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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圆百年梦，启航新征程”，

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电
影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

作了一批聚焦重大主题的电影作
品。未来，我们要如何继续讲好

中国故事？在昨天上午举行的第
24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论坛

上，来自国内电影企业的领军人

物齐聚一堂，为中国电影产业高
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表达，真情实意
中国电影集团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傅若清透露，今年中影

集团策划了近十部重大主题作
品，包括《悬崖之上》《我和我的父

辈》《在武汉》等。他表示，通过近
两年的摸索和总结，中影找到了

一条主旋律影片的成功表达路

径：“从小人物的角度切入，用艺
术化的手法还原历史事件，往往

会收到更好的效果。”他认为所
有受到观众欢迎的优秀作品，无

不在真情实意的表达与观众的情
感碰撞上下足功夫。

由光线传媒出品的电影《革
命者》《狙击手》剧组，前晚齐齐亮

相金爵盛典红毯，吸引了众多目

光。论坛上，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
田介绍说，电影《革命者》使用多

个视角并联的结构，截取李大钊
就义前几天内发生的故事，还原

当时社会的真实图景和一批革命
先驱形象，“影片试映的时候，很

多观众都哭了。”

抓住，青年观众
谈及主旋律影片如何拨动观

众的心弦，上海电影（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健儿也
有话说。电影《望道》以《共产党宣

言》中文版的首位翻译者陈望道
的事迹创作而成，“在《望道》创作

过程中，我们从各地高校中征集

了 100?大学生来参与影片从文
本到表演的创作。主旋律作品只

有贴近当代年轻人的思想和价值
观，才能引起共鸣。”

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影业
首席执行官程武分享了电影

《1921》的创作故事，他表示主创
团队经过反复讨论，最终选择还

原“一大代表”的青春风采和理想
追求。“这样，不仅能够全景再现

史实，更重要的是从年轻人的角
度，从每个人的角度把这份当时

的理想、青春、梦想展现出来。”

打破，传统套路
程武进一步阐释说，主旋律

创作要谨守两个原则：一个是对

历史的尊重，“大事不虚，真实严
谨是首要原则”，《1921》在拍摄过

程中，为了百分百复刻一大会址
等建筑，搭建团队利用了火烧、水

冲等各种做旧技艺去还原建筑的
历史感；另一个则是艺术手法的

创新，“将传统革命故事、革命群
体用新意表达出来，才能够让当

下年轻人有共鸣、有共识。”

