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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李霆钧

在众多反映延安精神的电影作品

中，《周恩来回延安》以饱含深情的镜头

回顾了周总理在 1973 年抱病回访延安

的真实故事。该片立足于真实的周恩

来形象，经过电影艺术的再加工，重新

唤起了人们心目中那个可敬、可亲、可

爱的周恩来形象。

回顾影片创作历程，导演吴卫东坦

言，从报告文学到电影作品，最大的挑

战就是，“真实还原”还是“选择性的使

用素材并加以艺术化处理”。他认为，

在不偏离主题核心框架下，虚实相加为

主题服务做艺术化处理，这已经是普世

认同的一种艺术创作方法。《周恩来回

延安》自然也不会例外。

最终，创作团队选择通过周恩来总

理的独有视角回顾了中国革命在延安时

期 13 年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四个时空交

错进行的艺术手法讲述了周恩来在延安

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将历史与现实打

通，创新而巧妙地串联起了延安人民、北

京知青、身边工作人员等人物群像。

吴卫东表示，年轻的电影观众对总

理、对历史背景了解甚少，如何才能让

年轻观众愿意看这部电影、看完电影不

反感，是个非常有难度的课题。

在创作中，吴卫东坚决杜绝“假大

空”这样的情节、表演以及台词在电影中

出现。电影中有一个片段，总理的吉普

车陷在了河滩的淤泥里，老乡把车生生

抬出了淤泥坑，挪移到了一旁。总理被

群众的热情与淳朴感染，下车与老乡们

问好。当时有两种方案，一种是远处的

百姓因为人多，看不见总理，在河滩上

捡石块垒起一个高台，让总理站上去和

群众讲话。但吴卫东认为这个场景“有

些刻意而为之”，最终处理为“总理一回

身站在吉普车踏板上”，自然而真实。

真实还体现在人物情感的表达上。

吴卫东表示，总理是个了不起的政治

家，他的品格决定了他与人相处的方

式。他对毛主席是尊敬的，对爱人是尊

重的，对延安的乡亲们是关爱的。

“我不想把总理塑造成为一个刻板

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真

情实感的人。延安人民养育了中国革

命 13 年，总理在阔别延安 24 年之后的

重回。看到延安人民群众竟然连饭都

吃不饱。此情此景，作为一国之总理，

他的心情会是怎样的？”吴卫东阐述称，

片中，总理在四场戏里特别动情留下了

眼泪，分别是请老乡吃小米饭，河边对

抬车的老乡们讲话，去看望为了救他而

牺牲的战士的母亲，夜里看到露宿广场

上等着天亮送他的乡亲们。这四场戏，

无不说明了总理是可敬的，延安人民是

可爱的。

吴卫东表示，《周恩来回延安》通过

总理回延安那短短的 22 小时的所作所

为、所思所想，充分、全面、生动地呈现

出了为人民服务、俯首甘为孺子牛，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艰苦朴

素、实事求是的延安精神。这些延安精

神在影片中都有对位的戏来呈现。

饶曙光对《周恩来回延安》给予了

高度评价，他认为，影片在兼具高品质

与丰富的内涵，虽然不是全景式的展现

延安，却通过周总理的视角，带领观众

回到了延安。

“刘劲老师的表演有非常强烈的代

入感，生动、丰富地塑造出周总理的形

象。”饶曙光说。

银幕上的延安精神：

滋养初心淬炼灵魂 凝聚强大精神动力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

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

延安——这座坐落在西北黄土高原的古老城市，因为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神圣地位被永远载入中国革命史册，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在延安留下

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核心内容的延安精神是贯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近百年历史的精神谱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未来奋斗中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强大精神动力。

电影与延安的“缘分”，可以追溯到193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政治部设立了延安电影团，摄制出《延安与八路军》、《陕甘宁边区二届参议

会》、《十月革命节》、《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等新闻纪录片和《白求恩大夫》、《延安各界纪念抗战五周年》等新闻素材，积累了

重要的革命史料，为开拓和发展人民电影事业作出了贡献。

随后的几十年间，电影人还创作了《红星照耀中国》、《周恩来回延安》、《张思德》、《延安电影团》、《难忘的岁月》、《南泥湾》、《延安游击队》、《延安往

事》、《心向延安》等多部反映、弘扬、传承延安精神的电影作品，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崇高责任感。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表示，以电影的方式展现延安精神更加直观，更具有感染力，可以起到更好地传播效果。这些反映延安精神的影片，以及更多影片中反映延安精神的段

