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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红色电影”
为什么这样红？
——主旋律电影市场化之路透视

■新华社记者 许晓青 孙丽萍

集中了20多位影帝影后、100多名一线演员的电影《建党伟业》15日起
在全国公映。与两年前《建国大业》上映时的火热场面相仿，《建党伟业》在
北京、上海等城市再度掀起新一轮“红色电影”观影热潮。

继《建党伟业》之后，今年还有《辛亥革命》《钱学森》《秋之白华》等主旋
律影片即将上映。影评人士分析，史诗巨制与明星效应的叠加，令观众在
银幕前或温习历史或“数星星”，这种各取所需、各得其所的观影模式，已逐
步奠定了主旋律电影的市场化之路。

从“大业”到“伟业”票房趋热
正在举行一年一度国际电影节的上海，尽管有 25家指定影院为电影

节辟出固定档期，但《建党伟业》的“空降”依然显示出强劲的票房“吸金”
能力。

15日 18时不到，《建党伟业》开场前 5分钟，上海市中心和平影都 2号
厅已座无虚席。由于这座影院拥有上海市内唯一一块 IMAX（3D）商业银
幕，一直被视为上海放映进口大片的“风向标”。

从这家影院的排片表上看，《建党伟业》上映首日的风头，并不逊色于
当年《阿凡达》的亮相，“伟业”的后劲还可能超出最近热映的《功夫熊猫
2》。和平影都还在其网站上答复影迷，IMAX版的《建党伟业》两天后就将
推出。

两年前的《建国大业》获得4.15亿元票房的佳绩，对于当时的中国电影
行业而言已是“奇迹”。两年过去，中国城市银幕总量已增加到6200块，中
国电影人和观众也更有底气。在“大业”之后，《唐山大地震》和《让子弹飞》
的表现一步步登上新台阶，前者达6.6亿元，后者甚至超过了7亿元。《建党
伟业》导演黄建新保守预估，“伟业”的票房将超过“大业”。

占全国院线约1/10市场份额的上影“联和院线”对《建党伟业》的票房
预测乐观。院线副总经理吴鹤沪说，比照“子弹”等商业大片，“大业”和“伟
业”的主旋律题材曾是中国电影市场化过程中的“难点”，但有了“大业”的
珠玉在前，“伟业”票房更进一步的可能性很大。

不单靠“数星星”更靠“精气神”
“比照《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的时间跨度更大，

讲述的历史更为复杂、更难把握，但也更具有史诗气质。”黄建新导演在上
海说。他认为，“数星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影片中能够看到一代
革命者的青春朝气，那是演员们的“精气神”。

《建党伟业》首映当天获得的网评，印证了黄建新的想法。不少网友表
示，在“数星星”的同时，被北大“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激辩场景所感染，被

“五四运动”的宏大场面深深震撼，甚至热血沸腾，在走出影院后，情不自禁
去翻阅史书。

陪母亲去看《建党伟业》的福州网友“小点点”留言说：“老妈在看历史，
我在数明星！不过看到五四运动，居然还热血了！这是一部值得去看的电
影！”

武汉网友“小悠子”感慨：“通过今晚（观影），我对近代史有了更深一层
的了解。”网友“洁crystal”留言：“感恩那些为了新中国英勇献身的烈士们。”

在片中扮演青年毛泽东的刘烨出生于 1978年。他本人坦言，在演出
中，自己已经跳出了原来从书本上对伟人的简单理解，而是力图突破自我，
塑造一个更贴近年轻人的、意气风发的毛泽东形象。

不少观众点评，“伟业”比“大业”的进步还显现在演技上，明星中“花瓶
少了”，多的是“老戏骨”的实力较量。比如，冯远征饰演的陈独秀、张嘉译
饰演的李大钊、周润发饰演的袁世凯以及陶泽如饰演的张勋，均有精彩表
现，令人回味无穷。

主旋律影片进入百花齐放时代
比起当年《建国大业》上映时的“一枝独秀”，《建党伟业》所面对的是一

个主旋律影片百花齐放的时代。
正在举行的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最新问世的中国主旋律片纷纷

高调登场。电影节主办方称，这是从未有过的新现象。
本届电影节上，华人群星参演的《辛亥革命》引来数百中外记者聚焦；

描写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爱情故事的《秋之白华》赢得阵阵掌声；
《钱学森》《百年情书》等则将历史人物细腻的家庭生活、人生际遇逐一搬上
大银幕。

《辛亥革命》导演张黎说，影片的拍摄不是为了一味迎合观众“数星星”
的欲望，更重要的是电影本身所要表达的那种情怀和精神。他透露，在9月
即将上映的《辛亥革命》中，将展示一个更加立体的孙中山形象，让人们了
解他矢志不移的革命情怀和博爱精神。