对此，在场嘉宾纷纷举手赞
同。傅若清说，一部成功的主旋律

作品必须兼顾艺术属性、技术属
性和商业属性三个核心点。博纳

影业董事长兼总裁于冬则以《长
津湖》的创作为例，强调艺术精湛

和制作精良是影片成功的保证。
他透露，为了逼真呈现在冰雪天

气里士兵嘴里的哈气，以及身上
抖落的尘屑等画面，整部影片有

100多家特效公司参与。“我们不
是几个人在努力，甚至不是几十

个人、几百个人，而是成千上万中
国电影人，迎难而上，坚韧而努

力。” 首席记者 孙佳音

    本报讯（首席记者 孙佳音）昨

天下午，“SIFF YOUNG X上海青年
影人扶持计划”（以下简称“Y 计

划”）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发布，韩帅、
梁鸣、饶晓志、王晶、曾国祥成为首

批入选的青年导演。

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年特别推出

“Y计划”，力求在今后五年间，为这

些青年影人提供包括前期剧本立
项、中期电影拍摄、后期制作等支

持，其相关作品也将被推荐参与国
际影视节展。

从艺术和市场表现来看，五位
青年导演各有所长———韩帅“在作

者意识和电影语言的综合能力上表

现突出”；梁鸣的创作“兼具文艺片
和商业片的质感”；饶晓志体现了

“‘80后’导演对华语商业电影的崭

新理解”；王晶“功力扎实”；而曾国
祥的作品则找到了“多种社会议题

与导演技术化表达的良好平衡感”。

致敬
如织的人群中，几位青年演员

很好辨认，他们意气风发的模样颇

有着历史人物当年的神韵。走到 13

?“一大”代表的青铜塑像前，几位

演员也很快辨认出自己扮演的角
色，他们久久地伫立、凝视。跨越百

年时间，演员与自己饰演的人物，站
在同一片热土上，历史与当下，光影

和真实，在这一刻重合了。

“越是了解，越是敬佩，越是走

近，越是敬仰。”在《1921》中再度饰
演青年毛泽东的王仁君说。他站在

毛主席塑像面前，深深鞠躬，停留许
久。王仁君是有着 15年党龄的“老

党员”，继影片去年 7 月 1 日在“一
大”会址开机后，重回党的诞生地，

他难掩激动：“当年，一批年轻人从

五湖四海来到上海，做了一件开天
辟地的大事。把当年那批年轻人的

拼搏精神、首创精神、奉献精神传递
给当下的观众，让他们知道我们是

从哪里来，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是
我们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能

参与到这样的主旋律影片创作中，
作为党员，我感到自豪。”胸前的党

徽，在这一刻，特别鲜亮。

震撼
“真的和袁文康很像”，走到李

汉俊的照片前，《1921》联合导演郑

大圣忍不住感叹。李汉俊是演员袁
文康在影片中饰演的角色，为了更

好进入人物内心，《1921》的演员在
进组前阅读了大量人物传记和历史

资料。有一次拍摄时，郑大圣问袁文
康，“你是哪天生日？”“7月 23日。”

1921年的 7月 23日，正是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的日子。

今年 1月袁文康郑重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昨天走入中共一大纪念

馆的那一刻，预备党员袁文康有一
种特殊的感受，“小时候每次去外婆

家，我都要经过兴业路。今天看到这
么多人来参观、学习党史，让我非常

震撼。现代的技术手段让我们能够
立体地回顾这段历史。”

吻合
展厅中，一座以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上海主城区为基底的“光荣之
城”（多媒体数字沙盘），让几位青年

演员停住了脚步。一大纪念馆、博文
女校、巡捕房、树德里、外白渡桥……

这些影片中的重要场景和它们之间
的距离、关系都清晰呈现在沙盘上。

“听讲解员说，从巡捕房到达开会地

点的路程大约 6分钟，这和我们电
影里的展现是吻合的。”王仁君说。

“参观过程我看到的 3D影像，
和片中情节十分吻合。”饰演王尽美

的“00后”演员刘家祎说这让他对影
片又添了几分信心，“希望这部电影

能传递给像我一样大的青年人，真

正的青春力量。”

传承
“要想传承，先要传播。”参观结

束后，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书记、馆

长薛峰在一大纪念馆原址树德里这
个充满纪念意义的地方，为影片

《1921》主创解读文艺作品传承建党
初心的使命担当。他说，历史应该被

铭记，先辈的精神值得被传承，“不
论电影还是展览馆，目的都是为了

让历史广而告之，让革命的精神代
代传承。”如何讲好主旋律故事，是

《1921》剧组与一大纪念馆共同面对
的考验。

虽然时间已过百年，但全息影
像、3D模型、真实史料，沉浸式的全

新纪念馆将《1921》里的“一大代表”

和所有参观者都拉回了那个激动人
心的历史时刻，置身其中就仿佛回

到那个波澜壮阔的 1921年。“我们
一直希望能够有一部作品像《红岩》

讲述江姐的故事一样，讲述‘一大’
真实的历史，讲述当年中国共产党

建党的故事，能把中国共产党人追

求理想的故事转化为可视的作品，
展现给当代人，并且与这个时代共

同流淌下去。”薛峰说，《1921》就是
这么一部作品，不论是哪一代的一

大守护者，都期望有更多这样的作
品。 首席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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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导演入选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

《1921》“一大代表”，“回到”党的诞生地

了解
敬佩

兴业路 76 号，中共一大纪念
馆，昨天来了一群特别的年轻人。他
们白衬衣搭配牛仔裤，哪怕戴着口
罩，依旧难挡昂扬的少年气；他们是

青年演员袁文康、王仁君、窦骁、刘家祎、张超、胡先煦。
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征程起点的电影《1921》，作为开幕影

片，刚刚亮相第 24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赢得观众掌声，收获专家好
评。在影片中，六位青年演员所饰演的，正是那些百年前聚集在上海，
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年轻人。

越 走近
敬仰越

■ 《1921》主创昨天

在一大纪念馆重温
“开天辟地”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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