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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英模人物的电影是中国电影

的一个重要类型，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很

高难度的创作类型。而反映健在的、当

下的英模人物，更是难上加难。以 94

岁高龄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周永开为

原型的电影《周永开》，在英模人物电影

创作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它既是致敬

周永开的一曲赞歌，也是英模人物电影

创作的一次生动实践。

“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

廉洁奉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

勋章”颁授仪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对“七

一勋章”获得者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

的深刻提炼和精准概括。电影《周永

开》深度挖掘了周永开作为“七一勋章”

获得者“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

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

神。这也是本片的核心要义所在。

电影首先是要讲好故事的，像《周

永开》这样的聚焦真人的英模电影，更

是离不开好故事。讲不好人物的故事，

人物的精神表达等都是空中楼阁。讲

好周永开作为健在的英模人物的故事，

还有一个重大挑战，那就是如何构建起

既来源于生活真实、但又不让观众在艺

术上觉得虚假的故事文本和叙事逻辑。

《周永开》没有采取线性叙事，也不是选

取人生中的某一阶段，而是从周永开漫

长的革命生涯中精心选取了几个故事、

以点带面地展开叙事。学生时代如何

在老师的引领下入党，新中国成立后带

领群众修建水库、作为纪委书记查办张

钱宝案，离休后在花萼山种树修路通电

推动当地发展，这是全片重点讲述的几

个故事。这几个方面并没有明显的关

联，似乎有些“散”，但看完之后并不觉得

“散”，究其原因，是因为其中贯穿着一条

精神主线，那就是周永开“坚定信念、践

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

质和崇高精神，由此实现了“形散而神不

散”的艺术效果。对于周永开这个典型

人物来说，片中精心选择的故事都具有

典型性，都从一个侧面来表现了周永开

的精神境界，都从一个维度来丰满了周

永开的人物形象。而每一个故事的切

换也随着非常自然的“意识流”在“上下

文”之间铺展开来，令人印象深刻。这

就使得全片对周永开精神境界的开掘

有了坚实的叙事文本基础。

全片由周永开书写日记的独白开

始，在“小”与“大”对比中，将他对党的

崇高情感呈现为一种带有温度的生命

体验。周永开在独白中对自己的定位

就是一个“小”字，来自“小地方”，是个

“小人物”，做的“小事情”。而做的最大

的事，就是有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没

有共产党，我什么也干不成”。在静水

流深般的娓娓道来中，一个在加入中国

共产党这件“最大的事”的磨砺、滋养之

下实现了人生价值的“小”的个体形象，

为全片铺陈出充满亲和力、感染力的叙

事基调。

随着故事的展开，“党把我当成宝

贝，我把党当成灵魂和生命”这句周永

开笔记里的诗性表达，其信念内蕴、生

命意涵、人生价值一一呈现。在新婚之

际被保长搜刮欺压、孩子发烧因为药被

兵痞征用失去治疗机会而死去的周永

开，开始向往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在身为共产党员的老师的启蒙之下，他

逐渐明白了“如果森林着了火，没有一

棵树能够自保”的道理，由读书为了不

被抓壮丁、为周家争口气到为所有穷苦

人争口气、为别人就是为自己再到加入

中国共产党，其心路和思想的演进，非

常真实可信地表现了“老革命”周永开

“把党当成灵魂和生命”的其来有自。

正因为“把党当成灵魂和生命”，周永开

才可能在缺少技术和粮食、甚至有人饿

死的艰苦条件下，带领大家在洪水到来

之前修好水库，为结束“我们的苦日子、

子子孙孙的苦日子”打下了基础，为此

他不惜回家“偷”自家粮食来充公；才可

能顶住巨大压力，将为非作歹、欺男霸

女、贪赃枉法的黑心老板张钱宝绳之以

法，彰显了“只要国旗是红的，就没人敢

说这世道变了”的浩然正气，赢得了“铁

脑袋”的美称；才可能“烈士暮年，壮心

不已”，离休不离职，来到花萼山大山深

处，从被人误会、无人理会到形成共识、

受到拥护，带领当地群众将花萼山建设

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让老乡们的生

活富起来美起来。

周永开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最

根本的就是他所说的“把党当成灵魂和

生命”。这样一种令人仰望的崇高信

仰，似乎有着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和

距离，但影片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就是充分褒扬周永开的崇高信仰的

