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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央视一台黄金档播出

了一部以 2009 年感动中国人物、

安徽省凤阳小岗村书记沈浩事迹

为原型的电视剧《永远的忠诚》。

这部主旋律农村题材电视剧一经

开播就掀起了一场观看热潮。从

播出第一天开始，观众对该剧的热

评就如潮水一般高涨，尤其在大结

局播出进行时，各大门户网站微博

有关“永远的忠诚”词条以每分钟

千余条的速度疯狂刷新，观众们极

具热情的感言几乎刷爆了几大实

时留言的网络平台。

这种火爆的关注程度，对于

一部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主旋律

电视剧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值

得观察的现象。

是什么使《永远的忠诚》获得

如此高的观众关注度？从已知的

各个观众反馈平台可得知，这部

电视剧的受众群非常广，除了央

视固定收视群体和感同身受的农

村观众之外，城市的观众和年轻

观众，甚至更多平时不耐烦等在

电视机前的“90 后”观众们，也同

样被该剧所描绘的沈浩的事迹所

吸引，并为之热泪盈眶。

主 旋 律 影 视 剧 怎 样 做 到 好

看，观众爱看？这一直是中国影

视人所需要面对的问题。观众早

已厌倦了“口号式”和“高大全”式

的英雄模范人物。为了摆脱“范

例”一般的英模角色，有些影视作

品又往往矫枉过正，为了将英模

人物还原为普通人而刻意放大其

“隐忍”“宽容”的一面，若把握不

当，则走向了苦情一类，原则底线

模糊，反倒让观众感觉不可信，失

去了这类题材影视作品所希望表

达的含义和期望达到的效果。

而在角色塑造和故事情节走

向的把握方面，《永远的忠诚》可

圈可点。

与电影《第一书记》相比，电

视剧《永远的忠诚》的主题虽然同

样基于沈浩 6 年小岗村真实的工

作和生活经历，但其着眼点更注

重表现沈浩作为普通人，面对工

作、生活，面对家人、上司、村民时

所展现的真情实感、喜怒哀乐，所

叙述的事例更为详尽，也更为琐

碎。这其中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就是《永远的忠诚》并没有将小岗

村建设跨越京浦线公路桥的壮举

以实景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仅仅

是用小岗人的旁述来作为丰满主

题的一条旁线。整部剧的叙事结

构很紧凑，并没有一般主旋律英

雄式的“大道理”和“大口号”，没

有将主人公定位在“道德标杆”上

高高挂起，更没有极力渲染“英雄

壮举”，而是以琐碎平凡的日常事

务的处理为线索，以小处着手，小

到兴旺给沈浩剥的一个咸鸭蛋、

沈浩为余老奶奶做的一碗粥、一

次插秧、一次又一次小利益小纠

葛的解决……以无数的平凡又不

平凡的小事来层层推进、逐步展

现沈浩怎样从一名财政厅普通科

员慢慢转换到小岗村第一书记；

展现他如何从一开始仅仅是想着

要实现自己的个人抱负到逐步爱

上小岗村，一点一滴为村民谋福

利办实事……让观众随着剧情的

发展，更好地了解了沈浩这个人，

随着他的心路历程、喜怒哀乐而

产生深深的共鸣。

《永远的忠诚》与一般农村题

材的影视作品相比，有一个很独

特的切入点，那就是直面了经济

飞速发展的农村中所暴露的许多

问题，不回避也不粉饰阴暗面。

当问题暴露了、事件发生了，沈浩

以一种因势利导、循序渐进的方

式予以处理，让观众理解原来可

以换一个角度处理和看待所存在

的问题，只要有心，只要用合适的

方式，就可以将不利因素逐步扭

转。

谈到《永远的忠诚》这部电视

剧的成功，不能不提到沈浩的扮

演者张国强。一般来说，观众对

有原型的角色的理解，可能还停

留 在 类 似 伟 人 特 型 演 员 的 范 畴

上。很显然，在军旅戏和家庭情

感剧都取得巨大成功的张国强并

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特型演员”。

他在外貌上与沈浩的相似度其实

并不能算高，经过密集减肥和发

型、服装的贴近化装之后，才从外

形 上 有 了 几 分 沈 浩 的 影 子 。 然

而，当电视播出之后，再回过头去

看看沈浩本人的视频资料，观众

会发现，张国强所演绎的沈浩居

然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连沈浩

的爱人王晓勤看了《永远的忠诚》

之后，也赞叹：“再现了生龙活虎

的沈浩！从讲话到走路等神态都

很似。”

