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革命者》，从
始至终昂扬着强烈的青春意识，不仅
展现出李大钊伟大壮丽的一生，也展
现了他作为教师、读书人、父亲、丈夫
等平凡人的一面。

主旋律影片的革命叙事，商业大
片的结构品质。以一部人物传记电影
的体量，全面、生动、深刻浓缩李大钊
短暂而伟大的一生，极其不易。影片
编导匠心独运，用李大钊牺牲前 38
小时的时空限定，用多个主观视角平
行并联叙事结构，以蒙太奇的手法，
将不同视角下的回忆片段统领在主
人公的心理活动中。按照历史逻辑选
择的回忆片段合情合理、顺理成章，
呈现出“形散神聚”的散文诗化表现
方式。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传记电

影，一定要有“史实、史才、史德”。该
片演职人员从“身入”生活到“心入”
生活，再到完全“沉浸”于“真实史料
范围里”，由此，对人物性格本质的把
握、对大钊精神的领悟、对影片主题
的深化、对“信仰的力量”的笃信、对
影片叙事结构的确立，以及对人物传
记影片的风格化追求，都在“史实、史
才、史德”中逐渐形成。

彰显信仰的力量，艺术地还原一
个历史真实的“人”。真善美是古今中
外一切文艺作品追求的至境。该片在
创作中倾力追求生活真实与艺术真
实的高度统一，努力在影片中还原

“尊重信仰的力量”的“人”。
根据角色需要选对演员，影片基

本上已成功一半。在影片独特的叙事

美学中，李大钊作为“人”的多重侧
面、多种身份、多个社会角色，在实际
拍摄中如何精准把握？饰演李大钊的
演员张颂文不负众望，沉浸于对大钊
先生的钻研与生命体认之中，呈现出
教科书级的表演。当张颂文逐渐走入
人物内心，逐渐理解了李大钊“精神
的可贵和人格的高尚”，这一切皆来
自“信仰的力量”。就像大钊先生说
的，“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
明”。大钊先生知道，自己的牺牲能换
来更多人的奋不顾身，他的牺牲，能
把黑暗撕破，后来者就可以继续革
命。张颂文相信了，“李大钊就是这样
的，宁愿用自己的死，换来所有人期
盼的光明”。

让历史烛照现实，让青春更加壮

丽。电影《革命者》热映，点燃了青年
人追寻先驱足迹、学习前辈精神的热
潮。影片中李大钊身边聚集了众多年
轻人，青年毛泽东就是一个典型代
表。他从大钊先生言传身教中悟出了
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走群众路
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

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
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
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一百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
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
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
量。在大钊精神烛照下，新时代的青年
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
负时代，不负韶华，谱写更加壮丽的热
血青春。

影片《革命者》是一部再现革命
先驱追求真理，不怕牺牲，勇于斗争
的信仰剧，也是一部向当代青年揭示

“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的励志剧。影片
侧重从“革命者”的角度刻画、塑造李
大钊的光辉形象，让人们看到了一个
有血性、有担当、有烟火气的李大钊，
一个热血铁骨的革命者李大钊。

李大钊是把马克思主义火种播
撒在中国大地的革命者。影片选取李
大钊在1912年至1927年间的几组典
型事件，让观众跟随镜头，切身感受
李大钊的革命风骨和人格风范。李大
钊立志解民于倒悬的民族情结和赤
诚之心，感召了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
在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为“再造中
华”而奋斗。他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

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
马克思主义观》等，影响教育了一批
又一批热血青年。

李大钊是领导北方建党和工人
运动的革命者。影片中，“三一八”惨
案发生后，李大钊慷慨陈词，怒斥强
敌，与义愤填膺的青年们手挽手、肩
并肩，冒死冲向军阀包围圈，那声呐
喊，那份担当，让人热血沸腾。在李大
钊的号召下，开滦煤矿数以万计的工
人点起矿灯，挽起双臂，展开了声势
浩大的大罢工。这一幕幕恢弘壮丽的
感人场景，再现了李大钊领导下风起
云涌的北方工人运动。

李大钊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
革命者。影片中令人心悸的“行刑”
一幕，让人恍然回到 1927 年 4 月 28

