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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创作的中心是写人。对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影视剧创作说来，革命领袖形象塑造的成功
程度，是其思想艺术水平的首要标志。

作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艺术家所创造的一
种独特艺术样式，重大题材影视创作从1981年
开始，至今已超过整整40年的历程。回望40年
的发展，在几百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放
映和播出中，以毛泽东、周恩来为第一主人公和
主要人物之一的影视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而
毛泽东、周恩来两个领袖形象的塑造不仅标领了
重大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潮流，也成为整个文艺创
作人物画廊最大的亮点之一。

革命领袖尤其是主要领袖形象的塑造有独
特优势，更有少见的难度。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形
象塑造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难度，最能考验
主创人员的创作态度和艺术功力。其中，那些优
秀的成功之作在塑造领袖形象上的成功经验很
值得分析与总结。最近，我有机会集中回看了近
10年来以周恩来为第一主人公和主要人物之一
的一些影视剧，在认真比较中发现，41集电视剧
《海棠依旧》是格外出色的一部，至少在艺术地呈
现周恩来作为新中国总理形象的历史广度和深
度上、周恩来情感世界的博大与丰富上、周恩来
能让中国和世界各方人士都为之折服的独特人
格魅力上以及在播出时感染观众的程度上，都达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堪称是高原上的高峰之作。
这也是它每次复播都仍能深深打动观众的原因
之所在。

《海棠依旧》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想
从导演和表演两方面谈点看法。

著名导演陈力拿过不少最佳导演奖，拍过多
部以毛泽东为主人公的优秀影视剧。2013年由
其拍摄的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更产生了轰
动效应。在《海棠依旧》的创作中，她既是导演，
又深度介入剧本创作，与编剧张法纯有很好的合
作，是整个创作团队的灵魂人物。她在该剧周恩
来形象塑造上的主要追求和创造性贡献至少表
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认真贯彻“大事不虚”的创作原则，始终
以周恩来与中外领袖人物的对手戏为首要叙事载
体，以真实再现周恩来作为人民总理在重大历史
风云关键时刻的选择为主要叙事内容，并致力于
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精神的新发现，从而赋予周恩
来伟人形象以丰厚的历史真实感和重大内容上
的新鲜感。剧中那些最精彩最感人的戏，比如在
北平和谈中严厉批评张治中去见蒋介石却又保护
他的家属，下令将军大使们吃西餐跳交谊舞，万隆
会议在风云变幻中扭转乾坤，视察邢台地震灾区
下令未经批准一律不许给伤者截肢，与基辛格谈
判中的峰回路转、处理“九一三”事件时的镇静与

果决、对处于危境中的耿飚讲三个“不要”，如此等
等，都是以坚实的艺术化的重大历史叙事来支撑
全剧的高度与历史真实感。同时，像表现新中国
成立前两天周恩来给保卫开国大典飞行员作激情
动员，回西花厅的路上发现那个“花匠”的手在发
抖给沈钧儒擦拭洒上菜汤的长袍，在河北巨鹿地
震棚与伤员齐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在西花厅与
刚刚从江西回到北京的邓小平谈一瓶安眠药的故
事……这些精彩剧情都是创作者对历史的新发
现，更为周恩来形象塑造增添了历史的丰富性和
新鲜感。另外，片中处于第二位的家庭叙事和亲
友关系叙事，也都是主要表现周恩来与真名实姓
的历史人物的关系。凡此种种，使该剧与那种主
要靠边缘叙事支撑剧情，主要靠虚构故事塑造领
袖形象的做法，划清了界限。

其二，自觉遵循艺术规律，坚持以人带史，使
情成体，把镜头对准周恩来的情感世界，精心围
绕凸显周恩来的性格刻画和情感波澜来设置剧
情、结构戏剧冲突，在忠于重大史实的同时又能
在细节描写上展开合理想象的翅膀，真正用周恩
来的博大情怀和独特人格魅力的形象呈现来打
动观众，拒绝把片子拍成周恩来管理国家大事的

流水账和27年历史功绩的功劳簿式作品。做到
这一点，既要有清醒的认识，更要有出色的艺术
功力。比如，开国大典的准备和大典本身的进程
拍得都很简略，唯独突出表现大典前后周恩来对
飞行员的两次激情讲话，那样浓墨重彩又极有震
撼力地表现了他对飞行员的大爱和作为新中国
领导人的强大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又如，小说
《刘志丹》事件的复杂过程几乎都推到背景上去，
单单重点描写周恩来与习仲勋的告别谈话：“仲
勋，没关系，一切总会清楚的”，“无论你在哪里，
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能有一念之差。”这场戏
写周恩来保护干部的无微不至，写他在艰难中保

