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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本报讯 由陈凯歌任总导演、黄建新任

总制片人，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

徐峥、宁浩、文牧野倾力打造的电影《我和

我的祖国》已定于 10月 1日上映。影片近

日发布“启程”版预告，呈现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七个经典瞬间背后，普通人与祖国同

呼吸、共命运的动人故事。除首曝预告片

中依次出现的葛优、黄渤、任达华、王天辰、

佟丽娅、张嘉译、张译、王千源、欧豪、刘涛、

刘昊然、陈飞宇、惠英红、杜江、宋佳等演员

外，未来还会陆续曝光更多参演本片的演

员。影片导演、演员、幕后主创一同组建

“中国电影梦之队”，回溯新中国成立 70年

的历史瞬间与全民记忆。

本片总导演陈凯歌，曾斩获戛纳电影

节金棕榈奖、金球奖最佳外语片、中国电影

金鸡奖最佳导演等国内外奖项，总制片人

黄建新曾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导演宁浩的作品曾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

奖提名，八位导演执导的作品票房超过150
亿，累计获得奖项超过 100次。此外，演员

阵容中，葛优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演员，黄渤曾获上

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男演员、金马奖

最佳男演员，也有刘昊然这样拥有多部优

秀代表作品的新生代演员。四代中国电影

领军人，共同拍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倾

情打造为共和国母亲的一次集体献礼。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将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上映，首曝“启程”版预告展现了不

同时代、身份和职业的小人物们，身处七个

祖国大事件经典瞬间的个人经历。预告以

葛优意外获得 08 年北京主办奥运会开幕

式门票后欣喜万分的诙谐情节切入，伴随

着他哼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旋律，悠

扬的小号声响起，一幕幕凝聚民族情怀的

标志性场景再现，普通人有笑有泪的动人

故事接连上演：黄渤拼尽全力攀上天安门

的旗杆，王天辰吹响小号，佟丽娅化身中国

女飞行员，张嘉译感慨轻叹，张译回望飞扬

的红旗和号外报纸，王千源身着军装庄重

敬礼，欧豪自豪地拉稳旗杆，刘涛在“团结

起来振兴中华”的横幅前探寻，刘昊然、陈

飞宇眺望远方眼神向往，杜江升国旗眼神

坚毅，宋佳走下战机英姿飒爽……每一段

历史瞬间，都凝聚着国人的共同记忆。预

告片以新颖的视角切入，讲述大时代下小

人物的动人故事。一部意料之外、以小见

大的主旋律电影，颠覆了大众对于传统献

礼片的认知。

（木夕）

陈力说，《古田军号》最难的是“如何吸

引年轻人”，在她看来，如果年轻人不爱看，

那就等于“白拍”，她要把《古田军号》拍成

一部“那个年代青年领袖偶像剧”，不能“刻

板”，更不能“枯燥”。

前些日子，陈力带着主创团队全国跑

路演，有年轻观众看得入迷，他们问她，“导

演，你是要锁住朱毛‘CP’吗？”陈力大笑，

“他们的反应，也证明了我们这次的创作是

成功的。”

