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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曾经67次成功扮演周恩来总理的表演

艺术家刘劲首次执导并再次主演的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献礼影片《周恩来回延安》于近日

热映。影片由唐国强、卢奇、黄薇等实力演员出

演，并邀请吴卫东导演联合执导。

影片以1973年6月，已重病在身的周恩来

总理，因陪同越南访华代表团访问，带着对老区

人民的深厚感情，回到阔别26年的延安为线

索，讲述了周恩来总理在延安22个小时的行程

经历。同时还采用闪回、插叙、时空交叉等手法，

将历史与现实打通，穿插贯连了红军长征到达

陕北、西安事变、延安抗战、大生产运动、解放战

争、第一次告别延安、重回延安等各个不同历史

时期中，周恩来总理与延安、与老区人民结下深

厚情谊的整个历史纵线，艺术再现了周恩来总

理天下为公、以身许国的崇高精神，表达了周总

理以人民至上，把百姓放在心头的伟大情怀和

对老区人民的一片深情，深刻诠释了“人民总理

为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的至理名言与中国共

产党人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深刻诠释了中

国共产党立党为民的初衷，也揭示出“延安精

神”中的“人民精神”这一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

的根本精髓。

遵循史实，真实反映周总理回延安的22个
小时，艺术地再现历史、艺术地还原周恩来总理
的百姓情怀和对老区人民的真挚情感，以真实
感动人，以真情打动人，是这部电影作品艺术感
染力的核心所在。

影片拉开序幕，就是头发花白、面带倦容，

脸上的老年斑清晰可见的周恩来总理重病在

身，仍坚持卧床办公，抱病工作的经典场景。紧

接着就是起床后去卫生间的路上，走路带风，工

作人员一路小跑紧跟，不停汇报请示工作，在除

办公室、卧室之外的“第三办公室”——卫生间

办公的情形，真实再现了总理日理万机、大公无

私的精神。

影片还再现了总理与越南代表团通宵会谈

援助工作，邓小平同志细数周总理为克服疲倦，

一夜数十次擦热毛巾，工作人员只能用茶杯装

玉米糊让总理吃饭的历史真实，并由此引出周

总理回延安的历史背景。期间还插入总理在卫

生间洗脸台前看到自己满脸病容、疲态，脸部老

年斑明显、尿血，邓大姐含泪请求医护人员为总

理治病的真实情节。此场景在片尾总理离开延

安前再次出现，表现出总理为国家和人民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

回延安，是全片的叙事中心。总理陪同外宾

到访延安只有短短的22个小时，影片没有按时

间顺序流水账式地叙述，而是精心选取了“延安

机场接机”、“陪同外宾参观”、“请老邻居吃小米

饭”、“看望曹大嫂”、“群众抬车”、“接见勉励知

青代表和公社大队代表”、“与延安地委同志吃

饭委托改变延安面貌心愿”、“送别总理”等典型

情节。历史与现实平行交叉推进，集中表达了总

理情系人民，人民爱戴总理的真实情感，还原出

一个全面、立体的周总理人物形象。

影片以小见大，视角独特，从小角度切入反
映大题材，在重大主题创作上有创新突破。

周恩来总理被人们称为“人民的总理”。作

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之一，他是被全世

界敬仰、颂扬的一代伟人。影片不同于以往重大

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把领袖人物置于宏观

视角、重大事件的惯常做法，而是以小角度切

入，以周恩来总理的个人视角，回顾了他在延安

13年的重大历史事件片段，反映他重回延安22

小时的点点滴滴，通过他与延安老区人民、干部

群众、北京知青、身边工作人员等人物群像的关

系刻画，表现出周恩来总理情系人民、心系人

民，对国家和人民无私忘我、义薄云天的博大情

怀，对老区人民的赤子之心和深情厚意，讴歌了

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血肉相连、不忘初心、不懈

奋斗的伟大精神。

演员表演精湛，举手投足之间使得人物入
木三分。

纵观整部电影，演员的表演真实自然、朴实

生动、感情真挚。尤其是刘劲、唐国强、卢奇、黄

薇等几位表演艺术家，通过神情、动作、表情等，

展现出对各自角色的深刻理解。其中，作为曾经

67次扮演周恩来总理的表演艺术家刘劲，他扮

演的总理形象经历了从法国勤工俭学、参加大

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文

革”等各个历史时期，人物年龄横跨青年、中年、

老年等不同历史时期，成为观众认可度高、同时

也深受观众欢迎和喜爱的总理形象。此次刘劲

在影片中出演的周总理，无论从化妆造型还是

表演功力来看，都实现了他饰演总理形象的新

突破，是他20多年来艺术积淀和因扮演总理而

深深了解认识总理，进而无限热爱总理的情感

认知与积累的一次总的爆发，刘劲把生命最后

两年多时间的周恩来总理，对国家和人民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的周恩来总理，把一贯将人民放