持对未来的信念，匠心独运，感人至深。再如，写
1971年周恩来与基辛格的第一次谈判，过程的
表现举重若轻、简繁得当，着重表现的是周恩来
的从容、微笑和胸有良谋，与基辛格因遇到分歧
而焦虑不宁形成鲜明对照，极其巧妙地彰显出周
恩来那无比智慧和自信的大国领袖风范。其他，
如周恩来与孙维世一起唱《义勇军进行曲》，听到
毛岸英牺牲消息后不吃也不喝，三年困难中给毛
泽东端上一碗红烧肉，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时
的潇洒成趣，送耿飚三句话时的一唱三叹，乃至
接见邯郸娃娃剧团时的爱心普照，在西花厅与工
作人员“最后的午餐”中的细心与微笑等，都是以
情动人的华彩篇章，都是用艺术的方式对周恩来
伟大人格魅力作出的发现。

其三，整个创作团队心怀敬畏，团结协作，

编、导、演、摄、录、美、化、服、道和后期制作倾情
投入，为塑造周恩来的领袖形象各显其能。仅仅
一个海棠花象征意蕴的贯穿与渲染，就集中了多
方面的努力，特别是演员的表演。片中周恩来最
后一次告别西花厅，深情地望着海棠树说：“花落
了。”邓颖超：“你不是说，落花的时候也很美吗？”
周恩来又说：“花落了，果实也会来得早！”堪称言
有尽而意无穷，令观者对周恩来人格和国家民族
命运想到了太多太多。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演员在领袖形象塑造上
的作用不亚于编导，有些方面作用更加直接。分
析和评价该剧周恩来形象塑造的成功，不能不分

析孙维民的表演。孙维民少年学舞蹈，20岁演
话剧，30多岁进入影视界。说他是特型演员，可
他也演过许多普通人形象，在历史名人中还饰演
过孙中山、鲁迅、廖仲恺、张学良、左权、彭雪枫和
张治中；说他是一般型演员，他又特别适合演周
恩来，40年60次，演全了周恩来的青年、中年和
老年。“庾信文章老更成”，40多年的岁月磨砺，
使他成为一个实力派的表演艺术家。近10年
来，在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电视剧《海棠依
旧》和《外交风云》中饰演周恩来，标志着他的表
演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中，在《海棠依旧》
中的表演最经得起品评。除了敬业精神和倾情
投入，单就表演艺术本身而言，至少有三点特别
值得关注：

其一，独到的台词功夫。他有坚实的话剧台
词功底，咬字准确，发音的开、齐、合、撮都很到
位，注重节奏感，又能事先下苦功夫将各种台词
谙熟于胸，因而在表演中不论是对面交谈、小会
对话还是各种大会讲演，包括在万隆会议的讲
话、在巨鹿县白家寨广场上顶风对灾区群众的讲
话、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等等，都能做
到自然流畅声情并茂，每句话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地送到观众的耳朵里，并让人感到很舒服。这是
硬功夫苦功夫，来不得半点偷懒。话剧功底是他
的优势，但在台词表演方式上却避免舞台腔，努
力追求符合影视剧要求的生活化表达。特别是
在声音、节奏和辅助表情的具体处理上，他不是
按照背书或朗诵的逻辑，也不是按照外在行为的
逻辑，而是按照周恩来在不同环境不同情势中的
心理节奏和情感变化去处理台词的高低快慢和
抑扬顿挫，不但以言传意，更要以声传情，以丰富
的台词方式去刻画一个真实的血肉丰满的人民
好总理形象。比如，对飞行员的讲话是那样高
亢、激情而又深沉，表达的是对飞行员的大爱和
崇高责任感；审问美国特务李安东时说“难道你
的生命是靠仇恨来维持的吗？”怒火三丈，冲口而
出，揭示他的高屋建瓴，一言击中敌特要害；万隆
会议讲话，一边讲一边环视全场，从容讲来又一
气呵成，彰显出大国领袖的自信；在听人民大会
堂总工程师汇报设计中的难题时，一句“落霞与

