片尾声处还有一处呼应，

得到了专家和观众好评。

片中，王会悟设法借用博文

女校，妥善安排中共一大代表住

宿的情节，在推进过程中也加入

了一丝风趣幽默。专家认为，影

片塑造了中国当时的一批进步女

性形象，她们睿智、机敏，对党的

建立亦有贡献。

于初心使命中感受历史浩荡
《1921》不仅再现了百年前的

上海，还试图呈现当时欧洲和日

本的历史关联场景。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不是孤

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与当时的国

际大环境息息相关。”上海师范大

学教授、城市史研究专家苏智良

说，《1921》给予观众一个更加全

球化的视角去观察和思考党的创

建史，革命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

打鼓就能实现的，近年来的研究

表明，越是面对困难阻碍，党的生

长发育越顽强。

为全力保障《1921》拍摄，上

海电影集团下属车墩影视基地还

等比例“复刻”了中共一大会址、

二大会址、博文女校等历史建

筑。上影集团董事长王健儿 12

日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产

业高峰论坛上说，《1921》尽可能

根据已知史料还原历史现场，这

是对历史的尊重，也体现了当代

中国电影人的工匠精神和使命担

当。 据新华社电

见人·见事·见初心
——盘点电影《1921》三大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