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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段珍贵历史影像首次“面世”

《人民万岁》片中，展现了毛泽东同志在

不同历史时期与人民群众热情互动的珍藏

时刻。其中既有他在延安时期独坐窗前、挥

笔洒墨为百姓回信的镜头；也有 1949 年后

在农田视察，手持麦穗与当地农民讨论农业

发展；更有在湖南湘潭的故居屋前，和街里

乡亲们围坐一团相谈甚欢……形象阐释出

“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箴

言。

郝蕴表示，有关毛主席的历史影像资料

素材量很大，“但大部分影像资料观众都很

熟悉了，各种媒体报道也很多，这给素材选

择提升了不小的难度。”另外，很多历史影像

素材，是当时专职工作人员的日常记录，如

今要把这些素材串联起来，讲一个故事，是

需要挖掘、寻找讲故事的要素的。

最终，郝蕴在声音方面取得了突破，将

毛主席的原话连接影片中每一个故事，并对

资料库的声音影像进行重新筛选修复，其中

一些资料是首度公开，能带来更多的历史和

社会价值。

她介绍，片中至少有四段声音是从未发

布过的。比如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庄严宣告：“我们的

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

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

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

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

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尽

管声音质量已经受损，郝蕴和导演团队还是

进行了最大限度的修复，呈现给观众真实、

珍贵、震撼的内容。

串联起影片故事和情感的，还有片中的

一些细节展示。郝蕴认为，细节是文献纪录

片“最要劲、最感人”的部分。例如《人民万

岁》选取了郝蕴导演另一部纪录片《保家卫

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中的一个情节：

工作人员整理毛主席住所遗物时，发现了一

个小柜子，里面放着一顶军帽、两件衣服、一

双袜子和一条毛巾，但毛主席身边的人从未

听说过这个柜子。

郝蕴特别感谢了《人民万岁》的编剧撰稿

王均伟，“这段是王老师写在撰稿里的，或是

在得知毛岸英牺牲后的某个深夜，一位年近

花甲的老父亲独自把孩子留下的这些衣物，

悄悄地整理好，藏在了衣柜深处……他在写

的时候眼泪忍不住留下来，我找一些年轻人

读撰稿的时候，大家的眼睛也湿润了，我就

把这段拿回到《人民万岁》中。”

“青年视角”的历史文献纪录片

电影《人民万岁》中出现了几位年轻博

主，他们热心从事包括研读毛主席的故事在

内中国历史相关的视频制作和推广。

郝蕴谈到B站UP主“沙盘上的战争”，片

中毛主席在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时第一次在战

场担任指挥员，便不损一兵一卒打了胜仗的

内容，就出自这位年轻人。郝蕴说，这位博主

的办公室有很多排的书，而且不是野史八卦，

全部都是解放军出版社、文献出版社等正版

军史、党史书籍。

“我当时非常惊诧，现在的年轻人能够从

正史中挖掘出这么多故事，且每一段故事，都

能够有历史文献资料验证其真实性和权威

性。”郝蕴谈到，《人民万岁》有两条线，第一条

线是王均伟老师写的，主要是写主席和人民

的感情，另一条线是导演创作的，希望通过这

条线来回应第一条线。但与以往历史文献纪

录片不同的是，这条线索的主人公不是历史

专家，而是这些当代的年轻人。

影片的配乐也是一大亮点，尤其是《东方

红》的变奏乐曲加上歌舞版原典，共有十余处。

“任何影片都需要有主题音乐，作为一部记录毛

主席的电影，《东方红》是必须要选用的。”

《人民万岁》中，除了出现在片中中国共

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和片尾的音乐舞

蹈史诗《东方红》演出外，电影里还出现了唢

呐版、笛子版、童声版、钟声版、钢琴版等的

《东方红》。郝蕴说，这些变奏版都是95后、00
后甚至是一些在校学生创作出来的。

“我看到过一个 95 后青年演奏家用唢呐

吹响了《东方红》，便联系到他录了测试小样

放给年轻人听，结果大家非常感兴趣，大家惊

诧于这首曲子与唢呐的融合。”最终，笛子版、

钢琴版等不同版本的《东方红》，根据其韵律

和节奏，分别使用在了片中不同的片段。郝

蕴表示，“整部电影，我们都是想突出当下年

轻人对于毛主席的理解和情感，这些内容和

环节都是有意设置的。”