落，如串起的珍珠一般，让人们对延安精神有了整体性的认知与理解。

大银幕上还有不少反映延安精神的

电影，这些作品或以不同角度、不同形式

展现延安精神；或不是直接聚焦延安时

期的历史故事，但其中也可以提炼出对

延安精神的诠释与解读。

例如电影《张思德》，刻画了张思德

这个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兵不平凡的革

命历程，以及一代伟人毛泽东和这个平

凡士兵之间的深厚感情。该片为纪念毛

泽东主席在延安的演讲《为人民服务》而

创作。《红星照耀中国》采用了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讲述

了他突破重重封锁前往西北革命根据地

实地采访，见证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的迷人风采，并向全世界第一次

揭示“红色中国”秘密的一段真实历史。

《黄克功案件》以 1937年陕甘宁边区的一

桩审判为主线，借鉴悬疑类型片的创作

手法，展现出使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

共产党人从严治党依法治军的坚定意

志。

饶曙光表示，《张思德》展示了延安

官兵一致、官民一致的状态，《红星照耀

中国》诠释延安蓬勃向上的状态以及领

袖与人民的鱼水之情，《黄克功案件》写

出了延安时期党对于法治精神的推崇。

他认为，这些影片都遵循现实主义的路

线，注重从人物性格出发，从生活、历史

的真实出发，呈现出生动的延安精神。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更

好发挥电影特殊重要作用,大力营造共庆

百年华诞、共创历史伟业的浓厚氛围，国

家电影局于 4月起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 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活动”，

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光影故事，引导广大

党员加深对党的历史理解和把握，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吴卫东表示，电影是非常综合的艺

术类型，它集合了文学、导演、摄影灯光、

美术造型、表演、音乐、声效、CG 特效、剪

辑等等艺术门类；又有特定的叙事语言

方式，可以把 100年来的时间、事件、人物

浓缩在 120分钟里面；也可以把一个几分

钟的事件扩张成 120 分钟的故事。电影

可以全方位情景再现中国革命的艰苦卓

越，全景展现与微观洞察。这种大银幕

的视觉冲击、生动性、娱乐性与代入感是

其他所有艺术类型无可比拟的。

饶曙光希望，能够在大银幕上看到

更多反映延安精神的作品，以电影的方

式展现延安精神更加直观，更具有感染

力，可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电影《难忘的岁月》以艺术的手法讲

述了陈云同志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在毛

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创造性地开展

党建工作的故事，是第一次把延安时期党

建工作搬上大银幕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影片，填补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

个空白。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延安时

期是党的力量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党员

人数由 4 万余人发展到 121 万人，中国共

产党逐渐成长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具有广

大群众基础的政党。《难忘的岁月》导演史

凤和认为，影片一定要真实地再现陈云在

毛泽东的指导下开创性地执行党的方针

政策：“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中国共

产党从此由小大、由弱变强，为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坚实基础的史

实。他立志要让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演绎成为一部鲜活生动的电影。

为了艺术展现这段重要的党建历史，

还原革命圣地的火红年代以及中国共产

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历程，导演史凤

和与影片总协调葛燕萍夫妇将家中的书

房变成了微型“史料馆”，习惯于手写创

作的史凤和逐字逐句雕琢剧本，创作期

间基本上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谈剧本。

陈云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徐建平说，

“毫不夸张，这部电影的剧本装了足足一

麻袋。”

史凤和表示，《难忘的岁月》所展现的

这段故事让记忆留痕，让当下人了解那段

鲜为人知的历史。但如何同时表现两位

政治伟人，在同类影片中是极为罕见的。

在他看来，此前的作品《毛泽东与齐白石》

描写的是“诗人“毛泽东和“画家”齐白石，

两个伟人同时出现在一部电影里，让史凤

和“犯了难”。

创作过程中，史凤和不断提醒自己

和创作伙伴，这是一部故事片，不是文献

片，也不是纪录片，要走进这段历史，走

进伟人的世界，只有把视角下移，才能编

织美好感人的故事，否则就失去了故事片

的属性。

“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是我们永远

遵循的创作宗旨，所以我定下了一条准

则，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挖掘人物的行

为轨迹和情感轨迹，感染观众，打动人

心。”史凤和说。

最终，该片采用朴实无华的叙事方

式和散文诗手法，以散点式结构、多角

度叙事、拼图式构思，勾画出不同的人

物群像，题材选择眼光独到，艺术视角，

人物造型塑造的新颖性，令人印象深

刻。多位电影界专家表示，精心构造的

剧本，给人印象是形散神不散，散而有

序，散而有中心，达成更加生活化的效

果，使人倍感亲切。

史凤和也继人物传记片《袁隆平》、

《毛泽东与齐白石》后，又完成了一部大题

材小切口，大人物小细节的作品。他谈

到，拍摄《难忘的岁月》能让我感知革命前

辈、历史伟人博大的爱国情怀和人文情

怀，弥足珍贵的机会，让我深入了解历史，

重塑信仰。

◎以真情实感塑造可亲可敬的人物形象

◎大题材小切口，大人物小细节

◎创新切入视角与艺术手法
提炼出对延安精神的诠释与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