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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晋 美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发生在江西的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

队的重要开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

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之前的影视作品中，

对于三湾改编的展现往往包含在对整个井冈山

时期历史的讲述中，较少有专门提及。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之际，三湾改编这段重要的历史将通过大银幕展

现给全国观众。

日前，由江西电影制片厂有限责任公司、井

冈山西江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八一电影制片

厂联合出品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三湾改

编》正在江西省永新县紧张拍摄。影片讲述了

1927 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在三湾村领导

“三湾改编”、创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

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治军方略的故事。

据悉，该片将于近日杀青，暂定于今年6月25
日全国上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据介绍，影片将再现从1927年9月秋收起义

失败后到 1927年 10月水口建党之间的历史，集

中展现了三湾改编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

分的革命军队初步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

人民军队的过程。

影片编剧王玮说：“我们在剧本的创作中想

要表现的是两方面：一是‘支部建在连上’，这既

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奠定了政治建军

的基础；二是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主义，

这对当时团结广大士兵群众、瓦解敌军起到了巨

大作用。”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记者在这次采访中

经常听到的词。指的是历史题材的创作原则,即
大的历史事件必须真实,小的细节可以进行适当

的艺术加工。

在“大事不虚”方面，王玮表示，影片剧本在

创作阶段得到了包括原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部

副部长肖裕声在内的多位国内权威党史军史专

家、剧本专家、影视制作人的助力和把关。

在“小事不拘”方面，影片导演杨虎告诉记

者，当年三湾改编的一系列思想是毛主席经过长

时间思考得出和形成的，在影片创作中会着重展

现这些思想形成的背景和过程，对影片中人物的

呈现则会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相应艺术处理，其

目的是让观众能更加深入体会到历史人物在特

定情形下的所思所想，避免“脸谱化”。

杨虎之前曾执导过《2019阅兵盛典》、《天眼

风云》、《信仰者》等多部主旋律影片。此次拍摄

《三湾改编》，在开机之前，整个剧组团队开了两

天会，围读剧本，并各自讲述了对这段历史的了

解和理解，保证各部门充分了解剧本和各自的创

作任务之后，再一起投入拍摄。

杨虎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能帮助观众更加深

刻地理解，在当时的环境和历史背景下，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要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为什么把

支部建在连上，为什么要在军队里建立民主制度

等一系列抉择，“让观众在建党百年之际，通过寻

访那段风云激荡、令人振奋的历史，切身体会当

年几乎陷入绝境的中国革命，如何柳暗花明，重

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和时间赛跑

努力完成献礼建党百年任务

影片《三湾改编》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献礼建

党百年的重点影片之一。据解放军文化艺术中

心影视部副主任李瑞海介绍，影片于 3月 5日开

机，目前暂定于 6月 25日上映，制作周期只有不

到4个月，时间紧任务重。

为了拍好这部影片，整个摄制组费了不少心

思，当地政府也高度重视，在场地选择和群演安

排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李瑞海以置景工作举例：为了更好再现当年

的历史，影片的主要场景选择回到江西省吉安市

永新县三湾乡拍摄，但当地经过多年的发展，已

经和事件发生时的场景出现较大变化，不能满足

影片拍摄需求。

“剧组在当地政府的配合和帮助下，在现在

的三湾乡用一个月零两天时间重新搭出了当年

三湾村的实景，其中包括6个简易房，11个草垛，

9 个草棚等，基本还原了当年的基本情景，保证

了影片的拍摄质量和拍摄节奏，”李瑞海还表示，

“在完成影片拍摄之后，拍摄场景将会保留并移

交当地政府，作为红色旅游和历史教育场所”。

另悉，目前整个摄制组还在紧张高效的工作中，

将于近日完成拍摄，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井冈山西江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建廷参与了影片《三湾改编》的投资和出品。他

表示，之前就曾投资拍摄过《井冈山道路》等类似

题材的影片，对三湾改编这段历史也烂熟于胸，

作为永新当地人，参与这个项目，既是想为建党

百年献礼，同时也希望通过传播红色历史，为宣

传家乡做点事。

刘建廷表示：“在建党百年这一重要的历史

时间节点上，能参与这么一部献礼片的创作非常

荣幸。吉安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养育的人民对

于革命胜利做出过巨大贡献与牺牲，今天的我们

不能忘记他们的付出，希望能通过《三湾改编》这

部影片的拍摄，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把党的优

良传统宣传出去、传承下去。”

精心准备每个细节

展现伟人神韵首先靠“真诚”

