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嘉宾“解密”廉政大片《第一大案》众嘉宾“解密”廉政大片《第一大案》
《第一大案》7月1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映 7月26日将举办河南首映式 并从河南辐射全国

2016年7月18日 星期一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校对 宋 利反腐倡廉电影巨制《第一大案》北京首映

7 月 16 日，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首映式上，总制
片人冯诗卉、编剧谈锐、
导演沈悦携陶玉玲、侯
勇、郑昊、郭广平、邢岷
山、居文沛等主演，为到
场的全国百余家媒体及
观众详解《第一大案》的
看点。

冯诗卉(总制片人)：

这是一部具有主流价值观的商业影片
对于《第一大案》这部电影作品，冯诗卉倾

注了满腔热情。她说，在摄制的几百个日日夜
夜中，她把所要表达的情怀、初衷都渗透到了
整部作品里。

作为主旋律影片，《第一大案》的演员年龄
从“30后”跨度到“90后”，满足了不同年龄阶
段的观影需求。对此冯诗卉说：“对于历史题
材的影片，在演员选择上首先要尊重史实，演
员的契合度是塑造人物形象的基础。至于各
个年代演员的选择，也有商业上的考量，我们
要尽可能涵盖最大范围的观众群。”

电影编剧方面起用了 70后的谈锐，在冯
诗卉看来，同样是为了让《第一大案》能吸引更
多的观众走进影院。“70后编剧具有承上启下
的作用，尤其对于当代电影的表现形式感觉比

较敏锐，加上团队中有经验的艺术家把关，可
以在创作上做进一步的开拓与创新。”

冯诗卉介绍，谈锐是国内新生代编剧里
非常有才华、也极其会讲故事的一位中青年
剧作家，近年也有作品在各类电影节斩获奖
项。“怎么让更多人走进影院看到影片受到教
育，再通过口口相传的口碑把影片宣传出
去？首先在剧作上就要摈弃传统的主旋律电
影的套路。新生代年轻编剧加盟，不仅有很
深厚的专业素养和历史解构能力，也懂得电
影市场诉求。”

对于《第一大案》的目标，冯诗卉解释道：
“票房虽不是衡量一部主旋律影片核心价值的
唯一标准，但我们希望这么一部具有时代意义
的影片让更多人关注，接受思想的洗礼。”

沈悦(导演)：

“尽我所能”让更多人走进影院
在《第一大案》首映式的现场，导演沈悦

借用法国著名主旋律导演安东尼·德·考恩斯
曾说过的一句话“尽我所能”：“我们的电影可
以说不仅有跌宕起伏的情节设计，更有每一
个观众尤其是党员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拷问和
反思。我们希望人们能走进电影院，观看这
部有特殊意义的《第一大案》。”

在电影的选角方面，沈悦表示演员唯一
的核心宗旨就是要还原历史。“其实，刘青山
是一个非常英俊挺拔的军人，而且他历经百
战，这破除了我们以往对于反派角色的固有
概念。郭广平本身塑造的正派形象比较多，
而他的身材和个头都比较接近原型。”

作为《第一大案》中的女主角，贡米的加
盟也是影片的亮点之一。“贡米是个很单纯的
女孩，她非常适合这个角色，她的‘小张柏芝’
之称对部分80后、90后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虽然电影名字叫作《第一大案》，但我们

并没有在案
情上做过多
的挖掘，而是围
绕案情所牵扯到
的人物内心做了
很多描述。”沈悦说，
国内很多同题材的反腐电
影，最大的特点是在案情上
做了不少巧妙的设置，而《第一
大案》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人物内
心的塑造上下了很大功夫：“各方在

《第一大案》这部电影上都花费了很
多心血。影片的反响至今
无法预料，但还是希望人
们能走进电影院，观看这
部有特殊意义的《第一大案》。”

谈锐(编剧)：

以年轻人的思维解读厚重题材
“这段历史已经定格，我们谁也改变不了。我

最初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手法和手段，把这段历史搬到
大荧幕上。”

