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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战士的鲜血满江
尽染，枪林弹雨中飞扬
着青春与信仰，画面粗
粝残酷、坚硬刚猛，但
你却能真真切切地看
到满满的家国情怀，此
时的陈力是阳刚、硬朗
的。正如她所言，“战
场上”自己早已忘记了
性别，眼里只有拼与
守、生与死、速度与激
情。然而当周总理一
把抓住老支书的手，一
句深情的“老哥哥”，关
心国计民生、探求民间
冷暖、感怀军民鱼水情
深时，又能瞬间让人泪
奔，此时的她细腻、柔
软、包容。

从民族英雄到普
通百姓、热血小兵，陈
力的镜头中没有高大
上的空洞人设，没有冷
冰冰的生硬说教，有的
都是走心走肺的侠骨
真情。所以，当今无论
是 60 后、70 后，还是
80 后甚至 00 后的电
影观众中，有大批陈导
的“铁粉”。但谈及她
电影创作的根基与故
乡，谈及燕赵大地时，
她总会说——我是河
北的女儿、革命老区的
女儿、人民的女儿。

一个弱女子，为何
钟情于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钟情于展现战
争？是无情吗？当然不
是，她是想探求那份真
情，那份深深埋藏在中
国共产党人血液里红
色基因的密码，并让中
华儿女世代传承。细观
陈力和她的作品其实
处处有爱恨，有初心，
有信念，有情怀。

日前，中宣部电影数
字节目管理中心发布了

《2018 年农村公益电影年
度报告》。报告显示，2018
年度订购总场次 1027 万
场，同比增长 3.3%。这是
继去年后，农村电影订购
场次再次突破千万场量
级。全年供应影片 4282
部 ，新 增 加 影 片 451 部 。
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农
村公益电影放映保持稳步
增长，全国农村公益电影
放映工作者将更多更优秀
的电影作品送到基层群众
中，真正做到了让优秀精
神文化产品和基层农村群
众“面对面”。

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是
指在全国县级以下农村地
区开展的、面向广大农民
群众的数字电影放映和胶
片电影放映活动。实践表
明，伴随着高质量影片不
断进入农村，农村公益电
影放映已成为当前农村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满足农村群众
精神文化需求、繁荣发展
农村文化的一项惠民工
程。要想更好地满足农村
群众的精神需求，就需要
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切实
深入基层群众，做好“面对
面”的中间环节。

首先，农村公益电影
放映，要让村民既能看到，
又能看好。这就需要摸清
农村观众的观影口味，更
好地对接农村百姓需求。
一方面，在最近几年的院
线电影中，不乏一些立意
深刻、口碑良好、票房突出
的“大片”，如《战狼 2》《红
海行动》《流浪地球》等，引
起了社会广泛的讨论；另
一方面，一些富有警示教
育意义的科教影片、带有
地方特色的戏曲影片、展
现农村新风貌的现实主义
影片定位准确、内容贴近
生活，也深受人民群众的
喜爱。将这些优秀影片及
时、精准地引入农村电影
市场，不仅满足了基层群
众迫切的观影需求，也做
到了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价值观传导事半功倍。另
外，以需求定供给，将选片
权力下放给农村观众，也
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其次，应做好范围全
覆盖，工作全天候的双重
保证。文艺宣传工作是一
项长效工作，不可有遗漏，
也不可有间歇。从《2018
年农村公益电影年度报
告》中可以看到，农村电影
放映工作在做好农村院线
的同时，也在进一步发展
学校院线和社区院线，根
据特定群体放映相应影
片，积极拓展电影公共服
务范围。数据显示，河北
德翰校园数字电影院线有
限公司校园院线订购影片
数量居全国第一位，订购
场次数量居全国第二位，
可以说走在了全国前列。
另一方面，基层室内观影
设施的建设有效提升了农
村电影公益放映服务质
量。这些举措无一例外，
都是在保证优秀精神文化
能够更近距离、更长时间
的与群众接触，将时代精
神和正确价值观传递渗入
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