在剧组中担任烟火师的尹星云从业已超过

40 年，由他担任烟火师完成的电影曾两次获得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烟火奖。此次《三湾改编》

中虽以文戏为主，大的烟火场面只有两场，但尹

星云还是为此做了精心准备。

他告诉记者，电影烟火并不是简单的埋炸药

这么简单，而是一个“手艺活”，“要在前期与演

员、摄影、导演等各部门进行充分沟通，在片场要

保证安全，同时尽可能展现出逼真、震撼、精致的

效果，为影片加分。”

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炸点爆炸之后会炸

起碎土，而碎土的颜色、数量和方向都有讲究；二

是，炸点爆炸之后会产生白烟，而白烟的浓度，飘

散的高度、广度和方向也会影响拍摄的效果。“有

时候浓烟会挡到演员、挡到摄影机，就会影响拍

摄效果，如何让烟火效果为影片服务，需要多年

的从业经验、前期的充分沟通以及现场的灵活应

变来进行处理。”尹星云如是说。

青年演员侯京健此次在影片《三湾改编》中

饰演毛泽东，这已经是他第 12 次饰演毛泽东

了。侯京健坦言，之前饰演伟人的经历让他对这

段历史有了更多了解，也更加自信。

“我有幸在之前饰演过不同时期的毛主席，

我觉得毛主席在各个时间段是有不同特质的。

比如说青年时期的那种朝气蓬勃；比如国共合作

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以及我们党原则的坚持等

等。我觉得，三湾改编是毛主席在思想上从笔杆

子到枪杆子转变的一个特殊时期。”

侯京健表示：“在此之前，毛主席一直说他要

温和改良这个国家，通过他的笔杆子去唤醒国人，

在一次次的碰壁之后，他开始觉得唯有武装暴动，

可能会打出一条新的道路，从笔杆子到枪杆子的

转变就是这个时期在不断摸索之中进行的。”

在具体展现角色的过程中，侯京健总结的关

键词是“真诚”。他认为，三湾改编对整个部队的

改造和改良是在失败中一步步摸索得出的，毛主

席正是在失败中找到经验、看到希望，真正把“失

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运用到了实践和生活中，

运用到了这支军队的改造当中。

“在处理每一步、每一个镜头、每一场戏的时

候，我觉得首先要找到的是真诚，不是泛泛地假

装去看去想，而是真的去听别人的话，当时毛主

席只是拿过笔杆子，而和他讨论对军事问题的人

有好几位是黄埔军校出来的，那是他们一技之

长，在讨论中毛主席的心里应该是坦诚的，不会

觉得自己完全是对的，他会站在别人角度去想、

去看问题到底对与不对，通过不断的积累和实

践，最后找到真理，我觉得这是我在表演中应该

展现的中心特质。”

对于电影版《大地颂歌》，总导演周雄介绍：

“电影版没有分幕，就是想让观众在电影院待上

两个小时左右，完整感受一个故事。”电影版《大

地颂歌》视效总监卞合江坦言将歌舞剧制作成电

影难度非常大。长达两个月的后期制作，卞合江

直言：“非常痛苦。”

歌舞剧《大地颂歌》制作成电影《大地颂歌》

历经了 3 个工序：将 1080P 版本进行剪辑；套入

4K的画面；最后，将素材送至北京进行调色、做

特效、混音。在北京做电影《大地颂歌》后期的两

个月时间里，卞合江面对的是 23TB 的 1080P 素

材和 100TB的 4K素材。“120多分钟的画面都要

处理，背景、地板全部要换面貌，地标、缝隙全部

要进行抠擦，这不是传统电影后期制作在绿幕里

抠，而是一帧一帧地抠，几千个文件，干了一个半

月”，卞合江说，视效制作的工作量远超普通

电影。

据介绍，电影版《大地颂歌》将高清画面和

5.1立体声道融合，沉浸式的体验也将带来更高

的还原度和更强烈的代入感，大银幕的魅力能将

歌舞剧《大地颂歌》中的感动更加真实准确地传

递出来。

为了制作电影版，导演组挑选了最精华的素

材。过去，观众看歌舞剧版难以聚焦，电影版解

决了这个问题。在精炼的剪辑中，谷智鑫、张凯

丽、万茜和何炅等人动情又极富爆发力的表演展

现得淋漓尽致，演员的情感表达也更能和观众产

生共鸣。电影《大地颂歌》后期统筹周蕊就表示，

歌舞剧版是场景的震撼，电影版则是情感的

震撼。

主持人何炅在影片中饰演王老师，他在首映

式现场说：“其实大家在大银幕上看到的电影，和

在剧场看的是不一样的版本，电影版的纵深也

好，拍摄的镜头表现还有演员表演，都有很大程

度的不同，并不只是简单地记录下了一次舞台演

出的行为。刚才看了几个预告片，就有非常多的

细节，我非常欢迎大家走进影院来支持我们的

《大地颂歌》。”

