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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尹力导演新作

《没有过不去的年》，感

动之余，从内心赞叹一

声：“我们需要这样有深

度有力度有温度的现实

主义佳作！”

大力倡导文艺表现

英模人物，为功勋奖章

获得者、为重大革命历

史和现实题材、为改革

开放和精准扶贫抒写，

这是为时代画像、立传、

明德所必须坚持的。但

文艺也不能忘怀平平凡

凡的民生民情，这也是

为时代画像、立传、明德

的重要内容，是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题中应有

之义。电影《没有过不

去的年》，显然是描写这

后一类生活的。它把镜

头聚焦一位平平凡凡、

年逾八旬的老太太宋宝

珍及其家人，在过年前

后十几天的生活遭际和

心路历程，讲述了一个

既催人泪下又激人奋进

的中国故事，令我回味

无穷，思之良久。

我想起了钱锺书先

生在《谈艺录》中辨析文

艺作品对生活的审美表

现有三个层次：一是“事

之法天”，即效法“天”之

原貌表现，旨在求真；二

是“定之胜天”，即不仅

表现了“天”之真，而且

还要对这真进行审美褒

贬评判，进而求善；三是

“心之通天”，即在求真

求善的基础上，将作家

艺术家主体心灵对客体

生活的独到思想、审美

发现与“天”相通一体，

最终求美，达到真善美

的统一。以此观《没有

过不去的年》，甚有所获。

这部电影的现实主义深度，正源于直面人生，求

真务实，细节取胜。它把作为审美对象的生活和人

当成整体来把握，兼容整合，不拔高虚饰，也不贬低

丑化。无论是北京的城市氛围还是洛杉矶的海外生

活，不论是黄山城里还是徽州乡下；也无论大儿子作

家王自亮的个性、人格、品貌、过错，还是二儿子环保

局副主任王自建的无奈、心术、悔过，抑或是大女儿

大学教师王向黎和二女儿质检员王向薇的言谈举

止，尤其是老太太宋宝珍的心路历程，都刻画得真真

切切、丝丝入扣。影片的真实性及其深度让观众迸

发“代入感”。我们或多或少都能从银幕照见自己的

身影和灵魂，从而产生出自省反思的鉴赏效应。

这部电影的现实主义力度，源于抑恶扬善的价

值观表达。宋宝珍形象是全片的精神引领者。这位

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二子二女养育成

人，厚德包容，循循善诱。在外，她是一名好教师。

在家，她是一位好母亲。她用一台用胶带补了又补、

已成文物的老风琴，教会一批又一批学生识简谱唱

新歌；她返乡给孙辈们带的礼物是“何事居穷道不

穷，乱时还与静时同。家山虽在干戈地，弟侄常修礼

乐风”的传家宝。这是多么可亲可敬的老人啊！老

家“家宴”一场戏，老人卖老屋分财产，决定分亲生子

女各 20 万元，余下 50 万元给学生兼干儿子佟元能治

癌症、治腿伤。影片对佟元能夫妇的描绘，着墨不

多，但笔笔见彩。他们的忠厚、尊老、重情，跃然银

幕。影片对贯穿全片的主要人物王自亮的形象塑

造，以辩证思维，以许多鲜活的生活细节，褒扬了他

正直的人格尊严和长子的责任心，又贬斥了他的感

情迷失和道德失范。剧中的其他人物，尽管自身在

道德和情感上有瑕疵，但最终在真善美的感召下，得

以净化精神。

这部电影的现实主义温度正源于以文化人，以

艺养心。影片确有对在市场经济大潮和物欲主义冲

击下，那种理想丧失、精神滑坡现象的深刻批判，但同

时注入了艺术家对剧中生活和人物充满善意和理解

的温情，促其向真向善向美的温度。现实主义的温度

也造就了现实主义的力量，影片洋溢的“真”“善”最终

形成了艺术表达的“美”。

下图为电影《没有过不去的年》剧照。

向
真
向
善
向
美
的
温
度

—
—
评
电
影
《
没
有
过
不
去
的
年
》

仲
呈
祥

湖南卫视播出的电视剧《江山如此多娇》是

一曲脱贫攻坚的颂歌。这部剧讲述了城市青年

濮泉生、沙鸥在湘西山村的奋斗故事。位于湘

西大山深处的碗米溪村，是一个长期贫困的山