《第一大案》的编剧谈锐是个“70后”，他在谈
到对重大历史题材的把握时表示，对今天的“主旋
律电影”，他更想把它定义为具有主流价值观的商
业影片，让更多的人走进电影院去受到教育。

“我们电影主创团队一直坚持一个理念，就是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的历史史实我们不去

改变它，细节方面我们运用了一些商业元素，比如
‘反特’‘悬疑’，这些元素可能会让 80后、90后愿
意走进电影院去观看。”谈锐表示，作为一个 70后
的编剧，他对“刘张案”印象很模糊，而制作方正希
望他能以一个年轻人的思维角度，去解读这段历
史、来做这个比较厚重的题材。

在创作上，谈锐说前前后后经过了两三个月，
一点点去梳理这段历史资料，“我越来越感兴趣，
越写越有信心，我觉得这个故事的矛盾冲突、感情
撞击，人物的人生变化，都很有看点！”

《第一大案》取材特别，意义深长，对于出
演这部主旋律电影作品，侯勇表示：“我觉得这
部影片起到了一个警示的作用。”

对于剧中的历史事件，侯勇也表达了自己
鲜明的观点：“陈毅老总曾说过‘手莫伸，伸手
必被捉’，这句话也告诫了所有人，不管你从事
什么工作、什么职业，只要做国法之不容、道德
行为所不齿的事情，肯定是要出事儿的。”

侯勇在首映发布会上说：“刚才有两位的
发言我感触很深，一位是 30后的老艺术家陶
玉玲老师，一位是我身旁的 90 后的小弟弟，

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后继有人。从我看陶老师
的电影长大到我身边的这位 90 后新生代演
员，我们都有自己作为演员的职责。说实话，
在这个题材电影里我饰演的是一个审讯人
员，面对张子善，在审讯过程中，作为一个同
志，既惋惜又痛惜，作为一个执法者，需要秉
公执法。希望我的角色表演没有辱没《第一
大案》这部作品。演员的戏份有多有少，但演
员的情怀和职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也
非常荣幸参演这部影片，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第一大案》。”

《第一大案》里男一号“陈怀邦”的扮
演者郑昊，不仅有着 10年军旅生涯，还曾
在多部军旅题材影视剧中饰演过各种军

人形象。此次扮演“反特专员”，郑昊
可谓把生活和工作中的所有经验
都运用到了这个角色中。

“刘青山是陈怀邦的救
命恩人，两人是‘发小’。面
对救命恩人，陈怀邦能去抓
他吗？思想上肯定经过很多
斗争，开始还是劝说引导为
主，想感化、挽救刘青山。但

在利益的驱使下，刘青山没有回
头，陈怀邦最后还是怀着遗憾的

心情，执行了自己的职责……”郑昊颇有感慨，“任
何时候，就像电影里的一句台词：功不能抵过。电
影把对正义和廉洁的追求，体现得淋漓尽致。”

凭借电影《为了这片土地》，郑昊在第十届巴黎
中国电影节中赢得最佳男主角的殊荣。“我去法国
领完奖，本来计划还要在法国多待一两天，但因为

《第一大案》剧组要求我尽快回来拍摄，于是我赶回
剧组，结果第二天法国就发生了大爆炸。”郑昊说，如
果不是回剧组拍戏，那么他很可能就“留”在了法国。

作为献礼建党 95周年的主旋律影片，郑昊认
为《第一大案》刷新了人们对过去“喊口号”式、枯
燥的主旋律影片的看法。郑昊表示，“电影不仅是
娱乐，更要有引领和榜样的作用。这种功能上，

《第一大案》一定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郭广平：

角色从英雄到贪污犯，很有挑战性
“我以前很少演反派。可能因为长得比较

正，又带点儒雅，但我很荣幸能出演刘青山这
个角色，从战斗英雄、革命功臣到贪污犯的变
化很有挑战性，如何从人性的角度去丰满角色
是我最关注的，通过种种细节来展现他的自我
膨胀。”郭广平认为，这种膨胀让刘青山背离了
自己当初的誓言，开始吸毒、贪污、腐败，但他
人性中还是有善的部分，对妻子孩子，对战
友。这样一个人物才能更让人印象深刻，才能
更让人深思，进而警醒。

