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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结尾处，

有一段剧情是在博文女校内董老的宿
舍楼里，董必武与毛泽东会面，彻夜长

谈直至黎明。上海青年艺术家刘双与
朱颖据此共同创作了油画作品《黎明

即起》（见右图），日前入藏中共一大纪
念馆。

画面上，毛泽东在董必武所住房间

内（博文女校内），拿着一份文件谈论
着，董必武坐在一侧注视着毛泽东。阳

台外可以看到对面的石库门建筑，背景
是当时上海的城市轮廓，远处依稀可见

该时期的大世界与外滩的万国建筑群
等标志性建筑。画面中呈现的书籍典

著，包括《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杂志等

建党初期的代表性文献，背景中两棵法
国梧桐的交织象征了建国伟人们的友

谊与理想的蓬勃生长。

画家运用了 19世纪法国学院派现
实主义的绘画技法，背景结合同时期

印象派绘画语言。通过融合与创新，让
艺术与党史相结合，营造出岁月的钩

沉与跨越时空的场景氛围，重新构建
与组合特定空间和光色背景下的伟人

形象。

这幅作品在人物造型的设定上，

创作者使用了现代化的数字三维建
模，同时在建模上做了模拟的光色处

理，室内低色温的灯光，与室外高色

温的黎明的冷光相互呼应。在背景

最远处，东方即将升起的朝阳把光
芒映射到整个画面。画面中既有现实

主义写实的人物表达，也有象征主义
的构成语言，还有现代印象派绘画中

色彩的浪漫主义表现，表现了建党初期
两位共产党人对于国家未来的憧憬与

希望。

画家刘双表示：“作为青年人，我们
在创作过程中学习了红色文化，感悟革

命初心，希望能用自己的美术创作传承
红色经典，弘扬革命精神。”

本报记者 赵玥

《觉醒年代》这一幕成为油画

《黎明即起》入藏中共一大纪念馆

作为广电总局出题、组织推进的重大现实题材作
品，以及总局“理想照耀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展播活动剧目，上海出品的《功勋》无疑是一
部主旋律中的“主旋律”。尤其，年代传记类剧集创作是
公认的难题，不仅要拍出首批八位“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的事迹和精神，还要让观众看得懂、看得进、喜欢看，
《功勋》不好拍。

但《功勋》拍好了。国庆长假结束，当观众开始补剧
时，发现片单里赫然多了一部豆瓣9.0 的作品。过去几
天，《功勋》在热度节节攀升的同时，豆瓣评分不降
反升，涨到了9.1。创新、突破、催泪、高燃、真实
质感，一部主旋律年代传记剧集，就这样
走近，也走进了观众。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本版编辑 /谢 炯
视觉设计 /竹建英

2021 年 10月 12日 /星期二

16

网上评分颇高

上海出品 何以打动人心
润物细无声

    这部“主旋律”几乎没有口号式的呼

喊，有的是故事，是润物细无声的镜头调

度和人物对话。呈现李延年的“能文能
武”，用的是小安东、记录员战士等的成

长，以及战场上一次次的随机应变来体
现；展现无名英雄于敏的“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姓埋名人”，是通过一次次与妻子闪
烁其词的交谈，和一个个存在篮子里的鸡