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仿佛从天外飘来，一
下令听者豁然开朗，折射出周恩来的非凡智慧与
诗情；视察邢台地震伤员时说“传我的命令，受伤
的百姓，不到生命垂危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一律
不允许截肢”，那样急促果决，那样声嘶力竭，有
力地渲染了他内心的焦急和对伤员恢复劳动能
力的热切期盼。在台词表达上能作出这样的努
力，取得这样的效果，的确是独树一帜。

其二，周恩来独特领袖风范中格外突出的一
点，也是中外各方人士交口称赞的，就是他最善
于读懂人心。由博大胸襟、丰富经历、超凡智慧
和事先的周到准备所决定，不论对领袖还是对百
姓，不论对同志对朋友还是对对手乃至对敌人，
他一见面一交谈就能知道对方心里最想要的是
什么、最害怕的是什么，并能很快想出解决问题
的办法。对此，以前的一些影视剧程度不同地有
所表现，但不够自觉，也比较零散。由于编导和
演员的共同努力，《海棠依旧》在这方面的努力相
当自觉，贯穿始终，精彩纷呈。孙维民的表演用
力尤甚。请看剧情中的例证：开场不久，毛泽东
找周恩来谈新中国组阁名单中“还是有个大问
题”，周恩来不假思索地说“一定是宋庆龄问题”，
毛泽东说宋庆龄有顾虑，周恩来当即提出请邓颖
超拿他们两人的信去请宋庆龄来北京！观众感
叹：周恩来如此了解毛泽东与宋庆龄的心思！周
恩来出席卫士路晋生的婚礼，并题字相赠，另一
个卫士庞先军很羡慕，周恩来立即笑着拿出早已
写好的另一幅字“寿比南山”，送给先军母亲的七
十大寿！人们惊讶：原来周恩来早已摸透了庞先
军的想法。洪水冲垮郑州黄河大桥桥墩，周恩来
冒雨视察，发现当地干部和工程师们对是否分洪
有两难的恐惧，当场高喊“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领导，什么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新的桥墩一定
可以立起来”！原来他对此早有预测，一句话就
稳定了人心！与基辛格的首场谈判，基辛格因有
分歧、谈不拢而焦急不安，周恩来一眼看出基辛
格是怕联合公报发不了而有负使命，微笑着提议
先吃饭，说饭后一定能找出解决办法。基辛格由
衷佩服，观众也如释重负。叶剑英看望病危中的
周恩来，欲言又止，周恩来立即吃力地对他说：

“要尽快地把有些事情解决掉，毛主席的心情你
理解，不过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
力落到他们手里！”观众看得无不动容：他早已知
道叶剑英想说什么，也明白他有受毛泽东信任的
优势，决然把这一重担交给了叶剑英。诸如此
类，随处可见，孙维民的表演都如行云流水，感人
至深，是周恩来形象塑造的可喜突破。

其三，相忍为党，顾全大局，不管个人受多大
委屈，都能忍辱负重地坚持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
大局，并对未来充满信心，在逆境中更是如此。
这是周恩来人格特有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的又一
奥秘之所在。如何表现这种人格魅力？既需要
胆识，也需要功力。电视剧《长征》作出了最早的
尝试。在2013年放映的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
夜》中，孙维民饰演周恩来，他脸上的忧虑和忍辱
负重地代表政府向社员、干部做检讨的表演，深
深地打动了观众。《海棠依旧》一半多写大跃进之
后，有16集写“文革”期间，为表现周恩来的相忍
为党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孙维民的表演也迈上一
个新的台阶，尤其是在那些历史书写的难点和敏
感点上，他的表演又实现了新的突破。比如，
1958年周恩来因反对冒进被迫作检讨，过去的
作品拍到这里就绕着走，《海棠依旧》迎难而上，
孙维民的表演更是匠心独运——他在西花厅写
检讨，邓颖超关心地过去看，他微笑着说：“看法
有异同，我们心里装的都是老百姓的利益，检讨
要好好写，我的想法有机会再跟主席说。”微笑着
说的这几句话，看似轻松，实际却巧妙地表现了
当时形势的复杂、周恩来的压力之大、他委屈地
写检讨维护团结又对未来充满自信。又如1971
年底周恩来去医院探望陈毅，许多片子也是一带
而过，《海棠依旧》却抓住不放，孙维民则在细节
描写上下足功夫：陈毅病危，戴着呼吸机，周恩来
匆匆赶来，满脸的忧虑、沉痛和倦容，上前紧紧抓
住陈毅的手，脸对脸地心疼地看着陈毅，但陈毅
已深度昏迷，既不能说话，也不能睁眼，周恩来又
让叶剑英给陈毅念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的
指示……当时形势的凶险，周恩来对战友之爱的
刻骨铭心，他那相忍为党的人格的博大与坚韧，
他不放过每一个可以通向希望的机会……这一
切，孙维民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如“文革”中周
恩来那次在高层“挨批”，历史书写都困难重重，
语焉不详，《海棠依旧》却敢化繁为简，单刀直入，
孙维民的表演堪称集千念于一瞬：中南海里的一
个小会议室，门半开着，周恩来脸朝外坐着，旁边
的人模糊不清，没有人说话，只有周恩来的两个
卫士在门外小声担心地说“几个小时了没有吃
药，也没有喝一口水”。镜头只对准周恩来的那
一张脸，双眉紧锁，眼睑收缩，嘴唇紧闭，目光中
全是痛楚与坚韧，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说。短
短几十秒钟，仿佛全天下的痛苦都集中在这张脸
上，全中国的忧患他都要一人来承担！太令人震
撼了！看到这里，有心的观众无不感到心潮的澎
湃。这样的艺术感染力，实在是难得一见。

