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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式再现党的诞生

从 5 年前立项、剧本深耕 4 年、精心摄制

2 年的史诗巨作《1921》，终于在七一这个重

要历史节点公映，为党的百年华诞唱响礼赞之

歌，让广大观众真切感悟建党的初心。这是一

部“留得住的作品”，在取材、叙事、演绎等

方面都有别样的突破和创新，称得上主旋律电

影的新范本。

与跨越辛亥革命到 1921 年编年史叙事的

《建党伟业》不同，《1921》聚焦于 1921 年前

后的史实，以上海为故事中心，描述一批热血

青年突破阻挠和追踪，聚集上海望志路 106 号

和嘉兴南湖，多次举行讨论建党事宜的会议。

全片采以横剖面的剧情结构，分三条线作复式

叙事，引入了欧洲反共势力监视来华指导的共

产国际代表、日本特务机关追踪日共党员以破

坏“一大”和国内来自五湖四海的代表出席会议，

还穿插了上海工人和学生运动以及列宁宣传鼓

动等恢宏场面。如此独特而全面的视角，既拓

宽了叙事广度，又增强了戏剧张力，是真正电

影化地、高度浓缩地展现建党历程。

本片导演之一的黄建新认为“拍革命历史

题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大事不虚，小事

不拘”，亦即大事必须真实，而小事“可以用

合理合力的戏剧化手段加以虚构”。《1921》

正是在大量史实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的。在史

诗式铺陈中融入其他多种类型元素，比如用惊

悚化手法呈现与会代表如何化险为夷；又如用

动作化手法呈现巡捕闯入外国语文社时，刘少

奇等人快速跑上陡峭台阶、登上楼顶翻过一个

个围栏、再沿水管滑下就拍得动感十足。

纪实又虚构，写实与写意结合，乃是《1921》

一大特色，为今后主旋律电影创作提供借鉴。

该片在还原历史真实感方面真是下足功夫，比

如按 1：1 复制一大、二大会址建筑群，并请

300 多位工匠精雕细琢其立面；拍上海街头戏

时安装上万只电灯泡；去多国档案馆挖掘详实

史料；请党史专家全程指导等等。同时，探索

大历史观之下的微观和中观维度，具体地增添

丰沛的烟火气生活细节，如一大代表们吃上海

汤圆等。如此接地气的呈现，让整个故事更加

精彩，同老百姓贴得很近，让他们喜欢看。

黄建新说自己“越来越关注心灵，关注七

情六欲下的人物个性同他们理想之间的关系”。

片中我们看到青年毛泽东在洗衣房工读互助，

在街上跑步，还有他到湖南老乡李达家里看到

没有一碗辣菜（实因李达胃不好而不吃辣）很

失望，“通过这一生活细节可以看到他为了理

想舍弃自己已有的喜好”。这么多的细节刻画，

会使人物更加丰满，又真实可信。

唯有真实，才有强烈的代入感。由于一大

代表们年龄介于 19-28 岁，《1921》颇有胆识

地起用了一大批青春实力派和偶像派影星。这

批青年演员进入剧组后被要求大量研阅相关人

物传记和史料，同导演一起讨论，哪怕一句台

词、一个动作、一天客串都力求最大限度的真

实。

主旋律电影是中国电影特有的一种门类，

它传递正能量，充满革命激情。其经过近十几

年发展，题材和类型更加多样化，与市场接轨，

回归大众文化，现已升华为新主流大片。如今

国际上希望“中国把重点放在大制作上，以期

更好地抗衡好莱坞大片”。我们认为，重大题

材、明星阵容、精良制作、强力营销的新主流

大片，必将成为中国电影的国际品牌，并有可

能成为全球市场上与美式超英电影匹敌的主流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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