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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意深度】

张人亚这个银幕形象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张宏（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影协分党组书

记）：观影之后我很受感动，很受教育。首先是对“三个务必”有

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影片是一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的深刻教育——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但是

不能牺牲国家、党和人民的利益。共产党人就要把困难留给自

己，把生命和机会留给别人。同时，我真正感受到一个共产党

人的忠诚、干净和担当。张人亚是银匠出身，炼金时手脚干净，

更重要的是他灵魂干净。他的担当表现在他对党的事业、对家

人、对革命同志的担当，在关键时候他敢于牺牲。

影片在角度、感情和叙事等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片中我

们看到了如何通过大量财政资金运转去支持党的事业，以金库

角度书写党史故事、革命故事，这个角度特别有新意。该片的

叙事也有力量，一是紧凑，二是精心，三是意外，四是流畅，主要

呈现了父子母子情、兄弟情以及革命同志之间的情感，“情”用

得特别深、特别巧、特别感人。

仲呈祥（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这次浙

沪赣皖四地联手创作，努力实现了地方特色红色文化资源的开

发、转化。我对这种文化自信、文化自觉表示由衷地敬佩。习

近平总书记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中，特别强调在新的起点上建设文化强国，赓续历史文脉，谱写

当代华章。《力量密码》把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结合起

来，强强联合配置地方文化资源，如果全国各地都这样的话，电

影的百花齐放就来了。

这部电影的主人公张人亚在两条战线上拼搏：一条是物质

战线，负责管理过党的地下金库和交通运输的他是干净的，不

沾染利欲的，是有理想、有信仰的革命战士。另一条是精神战

线，这也是影片的另一个重要亮点。他在白色恐怖时期把党的

珍贵文献资料留在了家里，父子两代人接力守护20多年，非常

了不起。影片表现的张人亚的精神气质是当下稀缺的，是一种

独到的思想发现和审美发现。张人亚这个银幕形象给我们的

启示，就在于告诉我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全民族面

临着一个问题：怎样把追求高远的精神境界、坚守理想的信仰

深入民心，提高全民族的精神力量？今天的我们太需要这样的

电影了。我们需要多塑造这样的人物，让青年人真正接过精神

的传递棒。

明振江（中国电影家协会顾问，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

长，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这是一部给人以力量的电影，一

部打开新的密码的电影，一部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的电影，也

是一部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最新号召、担当新时代文化使命的电

影，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创作方面有新意、有突破。

该片讲述了信仰的力量、人格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正义的

力量。信仰的力量表现为张人亚对党忠诚，始终坚定理想信

念。人格的力量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炼金的人有金子般的心，

父子两代接力保护党的珍贵文献，使这部影片具备了文献价值

和史诗价值。片中父子感情描写得非常到位。张家父子告别

的时候，张人亚在船上背过身去痛哭，非常感人，这就是情感力

量的表达。正义的力量则体现在张人亚最后代表正义向背叛

革命的兄弟开枪。

总的来说，影片选题独特、主题鲜明、内容厚重、情节感人、

人物形象生动，是一部满意度、成功度非常高的影片。正所谓：

文戏武戏情感戏，戏中有戏；枪战谍战心理战，战无不胜；亲情

友情爱情，大爱豪情；信仰信念信心，不忘初心。还要特别强调

的是，影片在类型化的追求上有创新，有丰厚的故事情节，塑造

了一个有情有义、有理想、有信仰、侠肝义胆的英雄人物形象，

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史诗性。

【历史厚度】

工人党员形象填补党史军史题材的空白

秦振贵（中宣部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副主任）：这是一部

非常难拍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没有太多的素材和资料，创作

难度之大难以想象。从一个观众角度来说，从这部影片的呈现

中我感受到三种力量：

一是精神的力量。张人亚和他的父亲身上都体现出了中

国人追求道义的一面。二是艺术的力量。它来自于对“度”的

把握，包括角色的设置、情感的真挚等。片中包括张人亚的母

亲在内的一些人物虽然镜头不多，但形象鲜明，情感到位。还

有台词的处理精彩恰当，如片中“信念变了，就是背叛”，还有张

人亚将党的珍贵文献带回家后父子间的对话充满力量，让人印

象深刻，表达了“我们总要做点什么”的担当。三是市场的力

量。个人建议充分发挥指导单位、出品单位、制作方等多方力

量，抓住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的绝佳契机，以及党的生日、暑假等有利时机宣传

推广影片，以帮助影片实现更好的社会效益和市场反馈。

唐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我高度认同这部影片的

题材价值，更难得的是影片确实拍得好看。我认为这是革命历

史题材电影在主流商业电影创作道路上的一次有效突围。它

奉献给观众两大看点：一、类型混搭实现了较好的戏剧张力和

叙事节奏，达成了较好的观赏体验。它混合了谍战片、爱情片、

人物传记片等很多类型，看得出主创确实想了很多办法。早期

共产党人的历史资料少，创作难度大。张人亚保护了现存最早

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中国共产党第一部章程唯一存世中

文版。影片前半段“藏宝”，后半段“夺宝”，从编剧到导演的整

体创作遵循了商业类型片的情节架构，后半段金库争夺这场戏

比较抢眼，场景拍摄利用了一个废弃工厂，导演的场面调度也

很到位。二、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感表达。大家都总结了兄弟

情、父子情和爱情。我想好好夸一下张人亚带着重要文献回家

时，父子对话的这场戏。张人亚以父亲在清末民初敢率先剪辫

子给自己幼小心灵的影响为例，希望父亲理解他的选择。这场

戏的处理非常感人，不动声色地讲了何谓信仰，令人信服地诠

释出为了中国的进步，一代又一代人是怎样努力的，怎样在精

神上、在内心深层找到依据的。这场戏让电影想要表达的关于

信仰的主题立住了。另外，影片中使用了白鹭飞翔、父亲视角

中的大雁回归等镜头细节，把爱情、亲情用风格化的，更矜持、

含蓄的方式传达给观众。

总之，在商业电影创作路径上为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开拓了

新气象。电影赓续红色血脉，又具备较强观赏性，非常适合重

大纪念日在电影频道播出，相信能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赵宁宇（著名导演、编剧、演员，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副会长）：这部影片有着特别重要

