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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原四川省达县地

委副书记周永开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中国共

产党地方基层党员干部周永开与党同行76年、

为人民大众而奋斗的人生故事的传记电影《周

永开》，由达州市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成都

川纳嘉一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兰成序、聂云

鑫联合执导。该片以老年周永开在2021年建党

百年之际获“七一勋章”后的第一人称自述开

启，以自我回忆的方式，采用平行蒙太奇的手

法，在现实与回忆两个时空的穿插叙述中，分别

择取青年周永开在新中国成立前入党从事地下

党工作、壮年周永开在新中国成立后时任达县

地委副书记时建设化成水库工程、中年周永开

时任达县纪委书记时智斗地方黑恶势力张钱

宝、退休后老年周永开在花萼山修路造林四个小

故事、四段人生经历穿织而成。影片以朴素的镜

头语言和真挚的情感语调塑造了一个“一生忠于

党、赤诚为人民”的崇高党员形象，彰显出以人

民为中心的“人民美学”创作观念和价值立场。

塑造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物形象是新时代社会

主义文艺的核心要务，在主旋律电影中，这集中体现为对崇

高人物的塑造，特别是对英雄模范先进人物的塑造，而其内

在指向的是崇高人物所携带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中国

主流电影承担着崇高叙事、以文化人的历史使命，并且已经

内化为一种自觉性的美学追求。依循“冲突律”的创作原则，

从矛盾斗争中表现英模人物的性格特征，是中国主流电影积

累的宝贵的创作经验。该片就充分调用了这一创作手法，在

展现地方基层党员干部周永开不同成长阶段所遭遇的矛盾

冲突与困难险阻中塑造了其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敢于拼搏、

甘于奉献的崇高党员形象。这些矛盾冲突不仅成为该片叙

事的重要情节点，而且是人物思想观念发生变化与转折的重

要节点。例如：在青年时期，该片先后表现了周永开结婚被

保长索要保护费、搭救乡民被军爷毒打、刚出世的孩子因高

烧买不到药而死等诸多不公事件，妻子一个耳光仿佛打醒了

懵懂莽撞的周永开，加之乡民教师王明山“如果森林着了火，

没有一棵树能自保”的启迪与指引，周永开的思想观念发生

了第一次重大转变与觉醒，从“读书只是为不被抓壮丁”转变

为“为别人就是为自己”。该片所表现的这些细节和情节为

展现周永开加入中国共产党埋下了重要的伏笔，起到了重要

的叙事铺垫作用，人物的生命情感也在此时得到了蜕变升

华。在其壮年时期，该片表现了“草鞋书记”周永开在建设化

成水库过程中面对粮食不足等现实困难时，借助情感动员，

团结人民群众，终于战胜困难建成水库，为赢得人民群众情

感上的信任、建立情感共同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了

其中年时期，影片则表现了他不畏地方黑恶强权势力张钱

宝，秉公执法、勇于揭发其罪行的果敢一面，面对张钱宝聚众

闹事的危急时刻，片中展现了周永开临危不乱的党员智慧，

呈现出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品格与敢为常人所不敢的英勇

特征。到了退休后的老年时期，片中重点表现了周永开在花

萼山修路造林时，因不允许当地百姓上山放牛、打猎、砍树、

挖笋而激起民众质疑和反对，周永开却身体力行，不仅亲自

上山背土培植川贝造福百姓，而且不计前嫌自己掏钱救治猎

人二黑子不慎受伤的儿子。面对跌落遇险、子女反对、山区

无电、民众不信任等种种艰难险阻，周永开不忘初心，一心想

通过“人路电林水旅”造福花萼山百姓……该片正是在矛盾

冲突的化解与艰难险阻的克服中塑造了周永开这一崇高的

党员形象。

中华民族是一个家国同构性的民族，个人的成长向来连

接着国家的兴衰。该片一开始就借由开场台词“我这一生来

讲做的最大的事就是有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将周永开的

个人情感世界与党员的使命、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发展合而

为一，奠定了全片的情感基调，显示出编导力图在崇高的镜

像结构中召唤出人民群众的崇高情感的努力。通过诉诸这

一共同的“崇高的情感结构”，将观众与剧中人物、观众与创

作者、执政者与人民等多重主体之间连接成一个牢固的情感

共同体。影片不仅通过红旗、入党志愿书等物质形象的铺陈

加以烘托和呈现，而且通过主体性的精神成长，升华崇高的

情感，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仰、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紧