在心里、对延安老区人民心怀特殊情感的周恩

来总理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除此之外，影片在服装、化妆、道具、置景、

音乐等方面也下足了功夫，为全片的真实再现

起到了支撑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片中音乐

紧紧围绕主题，恰如其分地渲染烘托出延安人

民与周总理依依不舍的感人氛围，起到了“催泪

弹”的效果。

据悉，影片在延安拍摄期间，得到各级、各界、

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延安地区的老百姓对

影片拍摄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从中我们可以看

到，尤其是陕北革命老区的人民，对周恩来总理等

老一代国家领导人和党的真诚爱戴与拥护。

在新中国建立70周年之际，电影《周恩来

回延安》再次向人们昭示出这样的真谛：谁把人

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永远把谁记在心里！从这个

意义上说，电影《周恩来回延安》不啻是中国共

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宣言，也是人民为总理立

下的一块丰碑。

谁把人民放在心上谁把人民放在心上，，
人民就永远把谁记在心里人民就永远把谁记在心里

————评电影评电影《《周恩来回延安周恩来回延安》》 □□欧阳子君欧阳子君

48集电视剧《破冰行动》以李飞

父子的缉毒行动为双线索，讲述了两

代缉毒警察为缉毒事业奉献青春、热

血与生命的故事。该剧一经播出就引

发了强烈关注，原因之一是该剧是依

据2013年12月广东省公安厅组织开

展“雷霆扫毒”这一惊天大案改编而

成，打破了虚拟和现实之间的壁垒，完

全不同于以往影视作品的想象叙事。

其二则缘于该剧上乘的视听感受、巧

妙的悬念设置、多线烧脑的叙事手法

以及可圈可点的精湛演技，被观众誉

为“硬核大剧”，在今年上半年的电视

剧市场中表现亮眼。

作为与古装剧、家庭伦理剧并称

为中国早期电视剧市场“三驾马车”之

一的涉案剧，于上个世纪末开始出现，

本世纪初形成热潮。但伴随着部分影

视作品创作思路、审美趣味以及价值

导向出现偏差，在2004年行政干预之

后势头趋缓。沉寂8年后，在2012年

以《湄公河大案》重回大众视野，稳步

发展，显露出鲜明的类型叙事和风格

化特点，同时在创作内容上又逐渐细

分为缉毒类、刑侦类与剧情类等多种

题材。

涉案剧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推动国家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教

育问题上的正效应有目共睹，但在其

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从

情节设计来说，部分涉案剧对作案过

程过细、过度的展示易影响社会稳定，

效仿犯罪的现实悲剧屡屡发生。从人

物形象上来说，所谓“好人不好，坏人

不坏”的人性创作法则易误导观众认

知，激发对于剧中反面人物的同情、惋

惜甚至是崇拜、模仿。从艺术表现手法上来说，暴

力、色情内容的展示尺度也曾被不少学者和评论家

诟病。

因而，《破冰行动》既携有改编自真实案件的先

天优势，也面临着数十年历史发展中遗留下来的创

作雷区。一方面，《破冰行动》是成功的，在叙事策

略、人物设计、艺术表现等诸多方面的创新尝试为涉

案剧的类型化创作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以该剧前4集为例，仅是有戏份的出场人物就