连日来，《人民万岁》先后在北京大学和

宁夏、福建等多地举行点映活动，收获到影迷

观众的一致好评。郝蕴感慨说，作为纪录片

人，不是我们创造了什么，而是当下的年轻

人做了什么，被我们捕捉了。“让年轻人成为

历史文献纪录片的主角，这在以前是不可想

象的。这一次三位年轻的视频博主，他们的

“青年视角”可以出现在如此重大题材的历

史文献纪录片中，来表达他们对于毛主席的

理解和情感，是《人民万岁》特别大的亮点和

惊喜。”

十年搭档路，创作要求新

很难想象，两位 90 后导演陈

小明、章攀已经搭档十年了。他

们自己说，“十年间一直在一起工

作。”因为一直是搭档、合伙人，所

以非常熟悉彼此，默契也在这十

年间培养出来了。

从网剧到电影，两位导演都

认为，他们要讲一个新的故事。没

有选择延续网剧的结尾继续讲故

事，反而利用了影片中有关平行时

空的设定，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暗

恋”故事，章攀导演是这么解释的

——“当时剧结束了，受到了观众

的喜爱，是因为那个结尾留下了一

个比较美好的想象空间，虽然可能

大家的理解都不一样。如果电影

版延续剧集的故事去讲，就把曾经

的留白给打破掉了。”

在观众原本熟悉的人物关

系建构中，讲述一个新的故事就

像是“旧瓶装新酒”，如何“装”

出新意其实是一种挑战。“我

们找到的切入点是在暗恋这种

情感当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存

在。在别的感情关系中，让对方

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名字并不

算什么大事，但是在暗恋中其实

是头等大事。暗恋的时候根本

就不敢跟对方讲话，让对方知道

你的名字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一

步，所以我们觉得这一点很有意

思，所以整个故事都是围绕着名

字展开。”他们将镜头对准了“彼

此的名字”。

等雨来，尽力营造氛围

什么是暗恋的氛围感？可

能是两人眼神不小心的碰撞，

可能是在独处时以谎言讲出喜

欢你这件事，可能是愿意守护

每一个时空的你……在《一闪

一闪亮星星》中，导演们也希望

能够营造不一样的氛围感，让

观众们被张万森和林北星之间

的感情触动。

为了营造氛围，天气成了他

们拍摄时最头疼的问题。制片人

王辰“吐槽”，“我们导演老要拍下

雨，但我们在厦门取景，天天晴天

可就成了最头疼的事情。”其实很

多剧组都很害怕下雨，但是这部

影片需要雨天居多的环境，需要

不同的雨塑造着两人不同情感氛

围。“尽管可以人工降雨，但是电

影的画面还是需要注意很多细

节，不能是又下雨又是晴天。”在

50 多天紧张的拍摄周期中，导演

也是有妥协的，王辰介绍：“比如

说张万森跑到售票中心的那场

戏，原本剧本写的是傍晚，但厦门

的天气确实不允许我们一直等，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要等多久，而

且我们还赶上了两天台风没能开

工，所以最后还是把那场戏改到

了夜晚。”

除了雨之外，荧光海也是让人

津津乐道的氛围场面。在剧中，张

万森和林北星曾一起在蓝色荧光

海边畅谈，彼时张万森将对林北星

的爱意掩藏于心。而在电影中，换

成了林北星借“假话游戏”向张万

森告白。“我们是在真实的夜晚海

滩上进行拍摄的，最终观众看到的

效果是用特效辅助去完成的。”荧

光海在现实生活中难得一见，两位

导演期望用电影的方式为观众们

打造荧光海的奇观景象，“让张万

森、林北星复杂的情感在奇观里面

包裹着，它会有一种特别的不一样

的化学反应。”