密地连结在一起，“崇高”由此成为该片重要的美学品格和叙

事策略。崇高作为一种审美境界，它引起人的理性追求，使

人向往无限高远的理念或等同于理念的呈现。电影《周永

开》同电影《蒋筑英》《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一样，其对

崇高主体的书写是新时代讲述中国故事、讲述中共党史、讲

述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和建设史的重要路径和载体。

周永开这一崇高的党员形象不仅承担着崇高主体的身

份建构功能，参与电影崇高审美范畴的构建，而且承担着动

员人民群众成为历史主体的情感启蒙功能，是电影“人民美

学”价值观念生成所依托的核心主体，并且形成了“以人民为

主体、为人民而服务、抒人民之情怀、塑人民之英雄”的人民

美学的核心价值立场与创作观念。在此向度上，影片通过对

周永开这一崇高党员形象的真实描写和典型塑造，彰显了人

民性实践及其人民美学观念。例如，该片一开场就将自己定

位为小地方、小人物、小事情，将党和人民定位为“大”他者，

抛出个人与人民即个体与集体的定位关系，定调整部该片的

价值立场；又如，在呈现青年周永开宣誓入党的段落中，在音

乐的推动下，周永开仪式化地宣誓：“共产党是让劳苦大众过

上好日子而革命起来的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其他

利益，始终要装着人民群众，一辈子为人民服务”的台词，凸

显党与人民的血肉关系；再如，该片结尾更是直接借由周永

开对自我七十六载与当同行的生命回忆和生命审思，发出

“人民给了我权利，我就应该为人民做点事情，而群众给了我

寄托，我就更应该为他们去争取去奋斗”的真挚感慨，台词起

到了画龙点睛、升华主题的作用，彰显出该片在人物形象塑

造上所追求的崇高美、在创作立场上所追求的人民美学价值

观念。

一生忠于党，赤诚为人民，电影《周永开》通过艺术化的

表现手法和情感化的台词语言不仅有效完成了崇高美学与

人民美学的双重美学价值建构，将政治意识形态以影像的方

式转化为柔和的、可供青年观众接受的情感意识形态，坦诚

真挚地书写了一个老党员一生的成长历程，并在个人成长的

精神历程中嵌入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力图将其由银

幕内传播到银幕外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中，在这个意义上，

电影《周永开》取法人民大众，书写崇高主体，是一部可以与

普通观众实现共情的诚意之作。

（作者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书写崇高主体 彰显人民美学
——评电影《周永开》 □饶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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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见到演员富大龙，是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第

29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的活动现场。

2007年他凭借主演的电影《天狗》一举拿下金鸡奖、

华表奖、华语电影传媒奖三大奖项的最佳男主角。此

后的富大龙不断体验生活、精练演技，潜心等待理想

的角色能来找到自己。遥遥相隔15年后，胡枚导演携

《进京城》找到富大龙。在他看来，《天狗》至刚，片中的

李天狗拼尽全力与黑恶愚昧势力作斗争；而《进京城》

至柔，片中的岳九作为一名传奇旦角爱戏如命。在至

刚至柔之间，他将自己摆进对人物的体悟中，不断拓

展着表演角色的边界。“我很庆幸的是，《进京城》比

《天狗》那时候，自己的演技还是上了一个台阶。”

