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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的一天，焕然一新的
长影小礼堂，桃红色的舒适座椅呈梯
形排列，宽大的银幕像一面墙矗立在
对面。这里正准备放映经过修复的老
电影 《开国大典》。影厅中间，坐着
影片导演李前宽肖桂云夫妇。当时
我正在与李前宽一起创作表现东北
电影制片厂创业史的电影剧本 《东
方欲晓》，所以这次有幸陪同他们夫
妇看片。

我说，30年前，我们在这儿观看
《开国大典》 的完成片，想不到今天
又在这儿看修复片。甚为开心的李前
宽告诉我，比李前宽年轻40岁的制作
人陈伟非常喜欢 《开国大典》，但陈
伟认为许多年轻人没看过，建议用新
技术逐格修复，制作成4K影片，重新
上映。李前宽肖桂云夫妇支持了他。

30年前，我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
一名剧本编辑。厂里每有新片，我是
必须要看的。何况 《开国大典》 的 4
位编剧中，张天民、张笑天都在长春
电影制片厂总编室供职，他们既是我
的老师也是我的同事，因而我对此片
格外关注。

经过打磨，原本已经色彩暗淡的
影片，现在鲜亮得让人惊奇，声音也
比以前更清晰立体。银幕上，毛泽东
和他的战友们呕心沥血为人民打江山
的场景，人民军队将士为打江山前仆
后继的画面一一闪过。

我不由得想起了当初两位导演拍
摄这部影片的往事。

《开国大典》 的剧本筹备好，已
是 1988年 8月，作为新中国成立四十
周年献礼片，拍摄时间相当紧张，何
况还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别的不
说，光是“开国大典”这场戏的拍
摄，就是个很大的难题。演员上天安
门城楼拍摄不难，可几十万人的群众
场面怎么组织？长安街也已经和1949
年时完全不同。再说，剧本里有名有
姓的人物达 138 个，包括国共两党领
导人、基层官兵和普通百姓，怎么让
众多人物鲜活地呈现在银幕上？许多
重大历史事件，如三大战役、苏联特
使秘密访问西柏坡、北平和谈、蒋介

石退隐溪口、李宗仁支撑南京政府危
局、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召开，
还有我军百万雄师过长江、北平入城
式、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要把这
么多事件拍在一部影片里，故事应该
怎么讲？

有位老导演劝告当时因拍摄 《佩
剑将军》 跻身著名导演之列的李前宽
肖桂云夫妇，《开国大典》 不好拍，

“你们头三脚踢出了名气，别这一脚
没踢好闪了脚脖子，以后再想拍电影
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其实不光是这
位老导演，我们许多人都为他们夫妇
捏了一把汗。但李前宽有股不服输的
劲头，勇于接受挑战。他认为，影片
越是难拍，拍出来才越有影响，越应
该拍。他们夫妇的决心坚如磐石，我
们只能默默地期待和祝福。

李前宽在北京电影学院学的是电
影美术。有人建议在长春地质宫广场
搭一个天安门外景，施工方要 500 万
元，还要一年时间。李前宽拒绝了，
因为影片的全部投资才 500 万元。在
他看来，“开国大典”这场戏如果采
用实景拍摄，一是资金承担不了，二
是这办法太笨，必须另辟蹊径，想巧

办法。
两位导演在全厂的关注下开机

了。按照常规，这样的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电影，从拿到剧本，到成立摄制
组，再到开机，至少要一年。可是他
们完成全部筹备工作，包括选外景、
外景加工、选演员、做造型与服装设
计、制作道具、试片、分镜头、选看
资料片等，只用了不到 3 个月，速度
真够快的！

在预定的时间内，我们看到了他
们的完成片。影片放映完毕，掌声雷
动，声震屋瓦。影片巧妙地再现了一
些历史场面。表现天安门城楼上一些
戏的镜头，是实景拍摄，而广场阅
兵、万众欢腾的场面用的是黑白纪录
片的镜头。李前宽告诉我，选纪录片
镜头时，先确定剪接点，在实拍时注
意与纪录片剪接点的内在联系。这
样，天安门城楼上的场面与广场上的
场面，从画幅到视线角度都对接好，
在色彩上通过渐显的手法，让黑白与
彩色合而为一，就可以给人天衣无缝
之感，既做到了历史真实的再现，又创
新了当代电影美学。影片围绕毛泽东
和蒋介石两个人物展开，有关情节详