的意义，成功塑造了工人党员张人亚的形象。 很多年来我们在

影视剧创作中，对工人力量和工人形象的塑造有所忽略。在我

党的建立和军事斗争中，工人是一支实打实的先锋队，是第一

力量。在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等很多武装斗争中都有工人的身

影。他们懂科学，有一定的文化，有斗争意识、现代意识，工人

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在各阶段的具体斗争中有很强烈的体现。

张人亚同志的事迹是史实，他能够作为工人党员的一个代表，

同时他在技术、生产、金融业发挥的作用也是以往同类题材作

品中较少展现的层面。

另一方面，张人亚和父亲的关系也很有看点。父子接力守

护了20多年的珍贵文献，这是影片的视觉、情节、情感表现共同

围绕的一个“核”，很厚重。同时影片又表现了中国封建宗族和

农民向现代工人和革命先锋队靠拢转变的过程，影片的主题又

进一步扩大深化了。

范志忠（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执

行院长）：我关注这个项目比较早，说几点感受。做好主题性影

视剧创作更要有精益求精的精神。这个项目的运行周期就比

较长，剧本在浙江、北京反复进行过研讨、打磨，最终才能够呈

现出这样一个令人期待的作品。文本之外的影片创作主要在

去年完成。面对疫情带来的挑战，主创团队克服了重重困难完

成了影片的拍摄制作，本身也体现了一种情怀。

影片在地域性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方面做了有益探索，

对我们了解宁波地域文化提供了非常珍贵的侧面。这个侧面

对于理解宁波乃至江南文化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很

好的一个视野。影片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工人起义落笔

破题,通过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勾连，突破了地域题材呈现的格

局，着重强调了主人公不被物质所诱惑的精神力量。在家庭的

亲情表达方面，更多是通过父子情呈现出人性的力量和光辉。

另外，电影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两种文本的阐述，怎么让文献

说话，怎么让文献“活”在当下？影片更多从“力量”视角进行了

解码，对文献背后的精神进行了挖掘，使得文献跟电影本身构

成一种互文关系，也使我们能更好地了解这批文献如何被父子

俩保存而流传至今，从而照亮历史、照亮人心、照亮精神的

力量。

【艺术高度】

把历史化为艺术的别样表达和鲜活呈现

梁鸿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

任，《文艺报》原总编辑）：欣赏到这样一部有分量、有艺术追求

的电影，我感到非常高兴。该片艺术化地还原了我们党早期一

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具有很强的启发作用。尤其是对教育青年

铭记历史，推动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具有启示意义。

作为我党早期历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张人亚的史料留存较

少，在10年历史跨度中，可资创作者整合发挥的素材不多，艺术

创作难度较大。影片的编导者善于挖掘我党波澜壮阔的历史，

从大浪淘沙的时代风云际会中构建戏剧冲突，将远去的历史转

化为一个个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场景，通过曲折的故事，展开光

明与黑暗的较量，凸显共产党人信念的力量。张人亚从金银首

饰匠人成长为坚定的共产党员，后又参与领导党的印刷业和出

版业，舍生取义守护党的机密等，性格很有光彩。影片表现了

结义三兄弟在血雨腥风的考验中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叛徒使

革命遭受曲折，主人公张人亚跟叛徒斗智斗勇。他坚定的信

念、高尚的理想、高超的智慧和人格的力量，通过一个带有悬疑

色彩的故事体现出来。片中主人公家人的生死守护、情意相投

的美丽女性的舍生取义以及叛徒的凶残等，都有着立体感十足

的表现。影片具有很强的时空代入感，道具、服装等让人有身

临其境之感，艺术细节令人感同身受，使得作品能够经得起观

众的检验。片中层次丰富的叙事、节奏紧张的情节、符合情理

和富于震撼力的故事建构，为红色题材影视创作提供了有益

启示。

张思涛（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会长，原国

家广电总局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主任）：这是一部很有意义

的电影。它有丰富的情节和生动的故事，体现了弘扬主旋律的

艺术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方面较好的结合。张人亚守

护党的珍贵文献，反映了他信仰坚定。他觉得党章比生命还重

要，将来要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让后人看到马克思主义是

怎么传到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创立起来的。因此影片展现

的张人亚的故事意义很深刻。从艺术表现上来说，作品也体现

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在红色题材影视创作中融合类型化、商

业化的艺术手法所实现的艺术创新。作品在思想性、艺术性、

可看性方面实现了统一。所谓新主旋律电影、新主流电影，这

部影片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片中运用了

类型化的手法，加入谍战、悬念、爱情等元素，尽量做到了以观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达具有教育性的思想内容，这是值得肯