导演张绍林曾说过：“张国强

是一位再创造能力非常强的好演

员。”在导演心中，张国强“并不比

沈浩差”。这些赞誉不仅仅指张

国强为了贴近角色不顾身体强制

性减肥 15 斤和在 40 多度高温下

大汗淋漓地演出秋冬季节戏份的

敬业精神，也不仅仅指他抓住并

再现了沈浩的形体语言特征。张

国强对沈浩这个角色的理解和塑

造可谓神形兼备，深入骨髓，从形

到神都有一个完美的还原再现，

并进行了艺术提炼和升华。

一 部 反 映 农 村 现 实 主 义 题

材、以真人事迹为原型的主旋律

优秀影视作品受到广大观众普遍

的热爱和欢迎，是一次非常美好

的创作体验。除了作品切实反映

了社会现实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

共鸣之外，还表现了社会民众对

沈浩这样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好

人 的 爱 戴 和 对 这 种 好 品 德 的 呼

唤 和 追 求 。 社 会 需 要 沈 浩 这 样

的好干部，人民需要这样的好干

部，观众则需要这样平实真切的

好 作 品 来 表 现 出 内 心 深 处 的 真

实想法。

重新认识陈独秀

在导演李歇浦的创作观中，

拍摄重大历史题材影片最重要的

是表现影片的史学价值，这也是

决定影片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史学价值主要表现在怎样对待历

史事件中的历史 人 物 上 。 李 歇

浦 接 拍《开 天 辟 地》之 初 就 面 临

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怎样用影片

表 现 一 个 在 历 史 上 具 有 争 议 的

人物——陈独秀。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旗手、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共产党

的主要缔造者，但同时他也因为

在党的历史上所犯的错误而长期

以来成为一个争议性人物。李歇

浦称，如果影片只表现毛泽东在

那个历史时期的事情，是比较容

易处理的。然而要展现中国共产

党 的 成 立，就 不 能 回 避 陈 独 秀。

如何塑造陈独秀这一人物，这在

当时影片筹拍的讨论会议中也存

在着分歧和争论。

尽管有压力，李歇浦坚持认

为，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去 处 理《开 天 辟 地》中 的 历 史 人

物。“陈独秀在那个历史阶段对党

的建立起到了什么历史作用？我

们要真实还原他，不应该因为他

后来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

在《开天辟地》中，由邵宏来

饰演的陈独秀拥有片中最多的戏

份，成为名副其实的男主角。影

片比较全面地展现了陈独秀从领

导五四运动开始，宣扬“德先生”