近十年，富大龙还饰演了大量历史角色。尤为值

得一提的是，2013年，富大龙在电视剧《大秦帝国之

纵横》中饰演的秦惠文王嬴驷颇为深入人心。在历史

小说中，嬴驷往往被刻画为一位双面君王，他表面阳

刚，心里却因为曾被流放而充满仇恨。富大龙一进组

便将这一观念打破——“他不是双面君王，而是多面

君王。”富大龙通过翻阅大量史料发现，史书中对惠

文王的记载并不多，但可以用当时秦国的性格来完

成这一人物塑造。“彼时秦国是一个小国，左支右挡，

不能张扬又要隐忍。惠文王完成了带领秦国从蛮荒

小国成为强国的最重要的转变。他的性格必然是多

面的、复杂的，剧中的嬴驷应该是当时秦国整体思潮

的代表形象。”富大龙认为，历史角色的塑造需要“兼

工带写”，史实的地方是工笔，能有的尽量要有，但是

也要有放纵写意的部分，在基于史实的基础上充分

发挥艺术想象力。正如齐白石先生所言：太似为媚

俗，不似为欺世，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很多观众还希

望看到由他饰演的秦始皇，时隔7年后，《国家宝藏》

栏目为观众圆了梦，节目中，嬴政与燕太子丹的一段

仅10分钟的对话引发强烈反响，观众纷纷被富大龙

的精湛演技所折服。

十年来，曾担任过第28届、第29届、第34届中

国电影金鸡奖评委的富大龙一路见证了新时代表演

观念的发展。“我们评选金鸡奖综合看片的时候，每

天从早到晚要看六七部影片，当你大规模地来考察

这些影片时，会对中国电影总体水平、创作方向、演

员演技、美学倾向等有一个横向的、纵向的对比。”富

大龙坦言，仅就演技而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电

影受全世界潮流的影响，曾诞生了一大批用现实主

义创作方法表现中国的现实变化和人们真实思想情

感的影片。直到今天，现实主义生活化的表演丝毫没

有被削弱，而是越来越被深化了。“我们今天的表演，

已经愈发不能容忍演员的夸张、虚假。”对于“演技

派”“偶像派”等市面上常见的演员划分，富大龙并不

认同，“其实我们专业的表演并不会这样去区分。任

何角色的塑造，都应该以生活为基点。一个演员可以

演得很棒，一个非职业演员也能获得国际奖项。这其

中的道理就在于，你要演苹果，观众看到的就是一个

苹果，观众不管你中间的过程，你可以是表演出来

的，也可以原本就是一个苹果。演员不一定要成为百

变星君，标准只是你是否塑造了一个鲜活的角色。”

在富大龙看来，演员的最高标准没有变过，就是要装

龙像龙、装虎像虎，这一要求普遍适用于今天的影视

剧与舞台表演。“甚至包括戏曲，人们谈到戏曲时往

往将其定义为程式化表演，但这并不意味着戏曲表

演所主张的‘表现’与体验是决然对立的，事实上，优

秀的戏曲演员都是真听、真看、真感受，只不过他们

有第四堵墙，有一整套程式化的外部技术和艺术表

现系统，但内核与斯坦尼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体验、现

代表演生活化并无区别。互联网时代，信息愈发浩

繁，观众对真实的需求也更加迫切，因此越来越不能

够接受虚假的、浮夸的表演，所以今天的演员应力求

典型形象的真实、鲜活、自然。”

富大龙对演员这一职业及其所带来的名与利有

着清醒的认知。当年富大龙一举摘得金鸡奖最佳男

主角后，不少人给他扣上了“影帝”的帽子。他说，“这

个行业没有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表演属于美的范

畴，正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当一个演员真正面对

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时会发现，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

于生活不是一句空话。戏就是生活的影子，电影便是

记录下生活的影子，而演员所要做的，正是不断地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而这恰恰是一门无边无际的功