真正的艺术精品，在空间维度上要经得起与
众多同类乃至相近题材作品的认真比较，在时间
维度上要经得起反复回看，经得起岁月的淘洗。
《海棠依旧》首播产生热烈反响已经5年多过去
了，多次复播继续吸引人，如今回看还能经得住
与后来一些相近题材影视剧的认真对比，说明它
的创作经验，特别是在周恩来形象塑造上的成功
经验，是很值得总结和研究的。当然，今后该剧
还要继续经受时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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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胜利召开，由中国文联、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
大众摄影杂志社具体执行的大型主题摄影展览
《我们的新时代》（拟定名）将于9月下旬至12
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日前，
主办方启动了面向全国摄影家和各省、市、地方
摄影家协会及相关组织机构的展览作品定向征
集和邀约活动。

据悉，本次展览作品征集的主题词为“奋
斗”“幸福”，出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新年
贺词中提出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
2022年春节团拜会上，总书记再次提出，“世界
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幸福而奋斗。”而这
也将成为本次展览呈现的目标任务。据介绍，

本次征稿具体将涵盖：一、紧紧围绕展览主题，
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团结、奋
斗，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
发展的成果；二、呈现十八大以来全国各族人民
的精神风貌以及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作
品内容方面，投稿要求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以
小切口展示大主题，以务实、接地气的拍摄展示
国家发展的宏大主题，通过日常化、生活化的个
人视角，展示社会各领域的发展成果。

根据投稿细则，参选作品内容应积极向上，

意识形态方向正确，符合征集内容；拍摄内容应
真实客观，不允许对原始图像做影响真实性的
调整和润饰，不接受创意类作品；图片说明须包
括拍摄时间、地点，对画面的描述，关键人物的
姓名，重要的背景信息等；投稿作品的创作时间
需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拍摄的记录类影像及景观
图像；单幅、组照不限（每幅/组作品为1件），彩
色、黑白作品均可；入展的作品将由主办单位支
付稿酬并颁发荣誉证书，可按中国摄影家协会
规定累积入会申请积分。征稿截止日期为4月
30日。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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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中国美术馆共同
主办，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协办的“美在新时
代——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特展（第二期）”在京开幕。

此次展览从中国美术馆馆藏作品中精选300余件，分
为“以美表现新时代”“以美献给新时代”两个篇章。第一篇
章展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创作的关于生态文明、脱贫攻
坚、抗击疫情以及教育、科技、体育等内容的优秀作品；第
二篇章展出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潘天
寿、傅抱石、李可染等近现代大师名家作品。此外，展览从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调出很多纪录老一辈艺术大师
创作经历的珍贵典藏影像，让展览更富历史深度与厚度，
堪称影像艺术与美术展览的一次创新融合。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美在新时代”实谓“经
典在新时代”之意。这些中国美术经典闪耀着思想和智慧、
反映民族品格和时代内涵，既是当时、当代的反映，又以其
超越性透溢出历久弥新、与时俱进的精神魅力。特展突出
迎接党的二十大，大力弘扬新时代精神，面向世界生动讲
述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艺术、中国精神。据悉，
展览将持续至3月30日。 （于 欣）

以美表现新时代以美表现新时代 以美献给新时代以美献给新时代

放飞梦想（中国画，2019） 张 琳 杨 可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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