与“赛先生”、因散发传单被捕入

狱、主持《新青年》工作、与胡适等

人 论 战、出 版 中 译 版《共 产 党 宣

言》、筹建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历

史事件。以如此客观的态度塑造

陈独秀这一人物在中国电影史上

还是第一次。

除了表现陈独秀作为政治人

物的一面，影片的创作者还在片

中着意刻画了陈独秀作为丈夫、

父 亲、朋 友、老 师 的 人 性 化 的 一

面。片中陈独秀与陈延年、陈乔

年之间的父子情让人印象深刻。

当时，陈延年兄弟在上海半工半

读，生活条件艰苦，陈独秀为了磨

练他们的意志不给他们寄钱。“陈

独 秀 实 际 上 是 非 常 爱 自 己 的 孩

子，我们就大胆虚构了一场送茶

叶蛋的戏，体现陈独秀人性的一

面。”李歇浦说。在那场戏中，陈

独秀从窗外看到深夜里辛勤务工

的陈延年兄弟，内心五味杂陈，于

是 买 了 一 筐 茶 叶 蛋 让 老 婆 婆 送

去，而自己站在远远的街口目送，

真实体现了陈独秀性格复杂的一

面。许多看过该片的观众反映自

己重新认识了陈独秀这个人。

你们这里怎么少了一个挂钟？

“送茶叶蛋”这场戏只是《开

天辟地》中创作者进行艺术虚构

的例子之一。李歇浦认为，重大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影 片 毕 竟 是 故 事

片，不是教科书，也不是纪录片，

必须遵循艺术规律，去塑造栩栩

如生的人物，用人物、情节、细节

去打动人，体现其史学价值。在

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还要敢

于进行艺术虚构。

拍摄党史题材的电影还要进

行虚构，这在现在来说并不稀奇，

而在当时却是要冒一定风险。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

国共产党孕育阶段的一件大事。

当时，陈独秀遭到北洋政府的追

捕，李大钊亲自赶着驴车将他从

北京营救出来护送至天津，两人

在路途中谈论到了组建一个无产

阶级政党的设想。然而，这一情

节具体细节史料里并不清晰。创

作者不仅需要虚构许多生动的台

词，还要借助影像表意的手法营

造一个合适的环境。李歇浦最终

决定要用一个大雪天的环境来表

现这出戏。然而，不凑巧的是，几

乎 年 年 冬 天 都 下 雪 的 北 京 ，在

1990 年的冬天却迟迟等不来瑞雪

降临。面临这种困难，李歇浦并

未放弃这个计划，而是将这场戏

的所有道具封装好，派了一支小

分队奔赴哈尔滨选景。当时哈尔

滨正是零下 40 度的低温，演员和

摄制人员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

了这场戏的拍摄。在最终的影片

中，陈独秀与李大钊在车上亲切

交谈，车子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

留下一道长长的车辙。

“雪白的景色象征着党的事

业的神圣，车轱辘留下的印记则

寓 意 革 命 的 道 路 是 艰 苦 而 漫 长

的。”李歇浦解释说。

在 拍 摄 中 共 一 大 会 议 的 时

候，李歇浦要求搭建的演出场景

高度还原一大会址的原貌，然而

为了表现历史的庄严感，他在会

议室的墙壁上增添了一件老式挂

钟，钟 敲 八 响 之 后，会 议 正 式 开

始。李歇浦告诉记者，这个细节

虽然是增添的却为广大观众所接

受，以至于许多看过此片的观众

去上海一大会址参观时都要询问

管理员：“你们这里怎么少了一个

挂钟？”

将毛泽东还原成人

电影《开天辟地》中一共出现

了 68 个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李

歇浦要求在选择饰演这些历史人

物的演员时，不仅要神似，也要形

似。他认为，许多历史人物的形

象反复出现在教科书、图书报刊

上，早已深入人心，如果演员演出

来 不 像 ，就 很 难 得 到 观 众 的 认

同。特别是对于青年毛泽东演员

的 选 择，着 实 花 费 了 一 番 工 夫。

剧组派出的 3 个副导演跑遍了全

国，选了 22 个候选演员。最终，来

自中央实验话剧院的王霙脱颖而

出，这是他在大银幕上的首次“触

电”，没想到此后就成了一名扮演

毛泽东的特型演员。

如何处理毛泽东这一角色，

主创人员们进行了慎重的考虑和

仔细的探索。“我们应该真实地反

映那个时代的毛泽东，毛泽东不

是神，他的青年时代是有强烈的

爱国精神、探索精神和忧患意识

的革命青年，他在革命洪流当中

有一个成长过程。”影片通过许多

情节展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变化过

程。他先是领导“驱张运动”，倡

导湖南自治，也曾赞同过克鲁泡

特金的无政府主义，随着大量阅

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毛泽东逐渐认

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的道理，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