同时，将他放到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情

境中，通过具体的、生动的、富于艺术性

的细节来呈现，增强了崇高之美的生活

态、亲和力、能见度。比如周永开回家

“偷”自家粮食支援修水库一场戏中，孩

子们兴高采烈地请他吃糖，他看到那么

多糖，立刻生了气，认为这是妻子从单

位偷回来的，对妻子和孩子们进行了十

分严厉的批评。而这些所谓的糖，都是

妻子为了哄孩子，捡了旧糖纸，包上石

头做了假糖，一天存一颗，骗孩子说等

爸爸回来就可以吃了，因为爸爸会带糖

回来。而妻子则早就为周永开准备好

了自家的粮食给他带走。这场戏具有

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就在于将周永开

的大公无私放到家庭和亲情的矛盾之

中，让观众既看到周永开的高风亮节，

又能够经历强烈的情感体验。又如张

钱宝气焰嚣张地带人雨夜围攻纪委，有

人建议报警抓人，周永开反对，因为来

的都是迫于张钱宝压力的工人。这就

既体现了周永开的嫉恶如仇、一身正

气，又体现了他对工人、普通人的真

情。还如周永开为了帮助老乡们破解

山下无法种活具有极高经济价值的萼

贝的难题，带着人上山去背适合萼贝生

长的土，下山途中，他体力不支，有人劝

他把土倒掉一点，但他却舍不得，最后

摔倒身负重伤。在这样的细节表达中，

周永开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

宗旨的崇高精神，得到生动而深刻的诠

释。再如家人们趁过年来看望周永开，

周永开却在山里，于是一家人在厨房拉

家常，建议让周永开去申请带电梯的经

济适用房，这样更方便，以后孙子也需

要。但周永开妻子说，周永开表示房子

应该分给年轻人，好让他们安心工作。

这个周永开不在场的场面，观众却强烈

感受到了周永开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精

神和清白家风的在场。这一系列具体

的、生动的、富于情感的叙事，使得周永

开崇高的精神之美打动人心。而周永

开给从未见过大海的妻子送上一瓶海

水以表相思、与妻子一起补拍地下革命

年代因为保密需要没有拍的婚纱照等

情节，又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浪漫与柔

情，使得周永开的形象更加饱满。

影片最终意味深长地定格在周永

开面向花萼山的背影。可以想象，他的

眼中一定充满深情与欣慰。“一生忠于

党，赤诚为人民”的周永开，其崇高精神

和人格风范必将随清风传扬、共青山不

老，理想信念之花必将永远盛开。

（作者为中国艺术报总编辑）

人物形象塑造是人物传记电

影的创作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人物传记电影逐步摆脱人物

符号化、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塑造

倾向，将人物故事中的重点从“做

什么”转变为“怎么做”、“为什么

做”，更加追求深入人物内心，追

寻人物内在的矛盾、犹疑和纠葛，

发掘激发人物外部行为的内在源

动力与心理动机。

2023 年 3 月 24 日上映的电影

《望道》以《共产党宣言》中文翻

译第一人陈望道为核心，用艺术

性手法娓娓道来其笃定恒心为民

族国家寻道、望道、守道的一生。

陈望道接下的《共产党宣言》翻译

任务只有 20 天的时限，在经过一

个又一个通宵达旦、苦思冥想的

日夜后，他终于完成了翻译精确

的中文首版，却遭遇印刷厂工人

因工资拖欠而罢工。在面临工人

阶级的利益，和急需《共产党宣

言》进行大量印发指导下一步行

动的两难情况下，陈望道毅然决

然选择了前者。如此，一个身体

力行地践行着《共产党宣言》的指

导思想的革命人物形象跃然银屏

之上。

与此同时，影片除了注重对

陈望道正面形象的塑造，也展现

了他脆弱、消沉的一面。在完成

《共产党宣言》翻译七年后的四一

二大屠杀中，他在暴雨中对着昔

日的老友，现在的敌人戴季陶的

住所无助地怒吼与质问，在住所

门口的灯柱下等到深夜，痛苦地

坐在地上恸哭。这些对陈望道人

生低谷时期脆弱、无助状态的描

写将人物塑造得更为立体，与观

众产生更深的情感连接，同时通

过对他在低谷时期与人性弱点本

能做出的对抗的刻画，补充完善

了人物的内心成长与行为动机

——他对共产党的信念，对改变

中国社会的坚定理想。

人物传记电影只有通过立体

的、真实的人物塑造，才能真正到

达观众内心，让更多观众愿意去

看、看进眼里、记在心里，实现人

物传记电影所要传达的精神主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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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记电影是中国主流电影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直承担着回望历史人

物和事件、映射时代主题和特征、树立英模人物道德典范、对民众进行精神引领等重要

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主流人物传记电影立传对象在继承以往革命英雄、领袖人物

等传统类型的基础上，逐渐扩展到社会各行各业的典型人物，比如讲述基层干部王继

才守护开山岛32年故事的《守岛人》；讲述“中国民航英雄机组”成员与119名乘客遭遇

极端险情迫降事件的《中国机长》；讲述女作家萧红凄美的爱情故事和充满传奇色彩的

人生经历的《萧红》；讲述中国女排从1981年首夺世界冠军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巴