苏瓦塔那·翁萨在首映式后观赏了影片。而

这部电影也即将在包括老挝在内的多个国家放

映，搭起国际文化交流之桥，讲好中国故事。

五位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一个先进集

体成了该片的第一批观众。十八洞村第一任扶

贫工作队长龙秀林看完电影后两眼通红，他说：

“这部电影真人真事真情，里面发生的那些故事，

那些思考，让我再经历了一次那段扶贫时光。贫

困户不易，扶贫人不易，脱贫是中国的史诗壮举，

电影里展现出的自强不息令我热泪盈眶。那些

错过舞台剧，错过电视版的人，不能再错过大银

幕带来的震撼。”

（姬政鹏）

（上接第1版）

1959年 3月，西藏发生了一场由地方反

动上层策划发动并迅速被平息的武装叛乱，

随后中央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2009 年 1
月，西藏将每年的 3月 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

奴解放纪念日。50 年后为何还要回望那段

历史？因为那是西藏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历

史节点，它结束了旧西藏延续了 600多年的

政教合一制度，西藏社会从此进入了崭新的

发展阶段。

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后不久，八一

电影制片厂即开始策划拍摄以西藏民主改革

为背景，反映新旧西藏社会对比的电影《农

奴》。该片于 1963年上映，它讲述了在旧西

藏，身为农奴的强巴因偷吃寺庙的供果而被

罚为哑巴，倔强的他从此不再说话，直到人民

解放军的到来才帮助他获得彻底的解放，他

终于开口说话。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在西藏拍

摄的故事片，也是第一部完全由藏族演员主

演的西藏电影，其中包括男主角旺堆在内的

很多演员过去就是农奴，他们的亲身经历使

得这部揭露旧西藏黑暗农奴制的电影更具说

服力。影片的上映轰动一时，周恩来、邓小平

等中央领导专门接见影片主创，对他们提出

表扬和鼓励，剧组被邀请参加1965年国庆十

五周年的天安门观礼，并且安排了一辆以电

影《农奴》为主题的彩车驶过长安街。

《农奴》的成功可以算作一次电影在执行

国家意志、体现国家诉求上的重大成功。其

后 1996 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反映上世

纪初西藏第二次抗英战争的《红河谷》，兼顾

历史性和商业性，在当时也获得较大的影

响。通过研究《农奴》的成功和它背后的创作

发生背景，对我们如何认识和发展今天的西

藏电影，仍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毫无疑问，西藏对于我国的战略意义是

毋庸置疑的，1959年 3月西藏反动上层的叛

乱背后离不开境外敌对势力的插手，这是新

中国成立不久在国力孱弱的情况下所不得不

面对的国际环境。

另一方面，就国内来说，限于当时的社会

发展水平，祖国内地的广大人民对西藏的具

体情况还是非常陌生的，对于西藏发生的武

装叛乱和接下来实行的民主改革也缺乏深刻

和具体的认识。《农奴》的拍摄首先要解决的

是向全国人民生动展现旧西藏的基本面貌，

然后表现在共产党领导下新西藏发生的变

化，这背后才是加强内地和西藏的国家认同

和民族认同这一根本目的。

5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社会经济文化

水平得到巨大的提升，西藏更是实现了跨越

式的发展。电影的创作生产也发生了重大变

化，由国家完全主导变为国家主导下的高度

市场化，电影开始更加注重娱乐性和多元性。

但是，同 50 多年前相比，国际国内的涉

藏议题从某种层面来说，还没有发生根本性

的改变。首先，中国的快速崛起一方面为自

己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但同时也在

面临前所未有的“围堵”环境，所谓的“西藏问

题”仍旧是国际反华势力纠缠不休的几个主

要议题之一，西藏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仍旧是

敏感的。从这个角度说，西藏电影必定不同

于内地其他高度市场化的电影，它始终应该

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

就西藏和祖国内地本身来说，情况也有

新的变化。西藏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全国人

民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成就，与

内地的差距显著缩小，整个社会经济面貌发

生深刻改变。而内地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发展成就。限于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西藏