蛋，剧中多次出现《后出师表》，一字一句

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显忠诚。
《能文能武李延年》单元结尾，画面

由彩色化为黑白，叙事空间在虚构和纪
实画面间来回切换：真实的抗美援朝战

斗场景、我国的一批批先进军事武器亮
相、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阅兵场景等浮

现。《无名英雄于敏》最后，沉寂的戈壁大
漠上空，升起了一颗极为神奇壮观的“太

阳”。镜头转场，街道上人流涌动，人人为
氢弹成功爆炸而欢呼，于敏接过报纸，这

个始终头发凌乱参差，胡茬横生，眼神凝
重的核物理学家在剧中第一次刮掉了胡

子，他坚定的眼神里写着骄傲，也写着幸
福。虚实之间，观众感受到了功勋模范的

精神力量。

还原年代感    “要全部采用现实主义的拍

法，按照真实的生活逻辑创作。服
化道、场景、包括人物的语言，都

必须真实反映出那个年代的特

点。”在开拍之前，总导演郑晓龙
向所有篇章的编剧和导演提出了

“最基础”要求。
于是，“李延年”剧组 30多天

拍摄，28天在“打仗”。历史上的
346.6高地一战发生在 1951年 10

月。为了真实再现当年战况，剧组

在中朝边境与当年相似的地理环

境中搭建了拍摄场景，剧中所有

的战壕、堡垒均为实景搭建，并调

用了四辆坦克投入拍摄。同时，团
队用九台 6K摄像机参与拍摄，力

求在堪比电影级的镜头质感里，

为观众营造“沉浸式”追剧的体
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带领观众

重返“历史的现场”，演员们在拍
摄时首先让自己返回 70 年前的

人物状态。包括主演王雷在内，所

有演员都把剧组的战壕当成自己

的“战场”。在每场道具灯光调整准
备时，大家都在战壕内等候，让身

体始终保持备战状态，随时都能冲
锋，穿越密集爆破、枪林弹雨。

为了还原当时西沟村的风
貌，经过多番寻找，“申纪兰”剧组

最终将山西省平顺县双射泉村作
为主要拍摄地。虽然由于村貌太

新，与剧中所需要的年代感相距甚

远，但导演林楠依然坚持选择此

地，因为“申纪兰一辈子没离开过
生她养她的这片土地”，剧组想以

此致敬这位功勋人物。为了还原那
个年代的村貌，置景人员为新房

子重新糊上黄泥墙；在水泥路上
铺上黄土；用高压水枪去除建筑

光洁的表面，露出斑驳的杂草；制
作烟熏火烤、水渍等小细节，并邀

请当地老石匠协助场景搭建。一遍

遍地改造，一遍遍地做旧，力求最
大程度的还原那个年代的质感。

英雄也平凡    “功勋”两个字，很大。《功勋》

娓娓道来，努力为我们讲清楚，这

八个人的勋章是怎么来的。但更
为可贵的是，扎实的采访和艺术

的创作，让《功勋》里的功勋人物
忠诚、执着、朴实，他们是英雄，更

是观众可感可知的普通人。
比如，李延年常与战士唠嗑

打趣，于敏则是个勤恳做事的普
通人。为了每个星期多使用两个

小时的计算机（当时中国只有一

台每秒运行万次的计算机，而

95%的时间都要用于保障其他科

研项目，氢弹研制团队只能利用
剩余 5%的时间），于敏在领导办

公室“死皮赖脸”不肯走；为了奖
励科研人员（三年困难时期，单位

伙食简单，家里吃穿用度紧张），
于敏“借”了妻子孩子的鸡蛋，说

“不日加倍奉还”；难得回家，给孩

子们讲睡前故事，这位核物理学
家连描述大象都是一个个数字，

一组组尺寸，把两个孩子讲得昏

昏欲睡，却把观众讲得会心一笑。
比如，即将登场的“屠呦呦”

做事特别专注。“到了什么程度
呢？比方你俩是同事，在路上见到

之后跟她打招呼，她都不会理你
的。不是因为高冷，而是她没看

见。就算你住在她对门好多年，想

让她认识你也很难。”郑晓龙说，
他观察到的屠呦呦，有一个自成

一方的小世界，“或许正是由于这

种专注，才让她发现了青蒿素，成
为首获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

人。”作为总导演，他还特别介绍
说，全剧最后亮相的《袁隆平的

梦》也很有新鲜感，将更多展现这
位“杂交水稻之父”不为人知的一

面。“比如，他和她母亲的关系。再

比如，他是如何成长的？又是如何
被国家发掘的？相信这些情节能

带给观众一些新奇的感受。”
首席记者 孙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