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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江山就

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

是人民的心。”连日来，我反复领悟这句话。电

影是心灵的工程，艺术地呈现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让银幕上的党员形象感动人心、

激励人心，让银幕成为党与人民的连心桥，是

我写剧本的初衷。

雷锋精神“回家”了

1973 年我在部队入党，雷锋是我们沈阳

军区学习的模范。雷锋是怎样牺牲的？一个

谜题曾长期萦绕我心。直到 1995 年的一天，

我从报纸消息上发现了一个叫乔安山的人。

多次前往辽宁铁岭，采访雷锋生前的战友乔安

山、庞春学、于泉洋、田生绵之后，我写成了电

影剧本《离开雷锋的日子》。

乔安山说，在认识雷锋以前，他“长到那么

大个子，就昏昏地活着”。18 岁那年，雷锋走

进了他的生命，也影响了他的一生。雷锋离世

之后，乔安山一直默默无闻做好事，送迷路孩

子回家，照顾孤寡老人，献血、捐款、劝架、救

火、抓小偷……这是一种信仰和追随。《离开雷

锋的日子》用 4 个小故事完成了雷锋精神没有

离开我们的讲述。看完样片，泪流满面的乔安

山握着我和导演雷献禾的手说：“你们让班长

的精神‘回家’了！”

影片公映后，57 岁的乔安山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雷锋精神与观众心灵产生了强烈共

振，北京有 185 万人走进了影院。北京地质礼

堂经理陈淑萍告诉我，整整一个月，她每天租

用 5 辆大客车去学校运送学生往返影院看电

影。如今 20 多年过去，很多当年的学生已成

为家长，又引导着自己的孩子看这部学雷锋做

好事的电影。

孔繁森从山东聊城黄河平原调到西藏海

拔 4500 米的阿里高原工作，这位厅级干部背

着药箱，给藏区牧民送医送药，自己经济不富

裕还收养了两名藏族孤儿。写《孔繁森》剧本

时，我访问了多位孔繁森的亲人。他的儿子孔

杰告诉我，给父亲收拾遗物时，没有一个存折，

兜里只有 8 元 6 角钱，有一个大箱子，里边装满

藏民送给他的上千条哈达。电影中展现的无

数条哈达，就是他连接藏族同胞心灵的纽带。

写电影《生死牛玉儒》，在呼和浩特采访

时，一位市民对我说：“我们评价干部就一把尺

子 ，看 他 是 为 自 己 捞 好 处 ，还 是 为 百 姓 谋 利

益。就凭牛书记给我们退休人员每月涨 100
元工资，你也得写这部电影。”写共产党人的故

事，需要紧紧抓住“党群关系”做文章。牛玉儒

身患癌症，却关心着牧民饲养的奶牛，他知道

奶牛患病会影响产奶量，少产一吨奶，牧民就

少收入 1700 多元……这些在生活中发掘的真

实细节，生动展示共产党人置群众利益高于一

切的党性。

“一支蜡烛两头点，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蒋筑英 43 岁病逝在检测太空望远镜的科

研岗位上，是被追认为党员的中年科学家。创

作电影《蒋筑英》剧本，我采访了 60 多人，特别

是两次采访他的导师王大珩。这位“两弹一星

功勋奖章”获得者、我国近代光学工程的重要

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为中国在

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奋斗了一生。

我至今记得他说的话：“只有当‘我为人人大于

人人为我’，这个社会才能进步和发展。”王大

珩的理想，深刻影响着蒋筑英。为了让中国光

学技术赶超世界水平，蒋筑英鞠躬尽瘁。他

说：“我要一支蜡烛两头点，燃烧自己，照亮别

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陌生领域从无到

有进行探索，在高端技术空白地带白手起家，

向着遥远太空一次次进发。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因为党培养了一批批像王大珩、蒋筑英