多达三四十个，人物关系盘根错节，既展现了案情的

复杂和侦破难度，也为后续的故事发展建构了合理

空间。同时，该剧也摆脱了传统的英雄叙事模式和

高大全的正面人物塑造手法。在创作中忠实地遵循

着环境改变人、塑造人的原则，让人物自发生长，但

同时又坚持着艺术表现事物本质的初衷。

“警二代”李飞的母亲曾是禁毒局副局长李维民

的下属，其母死后李父失踪，李飞由李维民抚养长

大。李飞生父赵嘉良因为卧底身份，与儿子长达20

年无法相认。在父母为缉毒事业牺牲了亲情和生命

的同时，李飞的同事兼好友宋杨在毒贩的圈套中殉

职，李飞也因此被停职。黑警未明，毒瘤未除，稚嫩、

冲动又鲁莽的李飞几乎是用整个生命在侦查。这其

中既有痛失好友的悲伤，信仰受挫的愤怒，被设局陷

害的委屈，更有伸张正义的孤勇。随着剧情的发展，

李飞逐渐蜕变成一名成熟、机智、沉着的缉

毒警察。而正是因为他的成长才带来了案

情的抽丝剥茧，这与以往缉毒剧的事件先

行、人物走在后面的传统叙事完全不同。

纵观全剧，不仅仅是李飞，宋杨的前女友护

士陈珂、女特警马雯均属于成长型角色，不

甚完美但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更显真实可

信，观众的代入感和认同感也更强。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除了塑造林耀东、

林耀华等心狠手辣、冷酷无情的大毒枭，还

塑造了林水伯和伍仔这一类在吸毒、贩毒

中沉沦，看似毫不起眼但却最发人深省的

小人物。林水伯原本是东山中学的语文老

师，为了劝服儿子戒毒而以身试毒，却再也

无法戒掉，最终被赶出学校，拾荒流浪。林

水伯满屋子的奖状将其辉煌的职业生涯与

落魄的现实生活呈现出最为鲜明直观的对

比，这些桥段的设计极具涵化效果，其警示

作用不言而喻。伍仔则是因为原生家庭缺失，早早

辍学，最终走上贩毒邪路。而林水伯和伍仔在相处

中迸发出的人性微光也拔高了观众对缉毒工作的认

知：毒品问题不仅仅是个体的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缉毒禁毒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多线叙事和密集的强情节设计也是该剧的一大

亮点。缜密的悬念先置、精巧的剧情设计、恰当的生

活和情感逻辑，让观众既入乎其内，又外乎其中。故

事的情节发展和人物的行为抉择既在情理之中，又

在意料之外，给观众搭造了较好的审美填空和叙事

召唤空间。

在内容创作上，该剧不回避现实。一方面直面

黑警、保护伞以及官员与毒贩相互勾结等敏感问

题。另一方面也不回避基层缉毒警察这一群体的生

存状况。第18集中，喜怒不形于色的禁毒大队长蔡

永强谈及同事时哽咽落泪：缉毒警察在微薄收入的

窘迫现实面前，还得抵制各种金钱、资源、情色诱惑，

防范涉毒黑恶势力随时随地的人身威胁。缉毒警们

完全是以感情、生活，甚至以生命为代价在战斗。观

剧及此，肃然起敬之意油然而生……

另一方面，《破冰行动》也存在着讨好市场、主题

先行、人设脸谱化的不足之处。例如该剧在选角上

延续了老戏骨搭小鲜肉的常见模式，脚踩演技和流

量两条船，启用演技扎实的老演员给流量明星配

戏。同时，该剧也充分利用了

观众先入为主的既有印象，用

以降低口碑扑街的收视风险。

本剧中大毒枭、族长林耀东的

扮演者正是缉毒剧《猎毒人》中

饰演大毒枭楚天南的王劲松；

反腐剧《人民的名义》中达康书

记的扮演者吴刚，在该剧饰演

同样立场的缉毒局长李维民；

年轻缉毒警李飞的扮演者黄景

瑜在电影《红海行动》中饰演冷

静沉稳的狙击手顾顺。除此之

外，陈珂与李飞之间过重的情

愫戏也有讨好女性观众之嫌。

主题先行则表现在正面

人物命运走向不符合逻辑或

刻意拔高，卧底赵嘉良的死便

是如此，有消费悲伤、迎合崇

高之嫌。

同时，剧中女性角色的书

写几乎从属于男性叙事主题，

角色塑造有平面化倾向。例如缉毒小组副组长左云

由公安部抽调安排配合李维民展开专项缉毒行动，

但不论是在决策还是具体行动中，左云的话语权和

存在感都较低。而公安局长马云波的妻子于慧的人

设似乎也只是作为警示而存在，她在义无反顾地为

丈夫挡下上百颗子弹后，却因镇痛买毒吸毒，最终投

海自尽。

总的来说，《破冰行动》在把握主流价值观的前

提下对人性的深度探讨是值得肯定的。马云波从

最初的缉毒英雄到制毒集团的保护伞，其腐化的过

程可悲、可叹也可恨。这个人物既有自甘堕落，也

有挣扎无奈，他在爱人与正义之间的每一次艰难抉

择都是人性的拷问。剧末马云波的忏悔信又何尝

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补赎！借由马云波这个

多棱镜，观众得以窥见人性的灰度和复杂，也使得

该剧更具现实意义。走正道、谋正业，善恶有报、

正义永存的价值观正是通过《破冰行动》中缉毒警

的人物群像得以生动诠释，他们抱持着对党和国家

的坚定信仰，舍生忘死、除暴安良，真正书写出“石

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的崇

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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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影协、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主办的电影《音乐家》