八年，从没放下《古田军号》

《中国电影报》：是什么机缘让您拍了

《古田军号》？

陈力：我在福建拍《爱在廊桥》的时候，

当地找到我，问我对古田会议题材感不感

兴趣。虽然学过这段历史，但当时并不是

特别了解这里面都发生了什么，接触了一

下，发现当时红四军在闽西长达九个月，这

里面有很多故事，我觉得这个题材非常好，

也觉得自己能拍出一个艺术表达不一样的

电影，于是就接受了这份挑战。

《中国电影报》：《古田军号》筹备、拍摄

时间长达八年之久，为什么会耗费这么长

时间？

陈力：这个题材确实难度很大。接了

这部戏之后，越往里走，就越觉得难度大，

越往里走，越觉得不知道从哪着手。我说，

拍一部《古田军号》，顶上拍三部所谓的商

业片了。

这八年里，我相继拍了《周恩来的四个

昼夜》、《海棠依旧》、《血战湘江》，但从来没

有放下过《古田军号》。八年时间，我几乎

走遍了闽西大地，感受到了闽西对中国革

命的意义，也理解了为什么这块红色沃土

能够养育出那么多为中国革命抛头颅洒热

血的人，有数据统计，闽西这块地方当年总

共牺牲了 10名英烈，现在我们能找到的烈

士名字是2万人。

所以，虽然创作难度大，压力也很大，

我还是把这个戏接了下来，想把这块土地

的故事讲给观众听，让大家知道，当年发生

了的什么，了解那段峥嵘岁月，也了解中国

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初心和使命。这是

作为创作人员的一份担当。

锁住朱毛“CP”，

他们是一对越打越好的兄弟

《中国电影报》：当年，古田会议上，领

袖人物之间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以往影

视作品往往选择回避这一问题，但在《古田

军号》中，您选择了直面历史，是如何做出

这个决定的？

陈力：这部戏，是以人物带着事件走，

刻画的是鲜活的人物。我不是在拍会议，

而是在拍为什么会召开这个会议？为什么

说朱毛分不开？

以前的影视作品，大家都在回避朱毛

之争，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冲撞，没有彼此

之间激烈的争论，也就没有后来的“心

齐”。正是因为有了领导人激烈争论过后

的统一决策的“心齐”，有了红四军战士们

统一思想的“心齐”，有了红四军与闽西百

姓之间军民鱼水情的“心齐”，才有了革命

最终的胜利。

朱毛有一致的信仰，所以才能成为好

兄弟。很多年轻观众看完影片说，“原来朱

毛是一对越打越好的兄弟呀”，“原来影片

是要锁住朱毛‘CP’”！我觉得，他们的反

应，也证明了我们这次的创作是成功的。

年轻人不爱看，就是失败

《中国电影报》：除了毛泽东、朱德，电

影中还涉及了许多领袖人物，塑造这些领

袖人物是创作最大难点吗？

陈力：我执导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少年

毛泽东》，后来的创作也是以领袖人物为

主，如《谁主沉浮》、《湘江北去》、《周恩来的

四个昼夜》、《海棠依旧》等。可以说，我的

创作一直离伟人很近，对于领袖人物的把

握，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说《古田军号》难拍，是因为我想要拍

的是一部能够吸引年轻人的红色电影，是

可以打动当下青年人的“那个年代青年领

袖偶像剧”，而不只是单纯还原一段历史的

刻板枯燥的历史电影。

《中国电影报》：为何会把吸引更多年

轻观众作为一部红色电影的主要目标？

陈力：近年，我们一直说“传承红色基

因”，这不是一句空话，关键是如何去做，作

为导演，拍出让年轻观众喜欢的红色电影，

让他们看到、理解、接受我们的历史，是我

的一份责任。

拍出让年轻人爱看的红色影视作品，

真的是要深入生活、捕捉细节，把这种细

节，掰开了、揉碎了，再捏到一起，如此反

复，拍出来的东西，年轻人才可能接受、爱

看。不然真的是白拍，年轻人不接受，就是

白拍，不论你说，我这史实多么对，在我看

来，没有鲜活的艺术表达，没有进入年轻人

的语系，就是失败的。

青年演员集体下生活

《中国电影报》：《古田军号》启用了“青

年演员加老戏骨”的阵容组合，也是吸引青

年观众的方法之一吗？

陈力：确实是想通过选择演员，来拉动

一下青年观众的观影热情，起初我还有些

担心，担心很多青年演员，特别是知名的青

年演员可能不一定喜欢这样的题材，但没

想到，我找到他们时，他们都是很痛快就答

应下来，都说“OK没问题，能来”。

特别是张一山，几乎是“随叫随到”，他

跟我合作过《血战湘江》，他自身对“传承红

色基因”觉得有一份责任、一份担当，我们

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胡兵也是这

样，其他几个我第一次合作的青年演员也