的发展水平同内地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另一方面，虽然信息时代的到来打破了

既往的地域束缚，内地同西藏的信息交流更

加便利和发达，但网络时代信息交流的自主

性和选择性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以往国家为

主导的信息传递。内地对西藏的认识正在发

生一种微妙的变化。著名学者沈卫荣曾在文

章中介绍过西方社会在自身不同发展阶段对

西藏认识产生的变化，即从早期将西藏视作落

后未开化的蛮夷之地，到后来将西藏作为解决

自身社会发展矛盾的“香格里拉”，也就是一种

东方主义的想象。沈卫荣指出，随着中国社会

的快速发展，中产阶层的急速壮大，中国社会

似乎也在重演西方社会对西藏的认知变化，一

种自我东方主义正在形成，“冒牌活佛”的泛滥

和丁真的出现似乎就是这种现象的注解。

党的十八大后召开的两次中央西藏工作

座谈会都强调把维护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

结做为着眼点和着力点，强调反分裂斗争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应该加强西藏同内地

的交流交往交融。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国际

还是国内环境来看，今天西藏需要面对和解

决的问题，和50多年前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程

度的延续性。今天，电影还是人民群众喜爱

的重要的文化娱乐方式，在对外输出中国价

值观、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对内加强中

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上也并没有发生改变。

今天我们的涉藏电影在艺术表达上获得

了更广阔的的空间，更多本土创作者展现出

了优秀的艺术能力，但是我们在创作涉藏电

影时并不能忽视它特有的政治属性，艺术表

达和宣教功能也并不是一对天然的矛盾体，

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今天的涉藏电

影创作者需要注意的问题。

50多年前，《农奴》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因

为它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了当时西藏社会面临

的主要问题以及国家对于涉藏宣传的需求，

同时它在艺术上的探索也在中国电影史上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对今天的中国电影

人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本报讯 3月 15日，中国电影资料馆“青

年影人推荐计划”正式启动。

为助力青年电影人发展，“青年影人推荐

计划”将通过重点作品回顾、影人深度专访、

新作赏析及映后互动，配合资料馆旗下多平

台宣传联动，打造影人与观众之间的交流平

台，为中国电影新力量发展添砖加瓦。

首位“推荐影人”鹏飞于3月15日做客中

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并在《米花之味》与

《又见奈良》映后与中国电影资料馆策展人进

行深度对谈。活动当天虽然恰逢北京十年不

遇的沙尘天气，但是依旧有 360余位观众朋

友们来到影院现场参与活动。

4月 18日，“青年影人推荐计划”将会放

映张大磊导演的长片《八月》以及两部短片

《下午过去了一半》和《黄桃罐头之夜》，张大

磊导演将会与现场观众进行映后交流。

张大磊，中国青年导演，1982 年出生于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成长于内蒙古电

影制片厂大院，其父为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知

名剪辑师。2000 年，赴俄罗斯求学，就读于

圣彼得堡国立影视大学导演系，2006 年毕

业。2016 年，完成个人首部长片《八月》，影

片在多个电影节展获誉颇多。2020年，完成

长片新作《蓝色列车》，提名平遥国际电影展

藏龙单元最受欢迎影片，并入围塔林黑夜国

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2021 年，完成短片

《下午过去了一半》，荣获柏林国际电影节短

片评审团奖。

《八月》作为张大磊的首部电影长片，有

浓厚的自传色彩和作者感，收获了业界的诸

多关注以及观众的广泛好评。而《下午过去

了一半》与《八月》以互文的方式继续衍发家

庭故事，其主创团队也是《八月》的原班人

马。《黄桃罐头之夜》则是由张大磊自编自导

自演的一部短片，故事内容与《八月》和他的

最新长片《蓝色列车》均有前后衔接呼应。

《八月》是由中国电影资料馆牵头成立的

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参与发行的首部国产

艺术影片。自2016年起，全国艺联通过多种

模式放映推广了 120 余部中外优秀艺术影

片，和青年影人建立了亲密友好的联系。当

年《八月》发行时导演和影迷在资料馆共同探

索胶片的奥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引发强烈

共鸣。4 月，让我们与青年影人张大磊一起

重聚小西天艺术影院。 （喵喵）

建党百年献礼片《三湾改编》
江西吉安拍摄

预计将于6月25日全国上映

中国电影资料馆“青年影人推荐计划”
第二期活动公布

《农奴》对当前涉藏电影
创作的启发

导演杨虎（右）与演员侯京健在片场沟通

刘学（右三）等参加《大地颂歌》首映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