其实不仅是电影，各
种文化艺术形式的传播都
应该有让优秀文化与群众

“面对面”意识。文艺来源
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也应
以时代精神为导向，提升
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作
为连接文化与群众的桥
梁，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
始 终 面 向 群 众 ，面 向 基
层。如若脱离了群众的需
求，一成不变，一味说教，
那么文艺作品与群众之间
剩下的只会是“背靠背”。

陈力：用镜头解密红色基因
□记者 韩 莉

3 月 4 日下午，习近
平总书记看望了参加全
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
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与陈力
委员互动时指出：“文艺
创新要下功夫，要积累，
要靠细节打动人，真实、
感人的细节需要我们去
挖掘。你们讲到的电视剧

《海棠依旧》就有许多很
真实、很感人的细节。”

被总书记盛赞的《海
棠依旧》中打动人心的细
节，在陈力的作品里成为
鲜明的标志，在宏大的历
史题材叙事中总能不经意
间，深深震撼观众的心灵。

周总理轻声却沉醉地
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低
沉的声线中难抑饱满澎湃
的激情。养女孙维世激动
地问：“这是国歌吗？”随后
在父亲的鼓励下情绪昂扬
地放声歌唱，邓妈妈轻和
着，周总理温柔地打着节
拍，窗外的院子里，海棠
树下，深受感染的工作人
员都高声合唱起来，周总
理走出办公室，挥动手臂
指挥大家，每个人眼中都
含着泪花⋯⋯只是一首
歌的距离，建立新中国的
兴奋和昂扬如电光火石，
零障碍地从领袖心头传
递到人民中间；几位民主
人士赴宴西花厅，沈钧儒
的新袍子不慎撒上了菜
汤，周总理立即拿餐巾上
前为他擦拭长袍上的汤
水。低头、俯身、擦拭一气
呵成，细致周到、先人后
己，这便是总理；在生命
的最后时刻，用微弱的声
音细细安排身后事：撒骨
灰的时间不要太久，飞机
起落一次要费很多汽油，
骨灰不要撒到有人烟的地
方⋯⋯鞠躬尽瘁、唯念他
人，这更是总理。

对陈力而言，捕捉细
节的功夫远不仅仅展露在

《海棠依旧》一部剧中。从
《少年毛泽东》到《谁主沉
浮》《湘江北去》，从《远山
姐弟》到《两个人的芭蕾》

《爱在廊桥》，特别是近年
来获奖无数的几部红色题
材作品《周恩来的四个昼
夜》《血战湘江》等，越是内
容繁杂的宏大叙事，陈力
越喜欢从一个个细小琐碎
的点切入，真实、深情、犀
利，对观众的痛点泪点一
击即中。《周恩来的四个昼
夜》中，周总理看到村里为
迎接自己准备的红烧肉后
缓慢却坚决退出门槛的脚
步；他看到热腾腾的拽面
立刻联想到连弟奶奶可能
卖掉了棺材，并对其所放
位置做出的准确描述；邓
大姐为总理新配的涨了度
数的老花镜，以及她走访
乡亲时写满密密麻麻小字
的一个又一个小本子⋯⋯
这些感人至深的细节，无
疑让人为之动容。而在场
面惨烈震撼、节奏极快的

《血战湘江》中，令观众久
久难以忘怀的一个镜头是
路边颤巍巍举着鸡蛋，嘴
里念叨着“孩子，吃东西”
的客家老奶奶，以及毛主
席难抑哽咽的一句“等我
们回来过年”。

对于细节“一点不能
走样”的追求，让陈力显得
很“矫情”。因为太苛求完
美，《海棠依旧》一拍就是
6 个月，剧中每一个道具
都参照实物进行复制，大
到模型飞机、作战地图，小
到总理办公桌上的铅笔、
稿纸、电话机、手表、放大
镜、手绢等都力求逼真。此
外，特型演员拍摄角度的
选择，重大场面的真实再
现与环境氛围的质感营
造，后期逐帧精确剪辑和
音乐的精心制作等，无处
不用匠心。陈力说：“精益
求精，就是希望能打造一
部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
的精品佳作。就是为了让
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伟大的
周总理，看到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是怎么走过来
的，中国是多么艰难地走
过来的。”拍摄《血战湘江》
时，为一个林裁缝为战士
补衣服临时用的灯架子，
前后设计修改了很多次。
作为效果震撼的战争大
片，《血战湘江》没有 3D，
没有特技，没有一切“应
该”有的酷、炫、技巧，每一
个大的场面都需要精密的
计算和烟火师几个小时
的布点。拍摄现场真跟战
场 一 样 ，拍 爆 炸 戏 的时
候，连遮阳篷都曾经被掀
翻过⋯⋯“不要绿幕、不要
合成，就是要来真的，所以
演员们每一次拍摄都特别
珍惜。”相对于很多战争大
片习惯使用摇晃的镜头来
表达激烈的场面，陈力更
喜欢安安静静地把镜头