一样，大家都有着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中国电影报》：他们也“下生活”了吗？

陈力：都“下生活”了，电影频道一直跟

踪采访我们“下生活”的过程。《古田军号》

是实景拍摄，所以我要求演员们都要到实

地去、到老乡家里去，体验生活、了解当时

的故事。比如，毛主席当时是以杨先生的

身份到这里来，等等这些细节，他们都要了

解清楚，了解清楚之后，他们拍的时候就非

常自如。实景拍摄时，我记得王志飞说过，

好像冥冥之中，朱毛都在看着他们。

演领袖，关键是走进伟人内心

《中国电影报》：当初选演员时，外貌与

领袖相似是第一标准吗？

陈力：青年领袖人物不是像谁就可以

演谁，一定是演谁可以像谁，才能征服观

众。今天的年轻观众不一定清晰知道当年

这些领袖人物年轻时的样子，但如果演得

像，观众就会相信。演伟人，外形不是最关

键的，关键的是能否走进伟人的内心。

《中国电影报》：这些青年演员都没有

扮演过领袖角色，您是怎么调动他们快速

入戏的？

陈力：不是说我先怎么调动他们，而是

他们“下生活”后，对领袖人物有了一个基

本认识，有了这种认识后，才是我如何把握

他们。

这次我最满意的是，每一个演员都能

给自己所饰演的人物找到准确定位，这个

气场带进来以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就变得

特别顺畅，一下子就能碰撞上，碰撞上，照

着这条路就走下来了。

所以大家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不会觉

得哪个演员跳戏，不会觉得谁不在这个历

史当中，大家全在，因为大家对历史有一种

共同的理解，才会达到今天这个效果。

有机会，一定让张一山演个主角

《中国电影报》：跟《血战湘江》相比，张

一山这次表演有哪些可圈可点之处？

陈力：《古田军号》里，张一山不是主角，

但他在电影里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这

一次，张一山的表演更成熟、更自如，虽是明

星，但他的表演，没有一点儿跳戏的感觉。

我们这个团队，是一个很有包容力的团队，

其他演员的表演也很统一，不会让人觉得哪

一个演员突然跳出来的感觉。

《中国电影报》：张一山跟您合作两次

了，都是演配角，有没有考虑让他演一次

主角？

陈力：从我内心来讲，张一山已经给我

演两次配角，再一再二不再三，如果有合适

的角色，我一定第一个想到他。

专访《古田军号》导演陈力：

年轻人不爱看，就是失败

《我和我的祖国》发预告

“中国电影梦之队”国庆献礼

导演陈力承认，拍《古田军号》“压力大、难度大”，用她的话说，

“一部《古田军号》顶上拍仨商业片”。

自入行起，陈力就与红色题材结了缘，从《少年毛泽东》、《谁主

沉浮》、《湘江北去》到《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海棠依旧》等等，她的

作品“根正苗红”。

这些年，陈力一直琢磨着“传承红色基因”的事儿，她希望自己

的电影不仅记录历史，还能让年轻人通过影片正确认识、接受我们

的历史。而拍年轻人爱看的红色电影，也成了陈力当下创作的重

要目标。2017年，在全国卖出超过 7000万票房的《血战湘江》如

此，即将于8月1日全国上映的《古田军号》亦是如此。

本报讯 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

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红星照

耀中国》近日发布了“溯源初心”版

预告，预告中对国共双方智勇交锋

的细节呈现，对革命根据地军民团

结的充分展示，还有对中国领袖迷

人魅力的生动刻画，不仅倍增观众

对影片的期待，更引发了他们对真

实历史的好奇，对革命艰辛的共

鸣，使他们沉浸在红星照耀中国的

思考和感悟中。

自全国首映以来，《红星照耀

中国》凭借过硬的影片质量、新颖

的故事角度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赢

得了观影专家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各方点赞频频，口碑持续发酵，达

成了与观众的心灵共振，与时代的

强音共鸣。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名誉主席李准就从电影立意的高

度，称赞《红星照耀中国》用电影的

方式完成了新时代中国人的培根

塑魂，“是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新高度，在艺术呈现上的

一次新探索和新拓展。”