郭广平介绍说，剧中通过很多细节来表现
刘青山思想上的这种变化。特别设置了很多
小的道具，小到一个窝头。比如，剧中有一幕，
刘青山说“从此以后，再也不吃这硌牙的窝头
了！”还有很多细微的感觉处理，都想从客观上
去反映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人物的思想变化

和心理状态，是非常真实、细微，打动人的。“比
如剧中吃总统宴的一幕，在吃曹锟的厨子做的
饭的时候，突然大风一刮，刘青山看到外面的
战士们还在风中啃着窝窝头，这个时候，他的
眼神有很微妙的变化，然后筷子轻轻一放，这
说明他内心有冲突，他也在想，这样做是不是
不应该。”

郭广平说，拍摄过程中，他曾多次与剧组成
员探讨。为什么要拍《第一大案》？它的意义到
底在哪里？仅仅是为了去还原那个年代的一段
历史吗？肯定不是。“我们是要通过这个鲜活的
人物来警醒人们，要随时反省自己。反腐永远在
路上。”

颇为巧合的是，郭广平的儿子在片中客串
“刘青山”的儿子，戏里戏外皆是父子的表演让
人不免期待。

“我很少演反面角色，最初我看了剧本以后，
便被吸引住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强烈的感情撞击
——这个角色让我很有创作的冲动。”谈到“张子
善”，邢岷山打开了话匣子，“他区别于以往程式化
的反面人物。张子善曾经和刘青山是很优秀的党
员干部，在战争年代也立下了很大功劳。不应该把
张子善演成一个坏人，应该把他演成一个有血有
肉的人物，才更有感染力。”

邢岷山说，当他走进“张子善”这个角色，去触
摸这个角色灵魂的时候，张子善的人生经历给自
己很大的震撼：“他曾经是那么优秀的干部，最后
居然堕落到这个程度。经历了枪林弹雨，却没有

过金钱利益这一关。在贪欲、失衡和侥幸心理驱
使下，没把好‘政治关、权力关、金钱关、亲朋关’，
不惜以身试法，最终触犯党纪国法，成为阶下囚。
对于张子善一步步走上以权谋私、违法犯罪道路
的思想剖析，值得我们深省。”

在拍摄过程中，张子善的人生落差也给邢岷山
很大的心理冲击，使他演起来“很过瘾”。“一个国
家和民族如果没有了信仰，是可悲的；一个人，如果
没有了理想，也是可悲的。”邢岷山说：“《第一大案》
不仅是传统意义上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主旋律电
影，也给了观众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从观感上来
说，我相信能给观众带来特别大的视觉冲击力。”

居文沛：

当好贤内助，筑牢反腐倡廉亲情防线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但对于居文沛来说没有

这种情况。她是才华充沛的作曲家，是美丽机敏
的主持人，是演技精湛的电影明星……身兼数职
的居文沛游走在艺术的各个领域。

此次在《第一大案》中，居文沛出演了省委书
记的夫人。俗话说：“清官有个贤内助，赃官有个
贪媳妇”。正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常在河
边走，哪有不湿鞋”，一些行贿者正是看到了官员
家属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对官员丈夫的影响，因
而就使尽“浑身解数”，展开猛烈攻势，将官员和自
己都拖下了水。

居文沛说，她在剧中就是不知不觉地成了

刘青山的“贿赂”桥梁。“为什么刘青山和张子善
会一步步发展到最后，其实他身边的人也起着
很大的作用。”居文沛说，作品中，刘青山给老首
长送药，这最初可能是出于一种很正常的人与人
之间的感情。但为了保存这种药品，他又想办法
送了一个冰箱——在那个年代，冰箱是极其奢侈
的物品，而首长夫人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收下了礼
物。“当然，她有时候也会有一种迷茫，那是一种
很复杂的情感，现实中，很多人肯定也会有这样
的迷茫，所以这部影片对很多人都会是一种警示
和警醒。我们必须要不断地思考，面对诱惑，我
们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郑州报业全媒体记者北京报道
左丽慧 苏瑜 谢君锐许婷婷
朱琎 李怡青 文 李焱马健 图