《秋之白华》导演霍建起用唯美、浪漫的镜头语言，表现了艰苦环境下
共产党人的纯真爱情。他说，挑选窦骁、董洁出演瞿秋白、杨之华，绝不是
单纯考虑明星效应，而是对演员实力、剧情发展等综合评估的结果。“主旋
律题材的处理，也可以拍出文艺片的气质，类型化将是一种发展趋势。”

曾经在《建国大业》中扮演蒋经国而获得好评的青年演员陈坤，又在
《建党伟业》中扮演周恩来。首映第一天，不少观众惊叹“确实挺像”。有网
友点评，陈坤把握了周恩来的人物特点，特别是那种坚定的眼神。

陈坤认为，虽然明星饰演历史名人已成潮流，但演出真人真事其实是
一项很大的挑战。“如果不能形似，至少要神似。”

霍建起分析，时下“明星＋史诗”式的主旋律影片开始“多产”起来，在
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若能激起年轻观众重温历史的兴趣，多问几个为什么，
那就是一种成功。 新华社上海6月16日专电

唱支山歌给党听
——“在灿烂的阳光下——红色经典演唱会”侧记

■本报记者 李颖 文 李焱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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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 颖 文 汪静文 图）
炎炎夏日里，邀上三两知己一起来看扇
面展吧。昨日，由著名山水画家、河南
省书画院院长谢冰毅率领他的 20多位
学生共同举办的“清夏·清赏”扇面展在
商都艺术馆开展。展览将持续至20日，
面向市民免费开放。

扇面这种艺术样式，因为其带给人
们赏心悦目、清新高雅的独特艺术感
受，在两宋得以兴盛并以一种成熟的艺
术表现形式流传至今。扇面尺幅虽小，
但题材广泛且意境深远，寸尺之地，既
可写千里江山、从流漂荡，又可绘孤舟
野渡、烟波浩渺，小小的扇面之上，千姿
百态，美不胜收。

此次展览展出了谢冰毅及其学生
精心创作的扇面 138 叶。记者在展厅
看到，这些扇面作品中，有的吸纳传
统技法，作品表现古意弥漫；有的采
用现代手法，使作品充满现代气息，
一幅幅扇面在观者面前依次展开，湖

光山色，人物花卉，或酣畅淋漓、浓墨
重彩，或婉约细腻、清新可人，真可谓

“一花一世界，一草一乾坤”。整个展
览清新典雅，表现手法各异，风格多
样。从这些展出的作品中，既可看出
画家们对中国画艺术魅力的共同追
求，同时又看到了每个人对中国画的
不同理解和表现。

展览策划人、发起者谢冰毅表示，
扇面之所以能让人如痴如醉，爱不释
手，其魅力就在于它以小见大、简约概
括的艺术特性，因此，从绘画的角度而
言，在扇面上作书作画虽然风雅，却也
不是一件易事，由于扇面提供给画家和
书家的创作空间十分有限，要想在这样
狭小的面积上创作出既有趣味又有意
境的作品来，就要求画家不仅要有十分
过硬的绘画技巧，更要有与众不同的综
合绘画水平和巧妙构想，希望这次扇面
展将为省会郑州炎热的夏日吹来一阵
凉爽的风。

▲胡松华演唱《赞歌》

这是一个流光溢彩的夜晚，这是
一个激情澎湃的夜晚，这更是一个令
人难忘的夜晚。

传唱经典红歌，弘扬爱国主义。
昨晚，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歌声嘹亮、
激情飞扬，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90周年
到来之际，胡松华、李谷一、殷秀梅、
李双江等众星齐聚郑州，唱响“在灿
烂的阳光下——红色经典演唱会”。
一曲曲熟悉的旋律、一首首广为传唱
的歌曲，唱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
人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甘苦、共命
运的责任担当。

唱响时代的旋律
难忘的红色歌曲见证着激情岁

月的磅礴与绚丽，优美的经典旋律抒
发着中华儿女内心爱党爱国的深情，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唱响时代的旋律，
一首首红色经典歌曲吹响了前进的
号角。

“从小老师教我唱，唱支山歌给
党听，几经风雨更懂得，跟着共产党才
有新中国……”伴随着中国第一位电
视女主播沈力领衔朗诵的《在灿烂的
阳光下》，红歌演唱拉开帷幕，分“千秋
大业”“江山多娇”“走向复兴”三个篇
章演绎。

“让我用‘80后’的歌喉为大家演
唱！”当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站在
舞台上，用特有的方式和郑州观众打
招呼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胡松华
虽已年届八旬却宝刀未老，一曲《赞
歌》荡气回肠。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荡
起小船儿，晚风轻轻吹……”李谷一的
歌声依旧甜美动人，以其独树一帜的
演唱风格为观众献上《年轻的朋友来
相会》《我和我的祖国》，当欢快的歌声
流淌而出，深深感染了现场每一个人。