略处理得当，在交代事件时用具有典
型意义的镜头一带而过，重场戏则浓
墨重彩、精雕细刻。我们都非常佩服
这些处理方法，两位导演的艺术功力
通过影片展现得淋漓尽致。

后来他们夫妇告诉我，这部影片
其实拍得非常艰难。但再难以解决的
问题，两位导演都一一化解，终于在
预定时间完成了影片。

1989 年 9 月 《开国大典》 上映
后，反响之大，始料未及。影片投入
500万元，票房收入竟达1.7亿元。这
在当时是罕见的数字。该片曾获得金
鸡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
编剧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剪辑
奖，百花奖最佳影片奖、最佳男主
角奖以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等，
还曾在香港连续放映 147 天。该片引
起 海 外 媒 体 高 度 关 注 。 有 媒 体 评
论：中国电影 《开国大典》 令人信
服地展现了新中国诞生的历史真实与
必然。这部影片诠释了中国现代史，
也是毛泽东一代的中共领导人走向胜
利的真实见证。

台湾已故著名导演李行在一次欢
迎祖国大陆电影代表团的宴会上，介
绍李前宽肖桂云夫妇是影片 《开国大
典》 的导演，在场的台湾友人全体起
立，拱手祝贺。李行对李前宽说：没
想到从这部影片里能学到这么多历史
知识；没想到大陆导演水平这么高，
气魄这么大！佩服！佩服！

这 些 ， 都 是 李 前 宽 后 来 告 诉
我 的。

令人称奇的是，30年前拍摄的电
影，30 年后重新修复上映仍然大放
异彩。影片放映结束，我眼含热泪
称赞说，影片固然修复得好，但关
键是拍得好。李前宽感慨地说，当
年我们采访谭震林将军，他说，我
们这些人把江山都打下来了，你们
难道不能把这段历史拍出来给大家
看看吗？如今我们拍出来了，我们是
用当年革命前辈打江山的劲头拍电影
的！我点头称是。

《开国大典》 已经 成 为 永 远 的
经典！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理想照耀
中国”电视剧展播剧目 《功勋》，
通过“国家叙事、时代表达”的
艺术手法，讲述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时 8 位“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李延年、于敏、张富清、黄旭
华、申纪兰、孙家栋、屠呦呦、
袁隆平的故事。该剧将 8 位人物
的人生华彩篇章与共和国命运联
结在一起，诠释了他们忠诚、执
着、朴实的人生品格和献身祖
国、人民的崇高境界。该剧在浙
江卫视、东方卫视、江苏卫视、
北京卫视以及优酷、腾讯、爱奇
艺七大平台播出后，深受专家和
观众好评，成为继《山海情》《觉
醒年代》之后又一部主旋律佳作。

《功勋》 为功勋人物树碑立
传，寓史于艺，极大地扩展了英
雄们的影响力。如果说 《觉醒年
代》 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建
党初期筚路蓝缕的岁月，《山海
情》 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脱贫攻坚伟大斗争，那么

《功勋》则补上了中间一段，从一
个侧面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
带领人民奋发建设新中国的历程。

在讲述这些人物曲折奋斗史
的过程中，该剧不仅强调了榜样
的力量，而且表现了真实矛盾的
存在。全剧伊始，在讲述李延年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事迹时，讲到
了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有勇有
谋处理志愿军逃兵的故事。这种
直面历史的做法，不仅体现出对
历史的尊重和艺术上的创新，更
显示了新时代的文化自信与勇气。

该剧打动人心的力量，来自
人物的传奇故事，来自对人物形
象、历史环境、情节结构、视听
语言的匠心独运，更来自对人物
心理动机的深刻挖掘。比如在孙
家栋的故事中，如其所言，“当过

‘亡国奴’的人，更懂‘祖国’二
字的意义”。于敏、黄旭华、孙家
栋等冲破国外的技术封锁，纵被
奚落，遭失败，仍满腔热血，一
心为国。因为他们感受过“国破
山河在”的悲愤，渴望祖国早日
强盛。这些生动鲜活的人物，带
给观众感动和启迪。这部剧网上
播出时，弹幕不断涌现观众们发
的“泪目”“致敬”等词句，就是
明证。

在优秀主创团队的加持下，
该剧可圈可点的细节很多。如在
于敏的故事中，象棋的对弈、京
剧的演唱、《后出师表》 的朗诵，

既强化了作品的本土文化特点，
又丰富了剧情，使“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功勋精神自然流
露，“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的人生境界动人心魄。

《功勋》 是一曲英雄主义颂
歌，它对时代洪流下为民族进
步、国家富强做出贡献的人物的
铭记与歌颂，具有特殊的时代意
义。从《觉醒年代》《山海情》再
到《功勋》，这些优秀电视剧作品
艺术地串起了中国共产党为国为
民的发展主线，鼓舞我们向着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勇
前进，再创功勋。

李前宽:

电影拍出革命前辈打江山的精气神
王霆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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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桂云，左三为导演李前宽。 本文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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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区多措并举，加快推动高质量创新创