纯粹的感情故事

在谈起为何想到要做电影《一

闪一闪亮星星》时，王辰脸上很是

喜悦和满足的表情。她说：“有点

机缘巧合加许愿成真的感觉。”

最开始做剧时，团队都很新，

在有幸把网剧以分账的形式呈现

给观众时，没想到有了意外收获，

王辰觉得是“剧集播出后正好赶

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寒假，让

很多观众喜欢上了张万森和林北

星这两个角色和他们的故事”。

但是他们最开始做网剧时，并没

有想过要做电影，剧集结尾的处

理也是导演希望留下一个观众可

以想象的开放式结局。

在采访的尾声，他们都表示，

没有想过做系列大 IP，这个故事

的创作初衷很纯粹，“我们三个

人（陈小明、章攀、王辰）还有整

个创作团队，都被这个故事打动

了，也希望把这份感动能让大家

看到。”尽管从宣传期以来到预

售，影片已经给了他们很多惊喜

了，还是会更期待影片上映后观

众的感受。

本报讯 近日，中国艺术研究

院影视所举办第 51 期影视大讲

堂。本次大讲堂的主题为“融媒

体时代的影视教育”，邀请著名

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北京电

影学院导演系教授谢飞，就融媒

体时代的电影创作与影视教育

发展的议题进行分享。中国艺

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赵卫防，研

究院孙萌、许婧及影视系研究生

参与学术交流。大讲堂由中国

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孙承

健担任学术主持。

大讲堂上，谢飞从影视教育

的发展趋势、“我的电影学习之

路”、电影导演需要具备的素质

以及影视市场的未来等四个方

面展开分享。

1960 年，谢飞进入北京电影

学院导演系开始电影专业学

习。1965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至今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曾担

任过负责教学的副院长。谢飞

在分享中笑言：“我是一个计划

经济时代的‘活标本’，在电影学

院上学、工作直至退休，这辈子

只待过一个单位。”

谢飞对电影学院建校以来在

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总

结，并结合目前电影市场的潮流

和趋势给出了建议，他认为，在如

今的时代背景下，影视教育更应

该符合新兴媒介的发展趋势。

“当下的影视教育所培养的

学生不仅是为了拍摄传统的影

院电影，还有大量学生在拍摄电

视剧、网络系列剧。现在电影学

院应该有一个观念，即教授学生

在融媒体中的视听制作手段，从

文字、画报到电影、电视、网络乃

至未来出现的新兴技术，都是电

影学院的视听制作教学中应该

去思考的内容，这类教育需要更

多出现在当下的艺术院校的教

学培养中。”谢飞说。

谢飞从小就是个影迷，通过

大量观影培养了对电影的极大

热情。从初中开始喜欢电影和

话剧，到了高中开始写看片笔

记，直至大学。每看完一部影片

后，必写看片笔记，还要配上剪

贴的画片，大概记录了近五百部

电影，有四五本厚厚的笔记本。

1974 年，谢飞在《杜鹃山》剧

组做场记，记录导演等主创们的

讨论，以及导演谢铁骊分好的所

有镜头景别。1975 年，在《海霞》

剧组做副导演……。经过逐步

积累，1978 年，谢飞担任导演，与

郑洞天联合执导了《火娃》，之后

又拍了《向导》。1983 年，谢飞拍

摄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电影

作品《我们的田野》。

在回顾中，谢飞感叹道，“第

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的电影

辉煌是站在文学的肩膀上，“我

们这代人经历了那个时代的电

影辉煌时期。而我自己也是由

于少年时期热爱看电影，以及在

老师的指导下拍电影成才的。”

