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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之作见匠心
《1921》是拍给“2021”

的年轻人看的，导演黄建新
接受本报专访———

●《1921》剧组说：“一百年前，13 个年轻人，就是在
这座城市，掀开了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一百年后，他们
要以青春记录青春，以青春致敬青春。

●《革命者》剧组说：“‘信仰’二字，最动人。所幸，李
大钊先生当年的信仰，今天已经变成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
信仰。”

●《狙击手》剧组说：“能够饰演、呈现真正的战斗
英雄，我们感到骄傲。”慷慨激昂。

阔别两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又铺上了红
毯。这里星光熠熠，这里赤诚一片。在迎接建
党百年的日子里，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地上海，第 24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

晚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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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年前，我演过一部电影，叫

《党的女儿》。直到今年，在我从事文
艺工作 80年的时候，竟然还有很多

观众惦记着我这个‘党的女儿’，我感
到特别欣慰。”金爵盛典现场，表演艺

术家田华一袭红衣，走上舞台：“我
93岁了，已经成了一个年轻人嘴里

的‘90后’。”但为人民服务，是田华

一生不变的信仰，“我是喝党的乳汁
长大的，我要永远做党的女儿！”
张译说，作为一名演员，他热爱

电影，“我选择把电影之路一直走下去”，掷地

有声。更年轻的周冬雨款款走来，她说，“如果
说电影是生命常青的大树，那我们青年演员，

就是它枝干上的一棵棵新芽。我们会扎实生

长，努力为这棵大树增添更多枝叶，为中国电

影聚集新生力量。”
“站在田华老师这样的老一辈艺术家面

前，我自己觉得还算是一个年轻的学生，但是
站在时代面前，我又成了一个老学生。”年过

七旬的张艺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他
说：“拍电影，这些年我还一直在学习。作为一

个老学生，能在时代的大课堂里把电影这份

作业一直做下去，运气好一点的话，让作业成
为观众心中的作品，是一件幸福的事。”

作为电影人，他们横跨老中青三代，他
们有着不同的经历，但他们的心愿是相同

的———“致敬伟大的时代！”为时代创作，
不仅映射出中国电影的历史，也将照亮未

来。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本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仍收到来自 113个国
家和地区的报名影片 4443部，为历届最

高。昨晚，来自海内外的电影节各个评选
单元评委们也来到金爵盛典的舞台。

“早在 1993年第一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时，我就与吴贻弓导演一起参加

了，我清楚记得，当时上海影城门口放
着一架白色钢琴，大家都在上面签名留

念，情景历历在目。2005年，我带着影片

《求求你，表扬我》参与评选，获得了第

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特
别奖。2009年我开始作为评委，参加了

好几届金爵盛会。”在揭晓本届电影节
金爵奖主竞赛单元 13 部入围影片之

前，评委会主席黄建新上台致辞：“我期
待各位（评委）能畅所欲言，充分交流思

想，哪怕我们有分歧、有争执，但我们一

定会给予每一部参赛作品最大的尊重
和最客观的评价。”

    “大家好，我是电影《1921》的监

制、导演黄建新。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我们全组人竭尽诚意与努力，

试图在银幕上重现 1921年那段波
澜壮阔、开天辟地的历史，去探寻支

撑先辈们不畏牺牲、救亡图存的‘心

灵原动力’。”再次走上舞台，黄建新
“变”了身份。这一次他作为开幕影

片《1921》的监制、导演，携主创代
表，分享拍摄这部电影的心路历程。
“在片场黄导一直跟我们强调，

我们这部片子就是要把 1921年这群昂扬、热

血的年轻人，拍给 2021年的年轻人看。”联合

导演郑大圣说。编剧余曦则说，“希望如今生
活在光明时代的我们，依然铭记曾经黑暗中

的那微光与炬火。”