那样爱党爱国的科学家。我怀着惋惜之情、流

着泪写完这个剧本。

我还写过电影《许海峰的枪》。为什么取

这个片名？ 1984 年 7 月 29 日，第二十三届奥

林匹克运动会上，许海峰在与各国强手竞射中

拿下第一枚金牌，实现中国奥运史上零的突

破。这枚金牌意义重大，它抒发了改革开放后

中国人敢于参与国际竞争的自信。但很多人

并不了解，许海峰是从安徽省和县新桥供销社

一个卖化肥的供销员，逐渐成长为一名奥运冠

军。置身他当年工作的仓库里，我仿佛看到他

百折不挠、苦练枪法、咬住目标、坚守理想，一

步步走向奥运最高奖台。我意识到，许海峰的

故事代表了中国奥运健儿敢于拼搏的精神，也

将鼓舞亿万中华儿女的心。

他们是群众的知心人

守住人民的心，还要讲好共产党取信于民

的故事。在上海山阴路 145 弄，我曾听曾联松

讲述在阁楼上设计国旗的往事。1949 年 7 月，

《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歌谱的启事》发

出，曾联松决意参与投稿。有人劝他：“共产党

打下的江山，一国之旗怎么会让你来设计？”32
岁的上海市民曾联松不相信，他把设计好的五

星红旗的图案寄往北京。在 2929 幅图案中，

曾联松的设计方案经过人民政协会议民主协

商投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电影《共

和国之旗》讲述的就是一个平凡人和一面国旗

的故事。

电影《建国大业》是我担任多年全国政协

委员有感而发的创作，依据 1948 年中共中央

发布的“五一口号”。我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

庄旧址，强烈感受到毛泽东同志和中共领导人

的政治魄力和伟大胸怀。《建国大业》作为新中

国成立 60 周年的献礼片上映，激发全民爱国

热情。

守住人民的心，就是要展现党的根基在

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被誉为“新

时 期 公 正 为 民 的 好 法 官 、敢 于 担 当 的 好 干

部 ”的 上 海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原 副 院 长 邹 碧

华，47 岁时突发心脏病，殉职在司法改革的

工作中。他的事迹很快传开，最高法影视中

心邀请我参与剧本创作。我认为，要到生活

中 找 到 人 物 的 精 神 支 点 。 在 邹 碧 华 的 出 生

地 江 西 省 奉 新 县 下 塘 村 ，乡 亲 告 诉 我 ，他 7
岁 时 还 不 会 说 话 ，带 他 长 大 的 外 婆 是 个 哑

巴，他后来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在奉新县

中学，我找到他的班主任老师，80 岁的老师

讲起邹碧华邀请他到上海去治病，竖起大拇

指夸奖说：“邹碧华是有良心的人。”这位普

通 人 家 出 身 的 法 官 ，始 终 保 持 与 人 民 的 情

感 ，所 以 他 才 能 不 怕 麻 烦 ，解 决 处 理 群 众 多

年 上 访 的 案 件 ，率 先 提 出《法 官 尊 重 律 师 十

条 意 见》，赢 得 民 心 。 特 别 是 他 主 持 起 草 了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 实 施 方 案》，为 全 国 司 法 改 革 做 先 行 试

点。改革方案遇到阻力和压力时，邹碧华带

着 起 草 小 组 参 观 中 共 一 大 会 址 。 站 在 一 大

会址前，我感悟到，这位“改革先锋”的精神

支 柱 就 来 自 共 产 党 员 的 初 心 使 命 。 邹 碧 华

逝 世 后 ，有 4 万 余 人 在 网 络 上 献 花 点 蜡 ，

3000 余人自发参加他的遗体告别，这是人民

群众对一位优秀共产党员的由衷不舍。

我用电影致敬我们亲爱的同志，怀着崇敬

的心情深入生活、探访他们崇高精神的动力源

泉。我被他们的心灵感动着，也努力用银幕作

品塑造他们的艺术形象，传递他们的精神力

量。共产党员都有鲜明的个性，但他们都以为

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初心和使命，他

们乐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们的形象代表

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雷锋、乔安山、蒋筑

英、王大珩、孔繁森、牛玉儒、尚秀云、雷经天、

许海峰、曾联松、邹碧华等，这些我写过的优秀

共产党员，他们是群众的知心人，发挥了共产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作者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