大战时隔多年再夺冠军，几代女排人历经浮沉却始终不屈不挠、不断拼搏的传奇经历

的《夺冠》等等。

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商业性在电影创作实践中的影响越来越

大，人物传记电影的创作在这样的语境下，不仅要符合历史真实的原则，更要迎合大众

的审美趣味。如何实现艺术与商业的平衡，在展现创作者的艺术美学追求的同时，兼

顾电影的商业性以实现票房上的成功，这是近年来的人物传记电影正在进行探索、实

践的创作目标。

人物传记电影通过类型化的

叙事技巧使得故事的节奏更紧

凑，观赏性更强。重场戏作为类

型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

动情节转折和人物心理转变的关

键内容。重场戏的艺术表现质

量，往往能够成为影响人物传记

电影精彩与否的重要指标。

在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

击》中，主教练戴敏佳率领中国乒

乓队参加的三次比赛构成了影片

的三场重场戏，分别呈现了戴敏

佳不同时期的人物心理状态及其

转变历程，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

动力。

第一场韩国釜山邀请赛是创

作者虚构的一场比赛，重在展示

经过戴敏佳重组和训练后的中国

乒乓队的实力。运用正常的运动

拍摄模式，以全景和中景为主，削

弱对人物的心理刻画，主要通过

对球员运球的刻画来侧面体现戴

敏佳的执教能力。

第二场哥德堡第 42 届世乒

赛的失败意味着戴敏佳失信于

“两年夺回斯韦斯林杯”的承诺，

是他心理上发生转变的重要节

点。影片通过大量使用近景与特

写镜头，拉近观众与戴敏佳的距

离，使观众走进他的内心去体味

他所感受到的紧张、压力和隐隐

的期待；通过升格拍摄比赛场面

来改变观众对球的观感，延长观

众心理维度的时间，增加紧张的

氛围感受；通过手持微微摇晃的

近景微畸变镜头对准戴敏佳的背

面与面部，配合强化戴敏佳的主

观心跳声和大脑的嗡嗡声，淡化

环境音的声音处理方式，使得观

众与输掉比赛后被巨大的压力、

自我怀疑所包围的崩溃状态的戴

敏佳实现高度共情。

第三场第 43 届世乒赛，中国

队重新捧回斯韦斯林杯使得该片

的情节高潮与情感高潮有效叠

合。通过全景和中景呈现双手抱

胸坐在场边的戴敏佳，整场比赛

弱化戴敏佳，而突出强调中国乒

乓队这个集体，通过球员的表现

与观众的反应从侧面体现他的沉

着冷静、游刃有余。这场比赛一

方面是戴敏佳在经历、对抗并走

出自我怀疑与挫败之后，带领中

国乒乓队完成逆境反击，实现对

“拼搏与争光”的传统体育竞技精

神的体现，回归了体育本体；另一

方面是戴敏佳在克服自己内心犹

疑的过程中逐渐明白了体育竞技

的深层次内涵，并在最后这场比

赛中完成对“享受比赛”的体育竞

技现代性内涵的诠释。

通过各有侧重的镜头语言与

心理模式，这三场重场戏比赛的

强度层层递进，戴敏佳对乒乓，对

体育竞技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刻，

人物的形象得到丰满与立体的塑

造，逐层完成“进阶”，影片在“好

看”的同时完成了主题的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指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