课。像我这样的演员，在生活中摘一根草，就够嚼半

生的。这不是谦虚，而是实事求是。演员的职业被光

环笼罩，而他并没有光，我们的光就是‘生活’，如果

问我今天演员的‘功夫’是什么，我觉得和所有人一

样，就是‘好好生活’。”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新时代艺术十年

电视剧《底线》的热播并进入话题“热

搜”，似乎证明了强类型化、强戏剧性并不

是律政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唯一“方法论”。

《底线》闯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律政剧创作之

路：它通过来自现实的典型司法案例，用生

活的鲜活性、社会的尖锐性和司法的复杂

性，塑造了当代司法人的生动形象，既维护

了法律公平公正的底线，又表达了崇德向

善的关怀，体现了中国法治社会的艰难进

步，触动了观众对社会安定和谐的热切渴

望，表达了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未来信心。

《底线》不是用人为的戏剧性、耸人听闻的

案件奇观，而是用现实性征服了观众，用中

国式法治建设理念感染了观众，在一定程

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一部中国特色的“法治

启蒙剧”。

《底线》的故事主要来自一个虚构的城

市法院民事法庭，全剧以庭长方远为中心，

上承“师傅”张伟民，下接“徒弟”周亦安、

叶芯，加上师妹宋羽霏、同事法助王姐，构

成了剧中的“法官”家族。虽然剧中也涉及

刑事案件，但大多为普通的民事诉讼，并没

有多少血雨腥风、惊天动地，多数案件都是

道德与法律、合情与合理、公平与宽容、沟

通与理解、和解与冲突等等的交叉地带，都

是老百姓现实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利益纠

纷、价值冲突、权利差异、观念矛盾，但恰恰

是这些来自现实的“案例”，唤起了观众的

关注、关心、关切。大多数律政剧似乎离观

众的生活都很远，但这部剧的题材却离观

众的现实很近。人们在看到这些案件展开

的过程中，都会问自己：如果是我遭遇了类

似情景，自己会怎么办，应该怎么办，行为如何得到法律“授

权”，选择会不会超出法律底线，如何在个人利益、他人权利、

法律许可之中找到最合理的“边界”，如何在情与理之间达

成平衡……正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底线》激发了观众的法

律意识、法律反省、法律认知，体现出一种法治启蒙的意义。

《底线》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启蒙效果，最重要的就是其

对典型案例的选择。剧中涉及的40来个案例，大多数都来

自近年来引起过社会广泛关注、广泛讨论的“现象级”事件。

例如第一集的“洛优优案”，网络主播与MCN公司劳动关

系的探讨，是对当下社会新问题的探讨；“雷星宇案”涉及正

当防卫的判罚；“醉酒坠楼，同桌担责”案例涉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中的“过错责任原则”；“江歌”案将对“过

错”“过失”的道德判决与法律判决进行了区分；“李芳凝案”

“符祥案”分别从男女视角讨论了“职场性骚扰”的司法实

践……这些案件大多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话题，不仅具

有观众热度，更重要的是具有司法典型性，体现了中国司法

改革的进程。观众通过这些案件，不仅看到了司法人员的公

正正直、崇德向善，看到了中国司法坚守法律底线、倡导公

序良俗的原则，同时也获得了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法律观

念的启迪，更加夯实了司法、道德、人性的底线。

《底线》是一部具有律政剧特点的司法行业剧。国内外

许多行业剧，大多会借助相对“陌生”的行业世界，构思一个

悬念强、冲突强、命运感强的强戏剧性故事。但《底线》却用

人物搭建故事、用案件串联人物，“大案套小案”，基本没有

贯穿始终的悬念性事件，主人公方远的情感命运也没有大

变化，许多案件都已经是来到法庭的结果而不是正在发生

的过程。与一般律政剧那种追求“强戏剧性”的类型化创作

方式不同，它更加开放、更加贴近现实，将“系列剧”的案件

串联与“连续剧”的人物关系融为一体，让现实的丰富性不

被过度的戏剧性所封闭，也不被单个故事的完整性所限制，

兼有了系列剧与连续剧的特点。观众看到的不是悬念的展

开，而是法官们如何依靠专业知识、从业经验、人性洞察能

力，在厘清事实的基础上，最终实现“成本最小、收效最大”

的“最优法律解决方案”。剧中许多案件过程的呈现，都来自

现实中的司法实践，其中既有对法律的坚守，也体现了社会

的温暖。

强戏剧性虽然难，但是像《底线》这样强现实性则更难。

它不能靠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故事去吸引观众，而要靠生

活本身的生动性、关联性、过程性去感染观众。所以，对于强

现实的剧来说，人物的真实、事件的真实、细节的真实、那种

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本身的真实，就成为创作的核心。在这

种强现实的叙事方式中，法官的日子没有一般律政剧中司

法执法的人员那种高高在上的“酷范儿”，也没有那种拥有

特权的超能力，甚至有时会显得一地鸡毛，他们收入不高、

工作很累、人际关系很烦、人情世故很纠结，用剧中的台词

来说，老百姓遇到不公平可以找法官说理，法官遇到了不公

平甚至都不知道该找谁去说理。法官宋羽霏在审判“雷星宇

案”时遭受网络暴力；庭长方远不仅要解决工作难题，还要

处理让人焦头烂额的家庭关系、孩子教育；年轻法官周亦安

受了委屈，也会萌生去律所挣钱的念头；叶芯一腔热血，却

处处都会碰到鸡毛蒜皮的泼冷水。民事诉讼那种剪不断理

还乱的烦琐，几乎成为全剧的底色。一向表演风格“高大上”