村。在沉重的现实面前，要完成从物质到精神，

从生活到观念的全面改变，绝非一朝一夕的事。

这部剧生动说明，扶贫要通过扶智与扶志

生发力量。扶智与扶志，说到底是改变人心。

濮泉生来到碗米溪的第一天，一场在山洪暴发

之际即将开始的斗牛围观差点酿成人祸。自

此，濮泉生几乎每天都遇到这样的冲突。他要

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最大阻力常常来自村

里的男女老少。这里有麻长顺这样的懒汉，也

有田老八这样玩世不恭、游手好闲的人；有电喇

叭这样的“悍妇”，也有喜妹这样热爱生活的年

轻人。碗米溪的乡情，有如山区里变幻不定的

天气，时而荡漾着恬静，时而搅动着风云；时而

山上山下亲情浓得化不开，时而一家人闹得不

可开交。濮泉生一下子掉进一团乱麻中，如何

梳理，如何摆平，书本里没有，经验中缺少。他

和自愿从省城来支援的沙鸥，怀着一颗热烈、无

私的心投入碗米溪的扶贫工作。濮泉生的身上

既有薪火相传的意志，也有实践中练就的能力，

还有勇于奉献的品格。

全剧故事鲜活生动，充盈着既有烟火气又

充满矛盾纠葛的故事。故事还略带轻度的喜

感，让人观之亲切、温暖、有趣。

办好村集体的桑植产业，将麻长顺这样的

懒汉变成养蜂能手，想尽办法促进产业发展。

濮泉生和沙鸥带领乡亲们真正改变贫穷落后的

生活，以实实在在的成绩让村民感受到党和政

府的温暖，感受到脱贫攻坚带来的成效。可以

说，这是一部描画乡村生活景象，同时更有劳动

生产场景的电视剧。

濮泉生始终保持对传统乡村文化的尊重，

以极大的耐心面对纠纷和矛盾。这样的态度，

使青年干部与农民群众情感上打成一片，从观

念上的冲突、做事上的分歧，到最后成为水乳交

融的共同体，他们的理想和目标逐渐趋同。

剧中每一集都以“创作札记”的方式作为收

束，来自扶贫一线的真实人物、真实场景、真实

感受，以集束的方式传递给观众，同时也增加了

剧中故事的可信度。

全剧结尾富有寓意。高速公路的隧道打通

了大山深处的碗米溪与外面的世界，一个更加

精彩的世界和更加美好的碗米溪同时呈现。扑

面而来的湘西风光让人愉悦，古老土地的未来

发展，更让人满怀期待。

扶智与扶志 生发新力量
阎晶明

①

开栏的话

今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

久弥坚。一部部红色文艺经典，刻印着一代又一代优秀中华儿女接续奋斗、

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先进事迹，刻印着百年大党的梦想与追求、情怀与担

当。本版今日起开设“品味红色经典”栏目，讲述红色经典的魅力，分享“我”

与红色经典的故事，还原记忆中的经典作品、经典形象，为奋斗新征程凝聚

精神力量。

欢迎广大读者投稿，篇幅在 2000 字以内。

投稿邮箱：rmrbhsjd@163.com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

这首广为传唱的《工农兵联合起来》，生动

表现了 20 世纪 20 年代革命者的豪情，从大型音

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唱到了家喻户晓的电影

《大浪淘沙》。

我参加《大浪淘沙》拍摄是 1963 年。因为

各种原因，电影一度停拍，直到 1965 年才完成

拍摄，1977 年同观众见面。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大革命时期的电

影，讲了 4 个年轻人在革命大潮中追求、奋斗和

分化的故事：1925 年，青年靳恭绶、顾达明、杨

如宽，与在途中救起的逃婚的余宏奎，一同进了

山东师范学校。在这里，他们在共产党员赵锦

章老师的启发教导下，开始接触革命活动，并作

出不同的人生选择。在大革命的风口浪尖，有

的人投身革命，有的人却投降了敌人。影片中，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党员形象被生动地塑造