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人民群众

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时代发

展的根本力量，人物传记电影传

播中国人物故事，更应该通过立

体的人物形象、引人入胜的故事

情节以及具有美感的艺术形式，

在潜移默化中温润人的心灵，担

负起弘扬时代精神、为新时代培

根铸魂的历史使命。

（黄喆筱，中国传媒大学2022

级电影专业硕士研究生；徐智鹏，

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学副教授）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观

众走进电影院，成为中国电影观

众的主力军。根据中国文联电影

艺术中心电影产业研究处发布的

《2021 中国电影观众调查报告》显

示，观影主力人群中 20 至 34 岁的

观众占比69.5%；猫眼2022年购票

用户数据也显示20至29岁观众占

比 46.4%，成为电影市场的“主力

年龄区间”。因此，人物传记在审

美上也应适当向年轻态靠拢。

建党百年献礼片《1921》是人

物传记电影年轻态审美的典型作

品，它用独具匠心的艺术观念和

艺术手段再现了中共一大召开的

故事。影片选用了与当时“一大

代表”年纪相仿的青年演员，刷新

了观众心中的革命先辈形象。观

众们看到了当时同为青年的革命

先辈们，实现了一次百年前的青

年与当代青年的跨时空对话。

首先，《1921》聚焦历史革命人

物的青年时期，通过讲述这群青

年为了完成“一大召开”而付出的

努力、经历的危险与争执、结交的

深厚情谊，实现了青春叙事。影

片中刘仁静、邓恩铭、王尽美三人

初到上海，被上海大世界的哈哈

镜逗得前仰后合，尽显青春之姿

与烂漫之意；毛泽东与新婚妻子

杨开慧码头惜别，却被何叔衡的

玩笑“打断”，尴尬之余，其间流露

出美好真挚的情感令人动容；无

辣不欢的毛泽东与神交已久的老

乡李达在上海寓所夜间小聚，在

了解到李达口味早已“沪化”，且

菜中无辣椒时，便用一句方言调

侃：“湖南完咯！”，不禁让人觉得

可爱鲜活。这些片段拉近了年轻

观众与历史人物之间的心理距

离，让观众在感叹“原来他们也会

经历这些事情”之余更能理解与

共情这样一群真实鲜活、勇敢热

忱、有理想又有迷茫的青年。这

些青年在茫茫黑夜里担起救亡图

存的重任，于风雨中托起崭新的

中国，这种精神力量更是直达观

众的内心深处。

其次，《1921》启用了大量青年

演员，实现了明星影响力的正向

运用，比如演李达和王会悟的黄

轩和倪妮，饰演毛泽东的王仁君，

饰演邓小平的王源，饰演刘仁静

的刘昊然等等。一方面，这些影

视明星往往具有较大的观众基

础，能带来较大的流量，而其粉丝

也已经对其建立起一定的情感认

同；另一方面，由年轻的影视明星

饰演年轻时的领导人、革命家等，

更容易为年轻观众所接受，拉近

了与年轻观众的距离，这使得影

片所要传达的主旨思想更加易于

接受。

◎立体化的人物塑造

◎年轻态的故事取材

◎视听化的情感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