定的。

李春利（《光明日报》高级编辑）：该片自觉遵循艺术规律进

行创作，杂糅了谍战、悬念、年代、红色、人物传记、青春偶像、传

奇等元素，是非常好的一部具有类型化色彩的作品。

该片历史脉络清晰、视角独特、悬念迭出、文武兼备。戏剧

冲突具有很强的张力，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别样的表达和鲜活的

呈现。片中所有的人物包括小人物的表达都非常准确。比如，

张家兄弟的父亲母亲并不是党组织里的人，但是他们作为普通

百姓、作为长者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宗祠族长、宁波商会会长

等人物守的都是道义，而正是无数的“道”和“义”成就了历史的

必然。

影片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它既完成了历史传奇性的呈

现，又有当代视角的诠释。它找到了这样一个衔接点：讲人的

心理逻辑，比如说为什么革命？片中用很小的点睛之笔表达了

这层含义，就是张人亚与父亲在桌子旁的那段对话：没有父辈

年轻时的斗争，哪能摒弃裹小脚和甩辫子的时代？张人亚的身

上为什么有这样的烈性？其实就是从父辈那儿来的，这是一种

家国情怀的传承。影片的真诚还在于结尾之处把父亲也作为

一个英雄呈现出来，彩蛋处出现了张人亚父亲的名字和生平，

这是一种对平凡而又伟大的小人物的尊重，值得肯定。

【人性温度】

在情感与叙事的交融中凸显人性力量

赵卫防（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电影评

论学会副会长）：观影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张人亚这个人物以及

围绕他保护党的文件等这些事件的揭示，是对红色文化资源的

挖掘，也充分体现出一种文化自信。影片前半段重点表现的上

海工人武装起义，本身也具有一种揭秘性。张人亚不光是珍贵

文献的守护者，他给党筹集资金，还为党的出版事业等作出过

重要贡献，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认知。

影片凸显了人性的力量、情感的力量。片中表现了多方面

的情感，家国情、父母亲情、兄弟情，与夏一岚的爱情。这些感

情牵扯出了比较复杂的人性。尤其是最后工厂对决的那场戏

特别有分量，里面有多轮枪战。这场戏本来可以快速解决战

斗，但因为人性层面的牵绊，让这样一场戏没有显得很干净利

落，却又使它特别耐人寻味。最后信仰跟美好的人性、跟正义

合而为一，战胜了邪恶。最后的一枪不仅仅是力量的胜利，更

是一种人格的胜利、信仰的胜利。

皇甫宜川（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融媒体中心主任、研究

员，《中国电影报》社长、《当代电影》杂志社社长兼主编）：这部

电影让人惊喜。影片把人物置于宏大的风云变幻的历史背景

下，在险象环生的具体事件中，塑造了一位有胆有识、有信念有

情怀的革命者形象。主人公传奇的经历，以及他为了革命事

业、为了保存党的珍贵档案而和同伴、亲人们作出的种种努力

与牺牲，令人动容。影片通过讲述生动的故事来呈现党史，可

看性强，为吸引更多的青少年观众通过故事来感受历史和人物

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影片在如何拍好党史

题材影片上实现了可贵的探索。

影片在叙事上的特点是以情塑造人物、带动叙事，又通过

叙事来展现人物内心的情感，在情感与叙事的相互交融中呈现

人物的精神境界。片中对兄弟情、亲情以及爱情都做了很好的

书写。兄弟情作为叙事的贯穿主线，表现了特定历史时空下人

物的复杂性并以此推动叙事发展。亲情，特别是父子情，是影

片也是真实历史故事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线，也有很好的表现，

但我个人觉得还可以给更多的时空来予以展现，更好地塑造父

亲这个人物。片中的爱情线处理得非常好，情感表达的适度和

人物之间的欲言又止，很电影化也非常美，这种美跟惨烈的现

实形成剧烈的冲突，让我们对美丽生命的失去感到痛惜，对革

命者充满敬仰。

影片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了一种精神上的“父子传承”关

系。这是过去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少有涉及的。父亲当年的

“革命”行为，在儿子张人亚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某种程度

上，父亲当年的所作所为是其后来成为革命者的心理和思想基

础，从而让张人亚这个人物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富有感染力。