用电影展现优秀共产党员的风采
王兴东

“三湾改编”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重要事

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这

一事件被改编为电影《三湾改编》，与广大观众

见面。

电影《三湾改编》讲述了 1927年秋收起义失

败后，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三湾

改编”，创立“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原则，

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故事。影片不仅仅

着眼于会议本身，而是叙述了从攻打长沙到走

上井冈山的这一历史时段。攻打长沙失败，意

味着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攻占大城市获得

胜利的革命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共产党必

须寻找另外的道路；走上井冈山，意味着中国共

产党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适合中国国情

的革命道路。“三湾改编”正是在这一关键时期

召开的关键会议，影片着眼于此，便回到了历史

现场，把握革命发展的脉络，在历史大格局之下

再现“三湾改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影片开头的枪战场面颇为激烈，但创作者

并不仅仅关注枪战，而是将其组织进叙事之中

——攻打长沙及其失败，成为影片故事的起

点。影片结尾井冈山上飘扬的红旗，则象征着

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一页。

影片采用了多种手段，力图细致刻画历史

人物。毛泽东作为“三湾改编”的主导者，在影

片中得到了浓墨重彩的刻画。侯京健的演绎，

英姿飒爽，形神兼备，既有知识分子的风采，又

与士兵、农民打成一片，让我们看到了人民领袖

青年时的神采。影片还讲述了王尔琢追回逃

兵、伍中豪为宋任穷改名字等精彩故事，通过细

节表现了红军将领的性格与风采。此外，影片

还对余洒度、苏先骏等人物做了实事求是的表

现，他们是红军的师长、团长，但身上仍保留着

旧式军队的作风——官兵不平等、军民不一致，

这正是“三湾改编”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影片

通过揭示不同层次的矛盾，从整体上还原了历

史，让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党指挥枪”“支部

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的来之不易。

片尾长达数分钟的长镜头，完整再现“三

湾改编”的全景，连绵无尽的山峦，随风飘扬的

红旗，共同构成了这部电影令人印象深刻的画

面。影片片尾，以“老照片”的方式呈现了主要

人物的人生结局，这既是对革命先烈与开国元

勋的致敬，也拓展了叙事时空，为观众留下了

更多思索的空间。

电影《三湾改编》融叙述和抒情于一体，在

艺术上也努力创新，既是“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红色血脉”的艺术呈现，也努力为革命历史题

材影片创作探索新路。

图为电影《三湾改编》复原的三湾村。

电影《三湾改编》的艺术创新
李云雷

图①：电影《离开雷锋

的日子》剧照。

图②：电影《邹碧华》

剧照。

图③：电影《许海峰的

枪》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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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上海电影制片厂老导