“扔”在那里，越稳越好。
“我更追求隆重感，就是那
种平静中的力量，像油画，
像雕塑，浓重热烈，又像一
本大书，你只要把这一页
翻开，‘啪’——一段真实
的历史就在你眼前了。”

“我的团队，经常连续
工作二十几个小时，基本
上不睡觉。卢奇老师有一
次早上八点进了棚里，第
二天早晨八点才走。每当
孙维民老师进入拍摄状
态的时候，有太多的人在
监视机前面看，看得泪流
不止。还有唐国强、黄薇，
这些老师们，我一边拍摄
一边默默地向他们致敬，
他们让我相信每一个平
凡的人，只要有信仰，只
要找到你生命的价值，只
要坚守，不管多么平凡，
也是在前进。”陈力一直
相信真诚的力量，所有真
诚的付出，对作品的一丝
不苟的追求，观众可以看
得见，感受得到。事实上，
比宏大叙事更让人受触
动的就是这些真实的细
节，于无声处听惊雷。

打磨细节，于无声处听惊雷
陈力影视作品所迸发出的

打动人心的力量，来源于她苛求
完美的“较劲”，更来源于她深入
生活，从扎根人民中汲取到的无
穷动力。“要想作品接地气、入民
心，首先自己要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并且把提高作品质量当作
我们文艺工作者的生命线。深扎
不是一句话，是真正长在人民中
间，做他们的朋友和儿女，知道
他们的苦痛、喜乐与牵挂。”

感情就像照镜子，你爱的
越多，得到的反哺就越多，无
论何时陈力提起河北革命老区
伯延的父老乡亲，都如同在说
自己的亲人。“他们总问我什么
时候回来，不是来，是回来。”

《周总理的四个昼夜》 中的故事
就发生在邯郸武安市伯延镇。
1961年5月3日至6日，周恩来
总理来到伯延，4个昼夜，他调
研了社队规模和体制、食堂、
整风整社等 10 个问题。经过深
入调研，当地干部终于说了实
话，周总理了解到集体大食堂
的严重弊端，于 5 月 7 日凌晨 3
时，用电话汇报给毛主席，并
提出解散大食堂的建议，之后
不久，全国取消大食堂。

提起拍摄这部影片时下基
层生活的几个月，陈力感觉就
像昨天一样。“对于总理调研的
短短 4 个昼夜，伯延群众永难
相忘，50 多年了，他们几乎年
年都要举行纪念总理的活动，
当我们摄制组去的时候，他们
就把对总理深深的感情注入到
我们这些拍电影的人身上了。
在田间地垄，在桌边炕头，我
们努力了解和感受着五十年前
的每个细节，时间越久，乡亲
们越觉得找到了当初的感觉，
特别是孙维民老师上好妆正式
拍摄开会那场戏的时候，在场

的 乡 亲 们 都 哭 了 ， 他 们 喊 着
‘总理回来了’，握着演员们的
手就是不肯撒开。”影片上映的
时候，很多观众反映群众演员
比专业演员演得还要好，因为
这 都 是 当 地 老 百 姓 的 浓 情 厚
谊，是真情实感的表达。