义者。在表现毛泽东的爱情方面，

创作者也大胆突破了一些束缚，展

现了毛泽东这一有血有肉的革命

青年。影片特意虚构了一场戏，

毛泽东携着杨开慧跪在恩师杨昌

济的遗像前约定终生。李歇浦翻

阅史料表明，青年毛泽东是个孝

子，每次为母亲上坟都要跪拜，因

此让片中的毛泽东跪拜他的恩师

兼岳父也就在情理之中。

让伟人跪拜，这在当时绝对

是 一 个 大 胆 的 尝 试，但《开 天 辟

地》的这些探索得到了专家和领

导的肯定。李歇浦告诉记者，这

部影片在香港上映后，新华社为

他搜集了香港媒体七八十篇评论

文章，其中绝大多数给予了肯定，

有的还说，原来以为这部影片会

把毛泽东写成神，没想到塑造成

很真实的革命青年。

此外，青年邓小平这一在片中

只出场不到一分钟的角色，却在影

片上映后成为一个意外的亮点。

片中的邓小平还是个在法国勤工

俭学的 17 岁青年，李歇浦告诉记

者，尽管戏份少，寻找饰演邓小平

的演员也十分不易，选角副导演在

上海的大学里进行“地毯式”寻找，

偶然在复旦大学食堂看到一个在

校大学生，戴上鸭舌帽穿上西装，

简直跟那幅众所熟知的青年邓小平

照片一模一样。剧组在全国各地

做宣传时特意将这名演员钟辉带

上，结果每到一站都有热情的观众

抢着要跟他合影留念。

两进中南海获首肯

电影《开天辟地》从 1990 年开

始拍摄了近半年，粗剪下来有 4 个

多小时。随后，决定将此片分为

上下两集，总时长控制在 3 个小时

之内，并向上送审。作为建党 70

周 年 力 推 的 电 影 作 品，《开 天 辟

地》经历了最高规格的审看，李歇

浦与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的

于本正两度携片入中南海，陪同

中央领导一起审看样片。李歇浦

回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

瑞环对本片评价很高，当看到片

中青年邓小平出场时，他惊喜地

转 过 头 问：“ 你 们 怎 么 找 的 这 个

邓 小平，那么像！”第二次审片，

江泽民、李鹏、薄一波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一起观看，均给予了高度

评价。在次日，曾庆红找到李歇

浦，第一句话就说：“中央领导看

了这部影片很兴奋，这部影片拍

得很好。”接着，他传达了修改意

见，希望对这部影片进行一些历

史的观照。李歇浦很快就理解，

经过处理，影片的片尾定格在嘉

兴南湖的红船上，抒情的画面外

增加了一段旁白，简要交待了参

加中共一大代表之后的情况，表

达了革命就像大浪淘沙，淬炼了

真金、淘汰了沙子这一观念。

《开天辟地》自 1991 年公映之

后，获得了广泛好评，荣获当年广

电部优秀影片奖、中宣部首届“五

个一工程”奖、第十二届中国电影

金鸡奖最佳编剧及特别奖等诸多

奖项。

记者采访李歇浦导演时，正

值建党 90 周年献礼影片《建党伟

业》上映首日。记者问他：“您会

去看《建党伟业》吗？”李导谦虚地

说：“我会去学习学习。”

花 头 巾 、无 袖 牛 仔 上 衣 、磨

白牛仔裤……初见时，一身朋克

打扮的谷伟似乎与陈毅元帅并不

接近。

在沙发上落座，霸气的“做派”

已经让伟人风采显山露水；点燃一

支烟，烟雾中拧着眉头、一脸正气

的谷伟，不正是陈毅元帅忧国忧民

的状态。谷伟真的很像！

第一次扮演陈毅时，谷伟 18

岁。“那年我还在上海戏剧学院上

学，有一台话剧需要一个年轻一点

的‘陈毅’，那时候老一代的‘陈毅’

年龄大了，于是剧组到学校来找，

看有没有长得像陈毅的学生。我

那会儿比较瘦，但还是被选上了。”

那 台 话 剧 演 出 了 100 多 场。

每场演出结束，都有很多观众坚决

不肯走，他们一定要到后台来看看

谷伟卸装以后的样子。

扮演过陈毅之后，谷伟从十大

元帅的挂历上剪下了陈毅的那张，

贴在了家里的墙上。一天，家里突

然失火，烧毁了一张桌子，可是这

张桌子紧挨着的墙上，陈毅的画像

完好无损。谷伟赶忙把像“请”下

来，镶了镜框，郑重地重新挂在墙

上。之后，每次出门、进门，谷伟都

要对着这幅画像三鞠躬。家里人

说，谷伟“魔怔”了。

当第10次扮演陈毅时，“神奇”