《第一大案》中，“30后”老艺术家陶玉玲虽然
只有送刘青山去参加红军的这一个镜头，敬业的
陶玉玲也出现在了首映式现场为电影站台，还提
出“演员有大小，角色无大小”。

据了解，在拍摄过程中，陶玉玲还专程飞到郑
州参加拍摄，“即使只有一个镜头我也会认真演。”

陶玉玲在接受郑州报业全媒体
记者采访时表示，反腐倡廉
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国家现
在对腐败‘零容忍’，老虎苍

蝇一起打，因为这关系
到国家存亡的问题。

就算只有一个镜头，我认为也是很重要的。”年逾
八旬的陶玉玲还告诉记者，她30岁时出演的《霓虹
灯下的哨兵》里也有一句话，“拒腐蚀，永不沾”。

陶玉玲说：“有些人为革命出过力，但后来他
们却没有抵挡住糖衣炮弹，倒下去了。影片所讲
的这个故事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作为一个共产
党人，这个反腐败的故事希望能警钟长鸣。”这次
参演《第一大案》，陶玉玲说，她想告诉现在的年轻
人，中国有句古话——一失足成千古恨，信任一旦
失去就很难再找回，不管在什么岗位上，谦逊谨
慎，戒骄戒躁，反对贪污腐败。作为一名党员，要
牢记“为人民服务”。

郑 昊：

这是一部适合全民观看的影片

沈悦

陶玉玲

侯勇

郑昊

郭广平

邢珉山

居文沛

张宏森(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

用艺术形式来提高党员干部的拒腐意识
在北京首映式上，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

局长张宏森说，影片《第一大案》是以新中国
第一反腐大案——侦破刘青山、张子善的腐
败案件作为主线，再现了刘、张二人从革命功
臣堕落到贪腐分子的一段真实经历，同时也
塑造了以陈怀邦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纪检干部
坚持党纪国法、严惩贪腐的可贵品质和担当
精神。

“在目前全党坚持从严治党，深入开展‘两
学一做’教育活动新的形势下，郑州报业集团
将‘刘张案’这一在我党历史上留下深刻影响
的案件搬上银幕，在加强党的廉政建设、加强

反腐败斗争、提高党员干部的拒腐意识方面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宏森认为电影《第一大案》怀着还原历
史的严谨态度，有机地融入了电影的叙述技
巧，增强了影片的可观性。“主题很明晰，叙事
很流畅，人物塑造很丰满，制作水平也有很大
地提高，是近期同类题材创作中比较有特色
的艺术实践。”

张宏森希望影片的出品方、发行方、宣传
方，能够根据影片的风格特点，创新宣传和发
行方式，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这部影片，从
中受到触动和教育。

赵钢（河南省委宣传部副巡视员）：

向全国人民表示我们党反腐的决心和信心
河南省委宣传部副巡视员赵钢在首映式上致

辞说：“这部影片是一部比较严肃但又不缺乏故事
性的反腐大戏，反映的是从严治党、反腐倡廉的大
主题，追求的是不忘初心、廉政为民的大情怀，非
常诚挚地邀请广大党员走进电影院，认真观看这
部廉政教育片，吸取教训，警钟长鸣。”

赵钢表示，6 月 30 日，党中央隆重举行了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纪念大会，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我们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而把“刘张案”搬上荧幕，就是要
向全国人民表示我们党反腐的决心和信心，
也是对我们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一种自信，所以这部片子有着非常好的现
实意义。

赵钢也指出，虽然我们对这部片子的质量有
信心，但更重要的是广泛传播，他希望参加首映的
每一个人，尤其是新闻媒体的同仁去传播这部片
子，以弘扬正能量为己任。

冯诗卉

谈锐

张宏森

赵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