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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演艺微信公众号

    曾在《长征大

会师》《遵义会议》
《难忘的岁月》和《人民的选择》中四度饰演毛泽

东的上影剧团团长佟瑞欣分享了他出演伟大人
物的感受，“在拍《长征大会师》时，我们是在海

拔 4000多米的马尔康雪山上拍摄。”佟瑞欣说，
“当暴雪砸在脸上，鞋子上结着冰溜子，你才能

真正感受到红军长征时信仰的力量。”拍摄《大
山深处的保尔》时，佟瑞欣前往故事的原型———

双腿残疾的山村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张学成的

窑洞，想看看他究竟是为什么能坚持下来。为了
拍摄的真实感，剧组想借用张学成的衣服，提出

给他钱买下来，张学成说什么也不收，一句“我
是一名党员”在山谷里久久回荡。

如何演好这些革命先辈和历史人物，参演
过多部红色主题剧的李宗翰也深有体会。他说：

“要先相信、后看见，然后怀着敬重之心来演绎，
来创造。”

大山深处有平凡英雄，在上海的大城大楼之

间也有红色的基因。新

民晚报原高级记者、评
论家俞亮鑫说，“上海

作为党的诞生地，从党
的筹备开始，到地下斗

争、工人运动、武装起
义、接管上海……一直

到今天，上海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创新发展的
先行者，一天都没缺席。上海是一座红色文化资源

的创作富矿，有?多值得我们去发掘。”
不久，一部用青春的视角展现上海党建的

影片《大城大楼》即将上映，“全甲格斗”的年轻
人将站在 600多米的上海中心楼顶。导演谢鸣

晓表示：“当年的革命者，他们打造新中国，打造

美好生活，最根本的是目标是什么？不正是为了
让大家有这么一个美好生活，让每个人都有人

生出彩的机会！”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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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大咖齐聚“上海影视四季沙龙”分享红色题材创作体会

“年轻观众很喜欢《觉醒年代》，总有人问我
有没有续集。一位年轻的网友回答让我很感
动———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就是《觉醒年代》最
好的续集！”昨天，电视剧《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
在参加“2021 上海影视四季沙龙·春”时这样说。
《山河岁月》总撰稿和总导演夏蒙，《外交风云》编
剧马继红，《跨过鸭绿江》编剧余飞以及导演谢鸣
晓，演员佟瑞欣、李宗翰等也在沙龙上畅谈，做好
革命英雄的题材是年轻观众和海外观众的期待，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记录历史
    “他自苦难而来，如光

芒般耀眼”“书上的人物一
下就立体饱满起来了”“主旋律还能这么拍,

?绝了”……今年，一部《觉醒年代》吸引了大
量 90后、95后的观众一边追剧一边发弹幕

“催更”续集。
严格地说，龙平平不是专业的编剧，“作

为党史工作者，我第一个作品是电影《邓小

平》，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写的更能得到认可，

这非常重要。参与这些作品和我从事党史工
作有关系。”龙平平说，“但《觉醒年代》是我

自己想做的。”
创作《觉醒年代》的 6年间，龙平平没跟

任何人签过协议。那时候，他还没有退休，作
为单位领导他白天要工作，只有晚上回家，才

能奋笔写上几个小时，写到动情处，他会号啕

大哭。“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作的最佳状态，如

果把它当作是一个任务，恐怕

也写不好。”

今年，这部剧播出成了爆
款，演员李宗翰说自己也在深夜

追这部剧：“如今，大家被抖音、快
手占用了很多时间，我们的主旋律

电视剧还有这么多人喜欢看，很难
得。”龙平平也会看网上的弹幕和评论，

他自己也没想到会有如此热烈的反响。

“我完全被年轻人感染，看弹幕，很多大
学生给我写信，让我热泪盈眶，谁敢说今

天中国的青年是垮掉的一代，你去看看弹幕，
看看 B站的解说，比我境界还高。不是人家

不喜欢红色题材，要怪我们自己没写好。”龙
平平说。

    中央电视台国家一级编导夏蒙用纪录片

见证了伟大祖国和新时代。他说：“走过千山万
水，最让人感动的不是风景，而是岁月与人文

交织的历史。纪录片没有国界，纪录片人不能
没有祖国，没有故乡。”

只有让英雄的精神传承，才能让民族英雄
辈出。8年前的春天，马继红应朋友之邀，前往

湖南湘潭乌石镇，那是彭德怀的故乡。迎着小
雨，马继红走到卧虎山顶，站在彭德怀的雕塑

前。“我耳边响起毛主席的诗，‘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马继红说，“然而，我问了很多

当地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清楚彭德怀的故事。”

于是，她决定要让英雄的故事流传开来。拍摄期

间，马继红前往烟台的一个部队，当时官兵问马继红，“您

之前还写过些什么？”马继红说《红十字方队》也是她的作
品，战士们激动起来，“原来他们团领导一共八个人，其中

七个是看了《红十字方队》以后才走入军队院校”。那天，马
继红和战士们围坐在一起高唱《红十字方队》的主题曲《相

逢是首歌》：“心儿是永远的琴弦，坚定也执着……”
英雄的故事值得被传颂得更广。可喜的是，越来越

多的优秀影视工作者正在参与其中，编剧余飞去年交上

了《跨过鸭绿江》《巡回检查组》两份优异的答卷，他说：
“我们要在创作中融入更多的编剧技巧，让世界观众看到

中国的英雄故事就放不下。”

弹幕“催更”

为什么要让年轻人记住英雄的故

事？就像马继红那次在湖南街头的调查，

“你知道彭德怀吗？ ”“他是演员吗？ ”“他

是不是失踪老人？”……这些回答让她觉

得， 革命英雄的故事不能就这么在年轻
人中失传。

昨天，在“2021上海影视四季沙龙·
春”上，参与讨论的影视人年龄跨度很大，

从 50?的龙平平，到中生代的余飞，再到
青年演员李宗翰， 乃至慕名而来的 90?

影视工作者， 大家都沉浸在 “党在我心
中———影视创作大家谈”的主题中，一边

热议今年的爆款———龙平平的 《觉醒年
代》，一边也在思考，究竟如何写好红色题

材，才能让英雄的故事永葆青春，在一代
代人中间流传。龙平平说：“思想性要通过

艺术性来展现， 要靠引人入胜的故事情
节、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性格鲜明的人

物形象体现，而不是板着脸说教。所以，很

多年轻大学生觉得在《觉
醒年代》里，书本上的那

些历史人物活了。 ”

好的影视作品让年

轻人记住历史。 《觉醒年
代》 中陈独秀发传单的

片段， 甚至被夏蒙收录
进央视的百集文献纪录

片《山河岁月》中。 影像

会随着时间流逝失去颜

色， 历史的片段却会在

一代代年轻人的传颂

中，鲜活、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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