的靳东，在这部剧里从神态到肢体，从台词到表情，都努力

地与这种生活气息融为一体，成功塑造了方远这样一位基

层法官的形象。法官员额制、立案登记制、法官任职回避制

度，等等，也在剧中情节中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形成了一

种生活流的创作形态，包括方远和同事兼老友陈康的反唇

相讥的人际关系，法助王姐直爽八卦的性格等等，风趣、幽

默的轻喜剧风格与现实的酸甜苦辣融为一体，既是一种艺

术追求，也是生活的一种真实本色。离现实近些、近些、再近

些，使这部行业剧具备了现实主义的亲和力。

有评论者认为《底线》是一部有温度、有尺度、有厚度的

法治剧。我以为，该剧的温度在于它带有一种人文主义关

怀。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条款，而是推动人与人更加和谐相处

的工具。该剧的尺度在于，将公平公正看作法治核心，即便

在法治文化尚未成熟的社会中，在费孝通先生所谓传统的

“熟人社会”的困扰中，在老百姓知法守法意识尚未完全自

觉的现实中，法律底线依然神圣。而该剧的厚度则在于，它

也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中国社会法治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

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社会

关系、社会利益的错综复杂，人情社会与法治社会的价值观

错位，法律体系在巨大进步中还存在的正在改进的空白和

缝隙，从而使电视剧具有了法治题材的前瞻性和建设性。从

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部法治题材的电视剧，《底线》还只是

开始，我们期待更多的影视作品参与到中国新时代的建设

中，不仅体现“已然”的今天，而且探索“未然”的明天。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演员富大龙：任何角色的塑造
都应该以生活为基点

□本报记者 许 莹

9月19日至30日，由

中国国家画院主办，中国

国家画院创研规划处、《中

国美术报》社承办的“大道

不孤——2022年度中国

国家画院中青年艺术家

邀请展：天地人和·卢禹舜

作品展”在中国国家画院

明德楼三楼颂厅开展。本

次展览作为中国国家画

院“大道不孤”系列展

2022年的收官展，展出

了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卢禹

舜近年来创作的168件作

品，包括了“天地人和”“覆

天载地 四方八极 六合九

州 大道不孤 天下大同”

“观山海”“永远的敦煌”系

列和抗疫、黄河文化等主

题性创作以及部分国内

外写生作品。

作为当代“60后”美

术家代表，卢禹舜 2006

年调入中国画研究院（中

国国家画院前身）工作，

2009年开始任常务副院长，2020年11月任院长。他还是中国美协中国画艺术

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此次展览系统呈现了卢禹舜新时代以来，

尤其近五年来的创作。“2012年以后，我的创作重心越来越倾向于主题性创

作，主要是围绕国家重大的决策部署、重要的时间节点和重大的历史事件等展

开。”卢禹舜说。近年来，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的践行与探究过程中，卢禹舜重新深入到传统经典的文化典籍中寻找创新创

造的灵感，由此创作了一系列以其为母题的作品，比如，“逍遥游”“山海经”“永

远的敦煌”系列以及《黄河安澜 天下大穰》等作品，近两年，他还重点创作了庆

祝建党百年、抗疫题材、冬奥题材、喜迎二十大等重大主题性作品。

“卢禹舜的作品在绘画风格图示统一的前提下，力求丰富画面内在的表

现。”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表示，卢禹舜的作

品中传达出的似抽象又非抽象、既写实又不完全写实的这种时代精神力量值

得书画界进一步加以研究和认识。 （路斐斐）

大
道
不
孤—

—

天
地
人
和
·
卢
禹
舜
作
品
展
在
京
举
办

天地人和 百家和鸣 卢禹舜 作

电影电影《《周永开周永开》》剧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