之后的日子里，不管用不
用群众演员，乡亲们总喜欢时
刻伴随在剧组左右，变着花样
给做好吃的。“片子里不是演到
连弟奶奶给总理拽面吗？现实
中，就是乡亲们和好面等着我
们 。 我 们 拍 得 没 白 天 没 晚 上
的，他们就专门派人守着，只
要一收工，第一时间就拽面下
锅。熬夜熬到很晚的时候，还
总有乡亲来到拍摄现场给包饺
子当夜宵。我激动地说，这不
就跟过年一样吗？结果又有人
找 来 鞭 炮 ， 边 吃 饺 子 边 放 鞭
炮。真的，那就是款待远方亲
人回家的感觉。”回忆起杀青那
一刻，陈力依然难抑激动，声
音哽咽。“我们根本不敢告诉乡
亲们快拍完了，要走了。一提
就哭，大人孩子都舍不得。我
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个
片子必须要拍好，不然我对不
起乡亲们的深情厚爱。”

在准备拍摄《血战湘江》的
时候，陈力采访了很多人，其中
有一位老战士的后代对她说，自
己只要站在湘江边上就会流眼
泪，只要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人，
没有一个会在江边说笑。战役过
后，当时的湘江水灰蒙蒙一片，
那是被烈士们身上灰色的衣服
所漂染的。他的邻家有兄弟三
个，在那场战役中全部牺牲了。
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没有体验
过的人永远不知道当时的战争
现场有多惨烈，如果不去了解，
永远也不可能拍出真实、接地气

的作品。
这些经历与情感无时无刻

不在影响着陈力。“我几乎所有
的影视作品，都是从生活、从人
民给我的感悟中提炼出来的，并
且日益尝到了甜头。那就是，不
管题材多恢宏、人物多伟大，表
现出来的作品都必须接地气、入
民心。我不会改变这个路子。老
区人民的爱很质朴，也很深刻，
让我的内心总是流淌着感动。他
们比任何人都懂得爱，恰恰是这
种爱让我一直保持着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的激情与动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同时指
出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
结合。这就意味着在经济扶贫
的同时，也要实施文化扶贫，
从文化和精神层面及时补位、
造血、帮扶，最终全面提高贫
困地区人口素质，助力贫困地
区脱贫致富。“我们常说‘农村
院线’，但是实际情况是，很多
老区的老人和孩子都没有看过
电影，他们需要电影，他们有迫
切的文化需求。”谈及这些陈力
激动地说，“我这次在全国两会
上也提出了‘农村院线要深入到
老区去放映’的建议。”《周恩来
的四个昼夜》摄制组到伯延的时
候，当地没有放映设备，陈力便
买了一台放映机送给了他们。后
来，再有人去那里参观的时候，
当地乡亲总会特别骄傲地给客
人们放电影，也总是提起这台有
故事的放映机。“人民所回报给
我们的实在太多太多，那种认同
和幸福感，远不是取得了多少
票房能比拟的，让我内心特别
充实，然后伴着那种温暖和力
量一直走下去。”这一切总能让
陈力眼里有光，心底有爱，作
品里有担当。

扎根人民，从生活中汲取爱的力量

“共和国是红色的”，可现
在的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血
与火的考验，缺少生与死的
磨炼，再加上思想文化多元多
样，“红色”本身的价值内涵正
在遭受来自多方面的侵蚀。怎
样深入挖掘红色革命传统，生
动展示红色基因，恐怕是让红
色基因代代相传不可回避的
重大课题。

“近年来，我们观众的政治
觉悟、审美和爱国情怀都在迅
速提升,可以说观众在欣赏水
平上突飞猛进。面对这种情况
创作者如果落在观众后面，跟
着观众跑，那确实应该反思了。
文艺工作者应该用明德引领风
尚。明德是什么?就是美德。作
为文艺产品的创作者，首先要
具备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
时不断自律自省、学习思考，才
能明白什么是好的、对的、先进
的，才有可能把这些润物无声
地融合在影视作品中展现给观
众。创作者要在有坚定信仰的
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要有文
化自信。总书记说文艺创作要