抒发对党的深情
红歌是中国共产党 90 年光辉历

程的生动写照，是继承革命传统、弘扬
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来自于群众、传

播于群众并深深扎根于群众，反映了
不同历史时期群众拥护党、歌颂党、坚
定不移跟党走的真挚心声。

“党啊, 亲爱的党啊，你就像妈妈
一样把我培养大，教育我爱祖国鼓励
我学文化，你就是最亲爱的妈妈……”
穿越数十年的时空，当殷秀梅在舞台
上重又唱起《党啊 亲爱的妈妈》，仍能

令听者思绪万千，更激起现场观众的
同声相和。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牡丹之
歌》，这两首蒋大为的经典代表作再
度被他演绎，观众也在歌声中寻找往
昔的记忆；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李双江
高歌《延安颂》，吕继宏唱起《咱老百
姓》和《怀念战友》，女高音歌唱家王

莹唱响颇具河南独特韵味的《天地之
中》……现场观众时而沉浸于红歌对
往昔峥嵘岁月的追忆，时而陶醉于红
歌对今天美好生活的礼赞，随旋律欢
呼鼓舞，掌声雷动。

“从小爷爷对我说，吃水不忘挖
井人，曾经苦难才明白，没有共产党哪
有新中国……”当童星李木子和男高
音歌唱家魏松唱起《在灿烂的阳光
下》，柔美的童声和着高亢的男高音，
带来的不仅是听觉的冲击，更是心灵
的涤荡。

当最后一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音乐响起，全场观众自发合
唱，饱满的热情、激越的歌声抒发了对
党的无限深情。

见证光辉的历程
曾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志愿军王

瑛看完演出热泪盈眶，他说，当年是听
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样
的革命歌曲远离家乡、保家卫国，今天
再次重温红色经典，更深切感受到新
中国的发展变化，让人心生自豪。

“中国共产党 90 年的光辉历程，
如同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更是
一部催人奋进的长歌史诗。党的革命
历程告诉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没有共产党就不能建设新中国，
今天红歌会的不少歌曲都是我年轻时
爱听爱唱的，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火红
的年代。”观看演出后，市直机关工作
人员、党员刘国林激动地对记者说。

被主办方特意邀请到晚会现场
的基层党员代表、中原区环卫工人吕
长凤的想法非常朴素，她表示，一支红
歌传达的是一份共产党员的革命精
神，“我做环卫工人已经 32年了，我想
继续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扫好地，
让我们的城市更清洁、更文明，就是我
为中原经济区建设、郑州都市区建设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红歌会虽已落幕，但是红歌的
旋律将永远传唱，红歌的精神将永远
传承。

《建党伟业》导演韩三平：

同题材电影还要拍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专电（记者 田 颖 白 瀛 张春晓）中国共产党

建党90周年献礼影片《建党伟业》15日起在全国公映。首日公映后导
演韩三平说，这类型的电影还要拍，要比《建党伟业》拍得更好看。

在影片公映后的媒体见面会上，韩三平说：“要把这类型的电影拍
得更好看，不仅要有明星，有故事，制作还要精致。”

导演黄建新说，这个片子80％讲的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前的历史必
然与历史选择。

在提到对刘烨饰演毛泽东的评价时，导演黄建新说：“刘烨是我们
比较下来目前所有演毛泽东的人相似度最高的。他演了一个学生样
的毛泽东，不是一个概念里的毛泽东，而是一个成长的毛泽东。”

黄建新认为启用明星饰演历史人物对票房影响并不大。“明星云
集的模式美国早就用过了，关键是要有一类题材能容得下这么多大演
员。”他认为明星荟萃在于角色本身的吸引力，“这部戏虽然短，但都是
历史重要时期的重要人物，那些人都具有极强的戏剧性，所以对演员
有吸引力。”

但媒体工作者杨亮认为明星太多，抢了故事本身的风头。“有些演
员并不适合他们的角色，可能是为了宣传和炒作。”

韩三平介绍说，这部戏和历史吻合度非常高，形成剧本要经过上
百个专家的审定，在完成影片的过程中，共有两百位专家参与，包括历
史学专家和党史专家。韩三平说：“硬伤几乎没有。电影中我们没有
说第一次代表大会什么时候结束的。这种在史学上比较有争议的，我
们处理得比较虚，但是7月23日召开的，这是公认的。”

观影后，29岁的银行工作人员李培说：“我觉得《建党伟业》比《建
国大业》好，场面和情节上都比较振奋人心，有感染力。叙述也比较清
楚，基本符合学过的历史。”

电影《建党伟业》围绕 1921年前后展开，展现了从 1911年辛亥革
命后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时间内的历史故事与风云人物，它
以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周恩来等第一批中国共产
党党员为中心，讲述了他们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为国家赴汤蹈火的精彩
故事，邀请到178位演员参演，由韩三平、黄建新执导。

精美的扇面吸引了许多美术爱好者驻足观赏

《建党伟业》剧照

▼李谷一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