研讨会6月12日在京举行。影片讲述了

音乐家冼星海于二战期间辗转来到阿拉

木图，在极端寒冷和饥饿的残酷环境下得

到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救助的故事，彰显了

中哈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据导演西尔扎

提·牙合甫介绍，该片主创团队在中哈两

国实地走访，收集与冼星海有关的一手资

料，摄制组辗转中哈俄三地拍摄，前后历

时近5年，先后有两万人参与拍摄。

与会专家认为，该片“很新鲜、很感

人、很震撼”，是对冼星海人生经历的一次

艺术新发现、对冼星海精神和人格的一次

新发现，也是新形势下中外合拍片的一部

优秀作品。该片具有史诗气质和国际视

野，不仅展现了冼星海的爱国主义情怀，

而且表现了艺术在战争背景下，在不同民

族之间交往、沟通、融合的作用。有专家表

示，该片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音乐

片，但却具有音乐片的风采与魅力，给人

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和享受，特别是在塑

造饱满的人物、再现历史的特定性的过程

中，音乐发挥了重要的叙事和表意作用。

而在内容层面，该片完成了跨时空的对

话，这个跨时空既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

同时也是今天的“两个女儿”跟过去的历

史，为传记片的拍摄提供了宝贵案例。此

外，专家建议，冼星海在哈创作的作品应

该多提及；影片应该将音乐作为主要叙事

内容，体现音乐家冼星海的主旋律，而不

只是关注其人生经历。 （余 非）

电影《音乐家》：

对冼星海精神和人格的一次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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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由中国视协、中央新影集

团、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文化和

旅游厅、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临沧市人民

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亚洲微电影艺术

节启动仪式在京举行。亚洲微电影艺术节

已成功举办6届，本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

将于2019年11月6日至8日在云南省临

沧市举办。

亚洲微电影艺术节以“亚洲风·中国

梦·临沧情”为主题，以“全国有品牌、亚

洲有影响、世界有声音、社会有美誉、经

济有回报”为主旨，以表彰亚洲各国优秀

微电影作品及影视人员，鼓励亚洲各国

影视艺术创作多出精品，繁荣亚洲各国

影视艺术事业，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健

康发展。首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 2013

年在云南省临沧市举办并永久落地临

沧。因临沧境内独自坐拥中国独具特色

的珍稀植物——长翅秋海棠，故设立“金

海棠奖”为亚洲微电影艺术节最高奖

项。6年来，亚洲微电影艺术节共征集

到世界各地1.7万多部参赛作品。启动

仪式上公布了组委会、评委会名单，发布

了文化扶贫微电影，并为斯琴高娃、陆树

铭等亚洲微电影艺术节形象大使暨临沧

市旅游形象大使颁发聘书，举行了组委

会旗、评委会旗的授旗、接旗仪式。据

悉，第七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征集作品

通知已于中国视协官方网站发布。

（许 莹）

第七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在京启动

6月20日，为新中国70周年献礼，以

影像记录共和国的亲历者、建设者在历经

社会变迁时的个人记忆的百人百集纪录

片作品《共和国建设者口述实录》创作研

讨会在京举行，研讨会由中国视协主办。

《共和国建设者口述实录》是由中国传媒

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泰康健投联合出品，

由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

“影像行动力训练营”负责具体制作。据该

片总导演、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张

雅欣介绍，《共和国建设者口述实录》是以

口述历史的方式，连接起国家、家庭和个

人的关系，不仅将共和国建设者们逝去的

青春故事再度拉回历史舞台，同时也能够

在斑斓的个人记忆中窥见时代掠影，具有

强烈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

专家学者们从主题立意、拍摄制作等

不同角度，对《共和国建设者口述实录》进

行了分析、评价。他们认为，该片在纪录片

格调和市场化植入之间，做到了不偏不

倚，通过把个体记忆融入社会记忆的方

式，用共和国亲历者的事迹串联起整个国

家的记忆，能够帮助后人清晰地触摸历

史、传承历史。与以往叙事风格偏厚重的

口述历史题材纪录片不同，该片不仅叙述

的层次更加丰富，空间更加开阔，其剪辑

方式和叙述语态也与画面形成互动关系，

充满青春气息，非常适合移动端的传播。

中国视协主席胡占凡在最后的总结中表

示，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作品，

《共和国建设者口述实录》主题积极，该片

以共和国建设者为表现对象，具有鲜明的

时代意义。

（视 讯）

《共和国建设者口述实录》
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