隐喻的运用也是该片的一大特色，“金银”是欲望的象征，也是

精神品格的体现，最终更在主题意义上阐释了“力量密码”的来

源。这种隐喻手法提升了影片的艺术品质。

张弛（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电影创作指导处处长）：整部作

品中最触动我的是父子情这条线。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条线仅

仅是点到为止，笔墨偏少了，有些可惜。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

材的电影，创作者在努力尝试“类型化”，增加故事的可看性，希

望在市场上能有所突破，力争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

收。这个方向是对的。当然这种题材的影片想要兼顾市场确

实很难，尤其是在中小投资规模的前提下，就更难。

片中写了三条情感线，兄弟情、爱情与亲情。故事的主线

是围绕着兄弟情展开，但电影对三兄弟情感建立的描写几乎是

缺失的，以至于最终兄弟间的决裂没能撕裂人心。爱情线是三

条情感线里最弱的一条，似有似无。那个年代革命者的爱情可

能大多都是含蓄的，但含蓄不等于含糊，含蓄的爱情同样可以

打动人心。亲情线则是整部电影中我认为最打动人的部分。

主人公张人亚1921年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1932年

34岁牺牲。他生前把党组织的一批重要文献交给他父亲代为

保管。老父亲孤守着重大秘密，苦等儿子回来，一直到1949年

新中国成立也没能等到儿子的消息。1952年，老父亲在临终之

际仍未得到儿子的讯息，决定将这批珍贵的资料交给党，用自

己的一生帮儿子完成这个重要使命。这段父子间的情感如果

能够多给一些笔墨，我个人觉得这部作品会更加打动人心。

总之，作为一部中小成本的影片，创作者很难追求大的场

面和豪华的演员阵容，所以作品想要获得成功还是要从人物、

人性、情感、故事的角度多做文章。一定要坚信，好的故事才是

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的根本。

田园（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中

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电影创作指导处副处长）：《力量密码》是

一部成功的中小成本影片，制作方找到了一种“类型化”的成功

经验。

片中贯穿了几种情义：有深明大义的父子情，这种父子情

同时用比较质朴的母子情衬托。“这包东西要一直守着吗？”“比

命还要紧。”因这一个承诺，张人亚的父亲就守护了珍贵文献20
多年。这种表达是很生动有力和感人的。还有道不同不相为

谋的兄弟情。他们因为信仰不同走向不同道路和人生，推动了

剧情的发展。影片还展现了宁波的同乡情和宗族情，这也是我

们中华民族同乡情和宗族情的一种生动体现。同时，影片还呈

现了朦胧的革命浪漫主义爱情情愫，影像的表达克制、委婉。

最后和最重的情感是建立在以上四种情义之上并实现了超越

的崇高的革命信仰之情。

《力量密码》：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新探索、新突破、新气象

7月1日，以“党章守护人”张人亚为叙事

核心的电影《力量密码》在全国公映。该片由

宁波影视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电影集团、

宁波文旅集团、博地影视出品，上海电影集

团、江西电影集团、杭州雅若文化联合出品，

宁波影视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和新疆大森文化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摄制。

6月27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共浙江

省委宣传部、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中共江西

省委宣传部主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中

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中共宁

波市委宣传部、宁波广播电视集团、宁波市北

仑区人民政府承办的电影《力量密码》观摩研

讨会，在中国电影家协会举行。与会专家学

者在观摩影片后，从文化内涵、艺术特色、表

达创新等方面给予了该片充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