的事，又在谷伟身上发生了。原本

头发茂密的谷伟，发际线开始向后

移，并且恰好移到了与陈毅发际线

相同的位置；眉毛也从比较平缓的

眉形，变成了斜插入鬓；因为不断

模仿陈毅的神态，谷伟的眉间也有

了深深“川字纹”……谷伟“相由心

生”的变化，让他的母亲、老师都惊

讶不已。老师一度怀疑谷伟去做

了整形。谷伟说，他脸上一刀都没

有动过。

形愈发相似，追求神似也不能

懈怠。最开始，为了了解陈毅，谷

伟阅读了大量史料和相关传记。

之后，曾经扮演周恩来的王铁成告

诉谷伟，做伟人的特型演员，只读

伟人的著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

把伟人的背景套到你的身上”。

陈毅是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

诗人，所以王铁成要求谷伟必须

懂 政 治 、学 军 事 、晓 外 交 、当 诗

人。谷伟真的照做了。如今的谷

伟，做得一手好诗，写得一手好字，

就连最枯燥的军事，他也能说得头

头是道。他说，他的身上已经有了

陈毅的影子。

随着对陈毅不断深入的了解，

谷伟在表演中也更加细腻、真实。

在电视剧《新四军》的第二集

中有一场戏，陈毅和项英在赣南地

区坚持了 3 年的游击战争，当得到

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消息后，他

们终于可以走出梅岭了。这一场

戏，谷伟只有一句台词，“出山了”。

“这 3 个字怎么演呢？兴奋地

喊着‘出山了’，带着部队狂奔，这

是太一般化的演法，我不满足。”于

是，谷伟和导演提出“放一放”。

半个月过去了，这场戏始终没

拍。一次吃饭，谷伟不小心掰断了一

次性筷子，灵感随着断筷子突然而来。

因为陈毅在游击战争中受了

伤，所以谷伟为陈毅设计了一根拐

杖。听到国共合作的消息，“陈毅”

对着群山，轻声说：“是不是出山

了？”接着，他看了看手中的拐杖，

仰天大笑，眼泪却也随着笑声落

下。他冲到一片竹子前，把拐杖狠

狠打成3截，扔到空中。之后，战士

们冲向“陈毅”，把他高高抛起，大

喊着“出山了”。

创作中，谷伟不仅能将简单的

段落变成震撼的场景，还可以“化

腐朽为神奇”，将历史剧中并不合

理或不算精彩的段落修改完美。

曾经在一部电视剧中，有一段

表现孟良崮战役胜利后陈毅朗诵

“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

逃”的片段，编剧设定的场景只是

让“陈毅”叉着腰，感情充沛地将

诗句朗诵出来。谷伟觉得，这样

的处理“太简单粗放”了。“陈老总

是个非常丰富、深沉的人，这种演

法过于肤浅了，所以我建议导演进

行修改。”

谷伟修改后的情节，虽然出人

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听到孟

良崮战役的消息，“陈毅”平静地

放下电话。走到墙边地图下，“垂

头 丧 气 ”地 坐 在 了 一 个 小 板 凳

上。警卫员赶忙过 来 询问。“ 陈

毅”慢慢抬起头，说：“以后我的儿

子绝对不让他们带兵打仗了。这

样的日子太难熬！”他慢慢站起来，

倒了一大杯红酒，又将酒洒在地

上，含着泪说：“一将功成万骨枯。”

下一个画面，“陈毅”坐在马上

检阅部队。他一手勒着马头，一手

紧紧攥着拳头。画外音响起，正是

“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

逃”这首诗。

在 60 多部舞台剧、影视剧中

塑造了陈毅的形象，谷伟仍然不

满足，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表演的

不满足，也是对现代历史剧创作

的不满足。他说，能够从容地、客

观地描写历史的作品少之又少。

他期待着能够让他满意的《陈毅

传》早点面世。

客观再现党的缔造者
——电影《开天辟地》导演追忆创作历程

本报记者 成 长

谷
伟
：
我
身
上
有
了
陈
毅
的
影
子

本
报
记
者

刘

淼

（上接第一版）

谷伟扮演陈毅

电影《开天辟地》海报 电影《开天辟地》的结尾，党的一大在南湖游船上闭幕，代表们齐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导演李歇浦（左三）在电影《开天辟地》片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