业，经过多年的努力，已成为企业成长、产业发展的

新高地。10 月 12 日至 13 日，2021 中国人工智能大

会在成都高新区成功举办。近百位学术技术精英共

聚西南人工智能新高地，展现人工智能学术研究和

技术创新与行业应用的最新成果，助力成都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国家人工智能创新

应用先导区建设。

10 月 19 日至 21 日，2021 中国生物技术创新大

会在成都高新区举行。来自生物领域的专家、学者

以及世界 500 强跨国药企、国内外知名医药企业代

表汇聚成都高新区，共谋生物产业发展。

10 月 20 日至 21 日，2021 金熊猫全球创新创业

大赛总决赛在成都高新区举办。本次大赛面向全球

选拔一批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引领产业能级提升的

优秀团队和企业，发现和支持一批优质团队及科技

创新企业落户成都高新区。

打造双创平台，广泛凝聚人才

创新创业，离不开有创造力的人才。成都高新

区是中西部人才密度最高、人才吸引力最强、人才活

力最优的区域之一。在这里，各类人才超过 70 万

人，35岁以下青年人才占比90%以上。

为集聚更多创新创业人才，成都高新区依托国

家级、四川省级和成都市级各类重大人才工程及“金

熊猫”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支持各类高层次人

才到成都高新区创新创业。根据政策，经有关部门

认定后，对相关人才创办的科技创新类企业，给予最

高 500万元启动资金支持和 500平方米的创业空间

支持；视团队规模可提供5套以内的人才公寓。

除了有直接吸引人才的政策，成都高新区也有

诸多优质的创新创业平台。这里聚集四川省级以上

创新平台320家，其中国家级创新平台45家，数量占

四川省 1/4，位于中国西部第一。拥有各类孵化器

（含众创空间）128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17家，占四

川省 42.5%；科技型在孵企业达 1.3 万家，累计孵化

培育超过5万家。

下一步，成都高新区将力争在今年内推动国家

创新中心建设取得突破，“十四五”期间国家级创新

平台数量实现翻番。5年内，计划投入300亿元建设

50个新型研发机构。

重视知识产权，促进成果转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成都高新区高度重视

知识产权发展及其成果转化。成都高新区作为全国

首批知识产权新经济示范园区，知识产权创造能级

在中西部领先。成都高新区目前全社会研发投入

140.97亿元，增长27%，研发投入强度5.87%，有效发

明专利累计量22420件，占四川省32%、成都市40%；

高价值发明专利量10757件，占成都市60%，较上年

度增长 20%，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86

件；知识产权服务业营业收入超 30 亿元，占全省

60%。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科技创新、解决关键领

域“卡脖子”问题，成都高新区实施“岷山行动”计划，

坚持“揭榜挂帅”、市场化运作和“前天使”理念，解决

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有高原无高峰”问题。成都高

新区单个项目最高支持 1 亿元，并建立投入回馈机

制，实现财政资金滚动支持。首批 6 个项目成功揭

榜，给予资金支持4.5亿元，第二批项目正抓紧推动。

下一步，成都高新区将每年设立 2 亿元研发投

入专项资金，确保研发投入年均增长超 15%。加快

引进培育高端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打造中西部知识

产权服务业高地。

实施梯度培育，加大创新投入

成都高新区市场主体活力迸发。在这里不仅有

直接落户的世界 500 强企业，也有众多的科技型中

小企业。2021年1—9月，成都高新区共新注册各类

型市场主体57186户，同比增长19.63%。其中，新注

册企业31334户，同比增长31.52%。

不断增加的市场主体，离不开成都高新区多项

政策支持，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梯度培育体系就是

其中之一。作为中国西部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成都高新区始终将产业培育作为“生命线工程”

来抓，构建起四级梯度培育体系，根据企业全生命周

期成长需求，从不同的政策维度，开展针对性的培育

与扶持。每年提供1.5亿元企业培育专项经费，引导

企业加大创新投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发布金熊

猫科技企业创新积分评价系统，筛选出创新能力强、

发展潜力大的根植型科技企业，打造系列金融产品，

助力企业快速发展。截至目前，成都高新区高新技

术企业达到2705家，占全省1/3，今年有望突破3300

家；培育平台生态型龙头企业3家。

成都高新区实施创新资本链接工程，强化科技

金融赋能创新创业。构建以“政府增信”为核心的债

权融资服务体系，以 3亿元政府风险资金池撬动 30

亿元年度政策性贷款、178 亿元累计放款。上市及

过会企业达到 52 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成都高新

区培育上市及过会企业已有13家。

下一步，成都高新区将聚焦培育世界级本土科

技型领军企业，实施科技企业梯度培育计划，计划到

2025 年，高新技术企业达 6000 家，培育平台生态型

龙头企业 10 家；实施上市培育双倍工程，计划到

2025年上市公司80家，百亿市值公司30家，实现上

市企业数量市值双倍增；实施创新资本链接工程，计

划从 2025年开始，每年有 200家以上科技企业获得

风险投资，投资规模120亿元以上，实现年获投企业

数量翻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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