真实方显可信、细节拉近距

离。片中毛泽东的扮演者王鹏凯在

接受采访时谈及人物刻画的不同之

处时也说：“以往饰演毛泽东这个角

色从来没有掉过眼泪，这次影片中

有两场戏，一次是落泪，一次是含

泪，这样的细节能让人感受到先辈

们抛头颅洒热血，才为我们换来的

今天，是多么的来之不易。”除了主

角的刻画，其他角色也摆脱了脸谱

化的倾向，著名文艺评论家陈先义

评价蒋介石的角色时就说，“他这种

凶狠残忍，不惜一切为共产党为敌

的心态，如此真实，跟其他影视作品

有所不同，直接干脆。” （赵丽）

《红星照耀中国》发布“溯源初心”版预告

陈国辉第一次听说《烈火英

雄》里这场大火，是在博纳总裁于

冬的饭局上。

一位消防队长讲起了自己参

与的某场特大火灾。那天的饭局，

陈国辉现在只记得两个细节：在场

的所有人都哭了；队长对那场大火

的总结是，“我们干了一件特别牛

的事儿”。

此后一年，陈国辉开始尝试接

触当年参与救火的消防队员，接触

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有种使命

感，把这件“特别牛”的事儿拍出来

的使命。

那一年，陈国辉的摄像机里，挤

满了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当年的他

们，最大的25岁，最小的不过18岁，

在大火燃烧的十几天里，没有人知

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他们告诉陈

国辉，“我们消防员不怕死，我们最

怕你们忘记我们干了什么。”

陈国辉说，《烈火英雄》不是一

部关于灾难的电影，而是关于谁在

当消防员、他们为什么有勇气去当

消防员的影片。

为了最大限度接近真实，陈国

辉让剧组 1：1 搭建巨大港口油罐

区，拍摄现场真实放火，演员不用

替身，亲自上阵，衣服上的全是真

烧，连工作人员都要穿着防火服，

以防受伤。

上周末，《烈火英雄》开始在全

国点映，#《烈火英雄》看哭#被顶上

热搜，有观众质疑陈国辉在电影里

过于煽情，他却说，“我一直在尽量

克制”。在电影创作的 1000 多天

里，陈国辉听到太多感人的故事，

他说，《烈火英雄》只是“真实还原

了这些故事”罢了。

8月1日，《烈火英雄》将在全国

正式上映。

最多的答案是“我不干，谁干？”

拍《烈火英雄》前，陈国辉是爱

情片导演，最为人熟知的电影是

《全城热恋》、《全球热恋》、《怦然星

动》，9 年前，已经是“亿元俱乐部”

导演中的一员。像《烈火英雄》这

类灾难片，在他的想象中，应该是

“那些特别懂特效，擅长玩儿大场

面”导演的“菜”，而他，只是好奇

“消防员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陈国辉小时候，家里挨着个消

防队，白天，隔着墙壁，能听见消防

队训练的声音，有时候队员们打排

球的欢呼声，也听得真切，到了晚

上，有时听到一阵悠长的警笛声。

他从小就很好奇，“那里面都是一

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每天晚上都

去干什么了？”

三年前，在于冬的饭局上，陈

国辉见到了一位真的消防队长，他

讲起自己参与过的一场特大火灾：

几十个熊熊燃烧的油罐过火面积

抵得上20个足球场，保护化学罐区

的消防队员手拉手连成人墙用身

体抵挡流淌的大火，受命关阀门的

队员双手几乎被烤焦，一个刚刚拍

完结婚照的队员为保证远程供水

冲向海底再也没有回来……“我觉

得，我们做了一件特别牛的事儿，

我们不怕死，但是我们怕被遗忘，

你们觉着，这事儿能拍个电影吗？”

队长说。

陈国辉记得，在场的所有人都

哭了，而队长的最后的那一番话，

戳中了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之后的一年里，陈国辉断断续

续采访了一批当年参与救火的消

防队员，那是一张张特别年轻的面

孔，大多 18到 25岁，最年长的也不

过 35 岁，在陈国辉眼里，他们都还

是“孩子”。陈国辉对他们的印象

是，“简单、朴实，不太会表达”，却

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他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回来当消防员？”得到