出来，令人感动和难忘。

正如有评论提出的，《大浪淘沙》遵循现实

主义原则，真实再现了大革命前后风云变幻的

历史画面。编导者让主人公在复杂、险恶的环

境中探索、追求、拼搏，在革命浪潮中接受历史

的筛选，并以不同结局表明：中国青年只有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才是

希望之所在。

《大浪淘沙》根据朱道南口述、于炳坤整理

的革命回忆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改编。影片

拍摄前，我与时任上海市房管局党委书记的朱

道南已经相识。他是早在 1927 年就加入中国

共产党的老革命，亲身经历了“马日事变”“广州

起义”。《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写的就是他和战友

们早年参加革命的斗争经历。

导演伊琳是我在东北电影制片厂的老战

友、老同事。他是我领悟电影艺术的启蒙老师

和入党介绍人。他认为男主角靳恭绶无论外形

还是性格都适合我来演，千方百计把我借调到

珠江电影制片厂。

初稿剧本名为《在洪流中》，由伊琳联合朱

道南和于炳坤改编，打磨到第五稿后叫《革命洪

流》。在改编中，伊琳独辟蹊径地以四兄弟结拜

为引头，与原来写实的回忆录主要情节出入很

大。夏衍看过剧本后，建议以剧中几个青年人

的不同人生道路来明确片名，最后以“大浪淘沙

始到金”为立意，定名为《大浪淘沙》。

来 到 珠 影 厂 后 ，我 按 照 伊 琳 导 演 的 悉 心

指 导 ，对 塑 造 靳 恭 绶 下 了 不 少 功 夫 。 我 拍 这

部 戏 时 32 岁 ，全 部 拍 完 35 岁 。 按 理 说 ，跟 剧

中男主角实际的年龄差距不小。为了让自己

显得年轻，我每天一大早起床，就围着大院跑

步，加强体能锻炼。有一次，拍了一整天戏，

我们个个饿得头昏眼花。扮演老大哥的简瑞

超，从河里摸了很多鱼，大家赶紧用脸盆装起

来，捡些杂草干枝，架起来用火炖熟，才美美

饱餐了一顿。

我们的外景拍摄去过长沙、济南、青岛、武

汉等故事发生地。影片中收回英租界的戏，是

在天津五大道拍摄的，因为实际的地方早已不

是往昔模样。这场戏场面很大，要求现场参加

的群众很多。天津有关方面特地批准封锁了五

大道的半条街，置景工人连夜布置成当年的汉

口江岸海关。除了群演，天津各文艺团体的许

多演员都出了镜。

在济南拍戏时，有一场戏需要马队，济南找

不到，就从边防部队调来 8 匹军马实拍。经过

导演的设定，再加上后期制作时镜头剪接的处

理，似乎有数十匹马出现一样。我在济南老火

车站讲演的虚化出场，就一两个有效镜头，也是

折腾了大半天。伊琳导演的要求实在严格。

到 1964 年 9 月，《大浪淘沙》的第一批样片

冲洗出来，开头和结尾的部分外景都没有拍。

这时候，我突然双眼看不见东西了！

那天正是拍“马日事变”的戏。我背着史进

扮演的受了伤的老师赵锦章，一层层逃过叛军

的严密追捕，来到一处废弃仓库。很快叛军追

杀过来，我赶忙打开窗户，想拼死把赵锦章背出

去，可窗口被一根根铁条焊死了。

实拍的铁条是用橡皮制作的道具，我必须

做出很使劲的样子。那时，在窗外的镜头正对

着我，我绷着脸，咬着牙，铆足力气扭弯铁条。

只感觉，血往头部一个劲儿地翻涌，我就两眼冒

金星，晕倒了。更糟糕的是，头脑很清醒，知道

大伙纷纷来扶我，却什么也看不见。

后来医生说，这是连日劳累，又严重缺乏正

常的营养供给而出现的眼盲，经过一段时间调

养，可以恢复正常视力。卧床休息，短期内又不

能拍戏，我们的拍摄只好延后。

细心的观众能够发现，我在这部电影里，不

同的场景，甚至相同连贯的情节中，胖瘦明显不

一样，就是反反复复重新拍摄的缘故。感谢摄

影师煞费苦心，用不同的机位和角度，尽可能地

缩小差距。

《大浪淘沙》从改编、拍摄直到修改发行，可

谓一波三折。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影片的拍摄

和修改，陶铸同志曾 4 次亲临指导。在有关领

导的建议下，我们认识到，电影虽然是讲述历

史，但故事片完全不同于纪录片，一定要综合，

要取舍，要艺术加工，不必拘泥于历史事件，电

影艺术化才好看。

早在影片开拍时，剧组就以集体的名义写

信给陶铸同志。我们这个戏，写的是 1925 年

的事情，而陶铸同志参加过 1927 年的广州起

义。故事不一样，年代大致相同，我们想请他

讲讲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后来，陶铸同志来

到珠影厂，畅谈了他当年参加革命的情况、广

州起义的亲历，还介绍了反映当时武装斗争的

回忆录、中短篇小说及文章，建议大家抽空看

看，提升塑造角色的水平。

1965 年 12 月底，摄制组如期完成任务时，

我已经回到北京。随后就听伊琳导演打来长途

电话说，样片长达两个小时，多位领导一起到珠

影厂看片。有领导提出，靳恭绶救赵锦章一段，

“不要把我们的英雄人物写成‘大力士’，可以改

为用枪托砸窗户，或者用其他的肢体动作来铺

垫”。听伊琳导演讲到这里时，我不禁百感交

集，为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感动，也做好准备再

赴珠影补拍。

对于这部戏，我是经过 3 年漫长的陪伴才

终于完成，自然非常关注事情进展。后来，我

得知周总理也看了样片，并提出很细致的修改

意见。

也许是应验了《大浪淘沙》的片名，这部戏

反反复复修改，我也十几次来珠影补拍，最终成

片一个半小时左右。1977 年 3 月，历经千锤百

炼，《大浪淘沙》终于与观众见面！

有 统 计 说 ，当 年《大 浪 淘 沙》的 观 影 人 次

有 20 亿之多。人民日报刊登的观众评价说：

“ 影 片 生 动 形 象 地 告 诉 我 们 ：大 江 东 去 浪 淘

沙 ，革 命 的 洪 流 中 也 总 是 有 人 落 荒 ，有 人 叛

变。自然，也更有人迎风斗浪，一步一个脚印

地走向胜利的彼岸……长河不止，浪花不灭，

有着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大浪淘沙是历史的

必然，大浪淘沙是革命的真理。”这是我们想

传达的理念。

（作者为电影艺术家，刘澍整理）

图 片 自 上 而 下 分 别 为 电 影 文 学 剧 本《大

浪淘沙》封面、电影《大浪淘沙》剧照、回忆录

《在 大 革 命 的 洪 流 中》封 面 、连 环 画《大 浪 淘

沙》封面。

制图：蔡华伟

大浪淘沙始到金
于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