演员袁文康说，与百年前的李汉俊先生
相处了一百天，脱下戏服依然不舍。“在电影

中再次扮演毛主席风华正茂的青春过往，越

了解他越敬佩他，越走近他越敬仰他。”年轻
的王仁君说。刚满 20岁的胡先煦则说：“百年

前的进步青年们和我们年龄相仿，他们聚在
一起促成了开天辟地的大事，他们应该成为

我们年轻人真正的‘偶像’。”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随着

《1921》的全球首映，第 24 届上

海国际电影节正式拉开

帷幕。 首席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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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建新，无论作为导演、监制、编剧，还是

制片人，过去十多年，他似乎与主旋律创作紧
密连接在一起。2010年和 2011年，他先后执

导历史片《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树立起
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标杆。他担任总制片人的

《我和我的祖国》2019年取得票房和口碑的双
丰收；他出任总监制、编剧的抗美援朝电影

《长津湖》即将上映。

中文系出身的黄建新，在主旋律路上走
得稳重又绵远，以至于年轻观众对他在上世

纪 80年代导演的《黑炮事件》所代表的先锋
性知之甚少。

这一次，由他担任监制兼导演的《1921》
更是中国电影人为庆祝建党百年精心打造的

匠心之作。但他接受晚报专访时却说，“想做，
也做成了一些新的尝试。”

人物·青年
问：《1921》与之前的《建国大业》《建党伟

业》，最大的区别在哪？

答：这是一个“人”的故事。相比之前更侧
重于历史事件的呈现，这一次我们着力呈现

这些一百年前的年轻人。希望观众能真正走
进当时这些年轻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了解

他们的理想和信仰，感受他们的爱国热诚和

牺牲精神。
问：看过影片，我们真切感受到《1921》紧

扣“青春”两字做文章。 演员选择上，不少“一
大代表”仍在艺术院校就读，会否担心他们表

演上不够成熟？

答：“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不过 28岁，

选择与他们年龄相仿的演员来出演历史人
物，是因为那种“心中有理想，眼中有光芒”的

状态，那种青年眼神里清澈的光芒，那种不加
雕琢的对世界、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激情的感

觉，是同龄人才能由衷散发出来的。

时空·视角
问：这次最大的创新，对您来说是什么？

答：我这次想做的是不守物理时间线。我

把 6个时空剪在一起，建立一个大时空概念，
我以前一直爱说一句话，“在电影世界里，现

在是过去，现在是未来，现在也是想象时，无
论几个时空，其实都是现在时。”我就依据这

个概念去组合电影段落，有时候我们还做一

些蒙太奇手法，营造愉悦感觉。

问：注意到影片不仅时空转换很快，视角

也不断在变化，是怎么考虑的？

答：的确，《1921》它不是以线性为主体的
讲述，是多维度的主观化的讲述。我们的视点
是来回互换，在谁身上，谁就是第一人称，让

观众更容易跟这个人物建立情感上的连接和
共鸣。

但我要演员“收”着点演。我想做的就是
特别富有情感的引导，使人们对这些历史人

物特别有兴趣、特别想了解他们。

信仰·牺牲
问：最想要观众了解的，又是什么呢？

答：我希望《1921》不仅仅给你讲了一个
历史故事。它是一个关于理想主义、坚定信仰
和生命价值的故事，它是非常厚重的。有青年

演员说：“往后的日子，当和别人谈及‘理想’和
‘信念’时，我想我能真正理解这两个词的分量

和意义。”我想他没有白来，我们没有白拍。

问：在 1921年“一大”戏份结束后，您转
过镜头， 相当仔细表现了这些代表后来的牺

牲，包括杨开慧的，一直拍到了 1947年，然后
再继续“中共二大”，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答：因为这些牺牲，是我很想要呈现给观
众的。这批人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会永远留

在我们心里。他们所怀抱的理想，所做的事情，
都不是为了自己。查资料、做剧本的时候，我们

一次次被打动、被感染、被触动。我也希望观众

看完《1921》能有所触动，哪怕一个很小的触
动，都是有意义的。 首席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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