演 赵 焕 章 迎 来 91 岁 的 生 日 。

他为中国电影留下多部经典之

作，特别是农村题材电影，至今

为人们津津乐道。

在第三十三届电影金鸡奖

颁奖礼上，赵焕章与丁荫楠、金

迪两位前辈一道，获颁“中国文

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荣誉表

彰”。到了“鲐背之年”的赵焕

章，耳背，腿脚不听使唤，坐着

轮椅接受颁奖。老人家一身喜

洋洋的大红外套，正脸对着镜

头 ，中 气 十 足 地 发 表 获 奖 感

言。还是那一口带点山东腔的

普通话，一板一眼，掷地有声，

好像又回到 30 多年前，他和他

的影片《喜盈门》《咱们的牛百

岁》《咱们的退伍兵》红遍大江

南北的日子。

按照中国电影导演谱系，

赵焕章属于“第四代”导演，与

吴贻弓、丁荫楠、吴天明、谢飞

同 辈 。 绝 大 多 数“ 第 四 代 ”导

演都是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才

正式开始拍片，而赵焕章在片

场 摸 爬 滚 打 的 时 间 早 了 整 整

20 年。

在上海电影界，赵焕章属

于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入行的一

批电影人。进电影界前，他是

鲁豫皖老解放区的一名文艺战

士，在山东大学接受艺术启蒙，

在部队文工团排演过话剧。新

中国成立初期，他们随军南下，

进驻上海，被分配到刚刚组建

不久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来自

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与上海电

影 人 ，彼 此 取 长 补 短 ，互 帮 互

学，共同进步。赵焕章这一路

人马，大约有四五十人，同行的

还有仲星火、汤化达、铁牛等一

批 后 来 为 观 众 所 熟 悉 的 老 影

人。那时候他们年轻，一身粗

布戎装，皮肤黝黑，浑身散发着

沂蒙山淳朴的泥土气息。汤晓

丹导演后来有个说法，他们的

到来是“给咖啡加点糖”，上海

影坛因此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进入上影厂，赵焕章的人

生迎来一次重大转型。像他这

样的老区文艺战士，对电影这

种 现 代 工 业 产 品 原 本 知 之 不

多。好在进厂以后，遇上了一

批经验丰富、古道热肠的电影

前辈来为他们架桥铺路。像沈

浮、汤晓丹、桑弧、徐韬、鲁韧等，这些大名鼎鼎的老导演，

先后都在片场当过赵焕章的师傅。赵焕章从场记、助理、

副导演开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成长为独当一面的

电影导演。从 1952 年进厂算起，到 1980 年晋升导演，赵

焕章花了整整 28 年。那一年，他 50 岁了，才刚刚把导演

前面的那个“副”字去掉。这样的人生履历，在今天看来

都有点不可思议。可恰恰是这一漫长而扎实的人生历

练，才赋予了赵焕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底气和功力。

赵焕章的成名作并不是人们熟悉的“农村三部曲”，

而是 1980 年的《海之恋》。今天知道这部片子的人大概

不多了，可我依然记得，当年看完《海之恋》之后的心潮澎

湃。夕阳西下，大海泛着炫目的波光，把人带入了一个金

灿灿的美丽新世界。赵焕章更像是一位用镜头作画的浪

漫画家，他用一幅诗意喷薄的图卷，向人们宣示一个新的

时代的到来。

真正让赵焕章攀上创作巅峰的，是 1981 年 6 月上映

的农村题材轻喜剧《喜盈门》。当时，电影发行按拷贝

数和观众人次计算。《喜盈门》创下的纪录，是发行拷贝

4000 多个，城乡观众 5 亿多人次。

《喜盈门》在 40 年前凭啥这么火？答案不只在电影，

更在于那时候刚刚起步的历史大变革。《喜盈门》是一部

家庭伦理剧，讲北方农村一个四世同堂大家庭，祖孙婆媳

姑嫂妯娌之间的人际关系纠葛。最早的农村改革，推行

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机制，以调

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目的，让各家各户的实际劳动力

数量，成为生产规模和收入来源的决定因素。《喜盈门》锁

定的这一主题，并非农村体制改革本身，而是由此引发的

家庭伦理话题。这样一来，一个复杂难缠的问题，就被转

换成了浅显易懂的家庭亲情关系描绘，让观众透过伦理

亲情的重建来感知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脉动。假如没有

对乡村生活的透彻体认与切身感悟，想做到这一点恐怕

是不可能的。赵焕章扎实、厚重的生活和艺术积累，成全

了他。

《喜盈门》里有个细节，大媳妇强英趁爷爷外出给孩子

们煮饺子吃，可巧，爷爷又折了回来。强英把饺子藏了起

来，可桌下掉了一个，强英怕爷爷看见，就用脚狠狠踩住，

把饺子碾了个稀巴烂。她宁肯把饺子踩烂，也不肯给爷爷

吃。强英这一脚下去，让我记恨了许久。用这样的细节

塑造人物性格，绝非一般的艺术表现，它并非来自艺术本

身，而是现实生活的赐予。

《咱们的牛百岁》有一场戏，懒汉田福跑到牛百岁家

里去泄愤砸锅。谢晋导演对这场戏赞不绝口，说这种戏

谁都拍不过赵焕章。没几十年的农村生活，绝拍不出这

样朴实无华又精彩绝伦的场面。

这个经验，经过赵焕章的提炼总结，就成了他践行终

生的创作箴言：“要拍农民戏，先拜农民师。”

（作者为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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