的最多的答案是“我不干，谁干？”。

说不清从什么时候起，陈国辉

身上也突然有了种“使命感”，那种

“使命感”推着他，一定要把这些和

平年代“最可爱的人”的故事搬上

银幕，用影像抵挡遗忘。

拍摄现场，每天过火面积

相当于一个足球场

《烈火英雄》里燃烧的大火，几

乎填满了整张银幕，耳边时时响起

的火焰嘶鸣声，逼真还原了这场超

级大火的现场，隔着银幕，都让人

紧张到喘不过气。

陈国辉说，拍摄现场每一天现

场的过火面积，都有一个足球场那

么大。剧组按照消防员的着装，给

每个在场的人定了防火服，无论演

员、导演，还是现场工作人员，只要

在现场，就得穿上防火服，因为，现

场的每一场火“都是真的”。

放弃特效，陈国辉几乎把整个

剧组拉进了火场，1：1 搭建了巨大

港口油罐区，现场放着几十个燃气

管，每天火都是呼呼往外喷，地上

流淌的也全是真火。

主演黄晓明透露，自己现场演

戏时，身上着的火，“全是真的”，所

有戏份都是演员们亲自上阵，谁也

没有替身。每拍完一条，陈国辉现

场招呼大家的一句话，就是“有没

有人受伤”。

“现场真的很危险，我不想拍

成一部特效电影，只有真实去拍，

演员才能真实感受到当年发生了

什么事。感谢刘伟强让我用最安

全的方法拍完了这部最危险的电

影。”陈国辉说。

没煽情，90%以上是真实故事

除了对火场的真实还原，电影

中的故事，90%源于真人真事。影

片路演时，许多观众被影片感动到

泪流满面，有观众“抱怨”陈国辉

“太煽情”，而他却说，“我一直在最

大限度地克制自己”。

电影里，饰演中队长的杜江和

队员们在火灾现场陷入生死危机，

灭火泡沫用完了，水也断了，没有

人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杜江拿

起手机打开视频录制，让每一个队

员跟家里人最后说一句话，堪称影

片最大泪点。

陈国辉说，当年在火场，这场戏

的原型们，很多人对着镜头都讲不

出话，都在哭。他问队长，为什么当

时还录这个视频？队长说，“火这么

大，如果我们死了，可能全部都汽化

了，根本找不到，录下视频，最起码，

家人知道我们做了什么”。

“消防员也是普通人，他们的

背后也有家人呀”，陈国辉说，他希

望观众不止从电影里看到灾难，更

希望看见“英雄”的另一面，英雄也

是普通人，他们也会恐惧、也会痛

苦，也有日夜牵挂他们的至亲。

有观众质疑，电影里黄晓明的

角色有“BUG”，“火场那么高的温

度，怎么可能徒手关了那么重的阀

门呢？”

陈国辉曾经问过原型人物同

样的问题，“你是怎么做到的？”，他

说，“我不知道，不知道哪儿来的力

量，后来手已经麻木了，感觉不到

疼，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一

定把阀门关上，出去见我的老婆儿

子，根本没有想过当英雄什么的”。

而片中，杜江和小分队手挽

手，拉成一堵人墙，用身体抵挡流

淌火的蔓延，也是真的，“那场戏我

稍微夸张了些，我拍的是人墙距离

化学大罐只有 1 米的距离，队员们

用身体去抵抗大火，当年的实际情

况是，火烧到距离大罐5米时，泡沫

用尽，水枪断水，战士们就是用自

己的身躯在抵抗大火。”陈国辉的

眼角有些湿润，“看电影的时候，你

可能觉得这些很多都是硬伤，但这

就是事实，就是真实的事，所以，我

现在已经不愿去做过多解释。坦

白说，我最关心只有消防员怎么

看，他们觉得我拍得是否真实，他

们觉得真实，就够了。”陈国辉说。

《烈火英雄》结尾，主题曲响

起，银幕上出现了真实消防员在火

灾现场的纪录片。陈国辉说，希望

观众永远记得记得这群最可爱的

人，拍《烈火英雄》，他很自豪。

专访《烈火英雄》导演陈国辉：

把这件“特别牛”的事儿拍出来，
好像一种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