在谈及导演教学时，谢飞表

示，电影导演需要具备三种能力：

视觉形象的感悟力、艺术作品的

构思力、创作实践的执行力。

“这些能力有一部分是天生

具备的，有一部分是通过后天培

养塑造的。高中毕业的学生，还

不具备很多能力，艺术创作的潜

能尚待开发，本科院校就是给他

们一个平台，让他们什么都学、

什么都做、什么都尝试。所以现

在本科专业的细分方式，在一定

程度上欠妥当。最好的方式是

给低年级的学生开设通识课、选

修课，到高年级再有针对性地选

择方向。”

谢飞认为，这三个能力的

认识和开掘是要在通识教育中

实现的，“给学生一些主动性，

在本科阶段打好人文基础，广

泛地培养实践技能，对学生有

很多益处。”

在数字技术时代，伴随着

全球化、数字网络化发展，个人

电影、微电影等新的电影形态

的发展，出现了“超越大银幕”

的发展趋势。

谢飞表示，在融媒体时代背

景下，中小学阶段就应设立视听

写作课程，进行视听语言训练，

普及新兴传媒手段的运用，“如

老一辈编撰识字课本一样，我也

想写一本视听教材，第一章第一

课就叫作‘拍一张合格的照片’，

讲两至三周时间，让学生拍几轮

照片，让他们懂得构图、景别、角

度、光线、色彩。第二章是‘拍一

组合格的照片’，要求是通过这

组照片讲清楚一个人、一件事。

后面还要拍摄活动镜头……这

样一步步从中小学教育开始，让

孩子们懂得视听写作的基本规

律，写成‘合文法’‘合章法’的视

听作品。”

“到了大学本科阶段，需要

注重融媒体制作、视听制作的专

业人才培养。到了硕士研究生、

成人进修阶段，则要培养高级专

业人才。”谢飞说，“一些民办学

校现在培养影视人才的积极性

非常高，我就主张让他们综合培

养。比如，即使是考入表演系的

同学，也应该给机会让他们学些

视听制作的知识与基本功，要求

孩子们试着学习制作，也许他们

毕业后做不了演员，还能进入影

视行业，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姬政鹏）

左起：章攀、王辰、陈小明

首次以人民视角深度回顾历史、再

现伟人风采的纪录电影《人民万岁》正在

全国热映。影片由国家一级导演郝蕴执

导、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

委员会主任王均伟担任编剧撰稿，通过

鲜活珍贵的历史画面，展现出时代伟人

与老百姓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结。

“在开国大典当晚，毛主席喊出了

‘人民万岁’，影片想要探讨这四个字所

包含的哲学理解与深情”。郝蕴介绍说，

影片中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是首次公

开，与年轻观众一同回望历史，珍惜当

下。

如何让年轻人通过一部文献纪录片

感悟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郝蕴此

次创作的初衷与核心。影片选取了B站

UP主视频内容并抓取真实弹幕呈现在

大银幕上，同时运用抖音热点话题“命运

的齿轮在转动”来串联影片每一个关键

时间节点，主旋律音乐《东方红》也通过

唢呐、笛子、钢琴等乐器变奏，实现了文

献纪录片的多种创新。

郝蕴表示，“青年视角”可以出现在

如此重大题材的历史文献纪录片中，来

表达他们对于毛主席的理解和情感，是

《人民万岁》特别大的亮点和惊喜。

《一闪一闪亮星星》：

90后镜头下的暗恋故事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举办第51期影视大讲堂

谢飞分享融媒体时代的影视教育理念

今年的元旦档像是“神仙打架”，既有贺岁片资深导演冯小刚的《非诚勿扰3》，也有时

隔20年再度合作的梁朝伟、刘德华主演的《金手指》，还有以90后为主要创作班底的《一

闪一闪亮星星》等等……

年轻、热烈、纯粹等等美好的词汇，用在《一闪一闪亮星星》的主创团队身上是再贴合

不过的。在和他们的对话中，对细节的执著、对暗恋的理解、对影片的热爱渐渐拼出了创

作时的状态。从网剧到大银幕作品，对于他们来说是幸运的。他们心怀感激，也希望有更

多的观众“被这份爱情故事感动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