‘三讲’，即要讲品位、讲格调、
讲责任。我认为，对于文艺创作
者来说，责任太重要了！对国家
的责任，对党和人民的责任，太

关键了。有了这种深深的责任
感，才会有格调、有品位。如果
我们只是身体进入了新时代，
头脑仍然还停留在过去，我们
的创作就无法做到总书记所要
求的那样‘为我们的人民昭示
更加美好的前景，为我们的民
族描绘更加光明的未来’。”在
陈力看来，现在有很多电影单
纯追求高票房，年轻人愿意看，
看得很过瘾，但看过之后，能留
下什么，却谁也说不清楚。作为
导演的她总想着为这个时代留
下点什么，“因为我觉得是时代
培养了我，让我不断地进取。获
得观众的认可与喜爱，我就会
骄傲，不是那种自满的骄傲，而
是骄傲于我在新时代没有后
退，我是与新时代同行的”。

在陈力的电影作品中，无
论是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还是
家长里短的平民生活，她将人物
的情怀作为塑造人物的基石，对
人物进行细致的描绘和刻画。陈
力电影中的人物，不管是历史伟
人，还是普通百姓，总是被赋予
一种情怀的力量。陈力说，从“做
戏”之初，她就决心给观众看真
功夫。“我们不想投几个亿来让
观众数明星，更不希望请一堆自
带粉丝和票房效应的这人来一

下，那人来一下，更不要助理一
堆、要求层出不穷的‘小鲜肉’。
呈现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找到
合适的演员最重要。比如说在

《血战湘江》里保剑锋饰演陈树
湘，他没有拍过战争题材，可是
你看镜头中他的每一个眼神、哑
着嗓子的每一句嘶吼，都是真实
的，他的脸总是黑黝黝的，那并
不是化的妆，在硝烟里穿行，很
自然就是那样的状态。”

拍摄完《血战湘江》后，陈
力的团队带着影片到各地路
演，同时为大专院校、部队官兵
放映。他们从古田出发，一直走
到延安、西柏坡。在一次展映结
束后，一位年轻人跑过来，冲陈
力深鞠一躬，说：“陈导，这电影
就俩字‘过瘾’，向您致敬！”提
到这些，陈力笑得很开心。“总
有人说战争片、主旋律都是给
那些能坐得住的、上了年纪的
人看的，我却希望能吸引更多
年轻观众走进影院，走近历史。
每当年轻的学生和官兵跟我说

‘特好看，特喜欢’的时候，我的
激动都无以言表，感觉终于给
主旋律电影找到了一个突破
口。历史必须靠年轻人传承，听
到他们的心声和建议，我会更
坚信自己的付出有价值，更坚

定创作的信心。我不但要坚持
拍主旋律的片子，还要跟商业
片‘抢阵地’，我要让更多的年
轻人来看这种正能量的片子，
要告诉年轻的观众们，沿着这
条路走，错不了。”过去了这么
久，这几部影视作品在多家视
频网站的评分和点击量依然很
高，在弹幕和互动中，“总理放
心，这盛世如您所愿”“我们并
没有忘记历史、忘记感恩、忘记
先烈和信仰”等留言比比皆是，
这让陈力很开心，也更安心。

如今，陈力与河北合作的
又一主旋律影片《古田军号》
已拍摄完成，讲述时代楷模王
继才烈士无怨无悔坚守孤岛
事迹的影片也在紧张筹备中。

“实现中国梦靠什么？靠年轻
人，靠一代代中华儿女的传
承。只有对中华优秀文化题材
作品充满喜爱，对人民英雄无
比敬仰，才会将红色基因植根
于心中，才会为实现中国梦而
奋斗不息。”作为河北的“女
儿”，陈力也始终没有忘记过
这片热土所给予她的爱与激
情，她说：“我跟河北血脉相
连，这里是我的故乡，燕赵热
土养育了我，也给了我很多的
机会，这里永远是我的家。”

润物无声，用作品传承红色基因

太行风来满眼春。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又是一年春好处。在这万物萌发的季节，一切生命都在生长着。一年
之计在于春。河北日报 《文化周刊》 陪伴着您即将走过20个年头，也在不断向上生长。今天，我们面向广大读者推
出新专栏 《太行风》，关注现实生活，植根燕赵沃土，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旨在精心打造一系列接地气、
有品位、有格调的特写和报告文学作品，通过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讲述一个个发生在我们这个
时代的你我他的精彩生活和身边故事，深刻反映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
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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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左一）及其代表作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