日那个悲痛的时刻，让每一名观众
都经历着锥心的疼痛。那是李大钊
英勇就义的写实性再现。走上绞刑
架，对一个胸怀青春中国锦绣前程
的 38 岁青年才俊，是多么无情的宣
判！但是，对于“为了你们能走向光
明，拥抱光明，我愿意去拥抱黑暗”
的革命者李大钊来说，在那样黑暗
的日子里，眼里尽是子孙后代的光
明，所以面对死亡他表现出的淡定
正是对未来的笃信。

李大钊是为青春中国昭示未来的
革命者。影片中多次出现李大钊向人
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感人画
面，再现了革命先驱为了创造“赤旗的
天下”而无怨无悔的奋斗和牺牲。当面
对蒋介石“你到底是谁”的质问时，李

大钊掷地有声地说：“你不应该问我是
谁，你应该问我们是谁！”在李大钊身
后，是千千万万有着相同信仰的革命
志士和有志青年，他们为了青春中国
的未来，义无反顾，勠力前行。

影片最感人之处是李大钊临刑
前，电影以闪回的方式，让李大钊面
对大众说：“你们一定要相信！”而后
闪回劳作的农民、工人、青年学生、各
阶层群众遥相呼应：“我相信！”这声
音响彻天地、穿越时空。继而跳跃式
闪回青年毛泽东“守常先生，我相信”
的庄严承诺。伴随高亢激越的国际
歌，全剧迎来高潮，整个影片从凝重
悲壮的基调跃入对青春中国的无限
铺展。剧虽尽，而境未尽、情未尽、意
未尽……

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这样一个历史坐标下，回
望党的创建史，回首党的百年路，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杰
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
先烈的后人，我们无比怀念他。在
我的心目中，大钊先烈既是革命先
驱，又是益友良师，是伟大的马克
思主义者。他短暂的一生，为在中
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
建立、巩固和发展，为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
出了杰出贡献。

《革命者》的创作者，在尊重历
史、尊重人物的前提下，通过对大钊
先烈英雄事迹的刻画，使更多当代人

了解百年前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再
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
烈对真理的探索和为了理想信念而
流血牺牲、百折不挠的革命气概，对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传承共产党人的
红色基因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饰演大钊先烈的演员张颂文倾
尽全力领会和塑造大钊先烈的形象。
大钊先烈是革命者、思想家，也是当
时中国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对家人
亲切慈爱，对百姓关怀备至，对朋友
真诚坦荡，对青年爱护提携，对同志
关心保护，对敌人无所畏惧。他是一
个有着坚定信仰和追求的人，一个有
着丰富情感的人，一个有着铮铮铁骨
和气节的人，也是一个学富五车、儒

雅谦逊的人。我能感受到，影片从始
至终，创作者是下了大功夫的，演员
也是下了大功夫，用心去揣摩，努力
从形到神、从外到内，接近人物、塑造
人物的。这是一种认真的创作精神。

电影对广义青春进行了诠释，
展现了革命者青春的激情和斗志。
大钊先烈所说的青春中国是要建立
新思想、新制度，经过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流血牺牲、英勇奋斗，
先烈们的目标不但实现了，而且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
大钊先烈把希望和未来寄托在年轻
人身上，他曾救助、帮扶、影响了
很多年轻人，引领他们加入中国共
产党、走上革命道路。电影中的青

年角色，就是大钊先烈认定的中流
砥柱。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
烈用生命换来的，他们用血肉之躯为
党树丰碑、为万众启心智、为后世开
太平。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播火者、这
些先驱者、这些革命者，他们是国家
的丰碑、历史的丰碑，应该世世代代
受人景仰。

“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
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
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大钊先
烈当年曾经大声疾呼：“以青春之我，
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
之民族……”看前辈之牺牲，吾辈更
应努力！

《革命者》以一百年前的大变局为
宏阔的历史背景，再现当年以李大钊
为代表的革命者九死未悔的革命故
事。影片功力深厚、结构严谨、细节精
彩，洋溢着饱满的信仰与青春气息。

闪耀坚定的理想信念之光。电
影《革命者》展现了李大钊的革命风
采，彰显着信仰的光芒。李大钊燃尽
生命，传播马克思主义火种，为身处
黑暗的中华民族探索出了一条救亡
图存的道路；他本可以生活得舒适优
越，却选择了“为庶民求解放，一生辛
苦艰难”；他带领人民求解放、求自
由，为争取平等、公正而奋起呐喊；他
始终扎根人民、扎根土地，带领青年
深入田间劳动，始终与工人、农民等
无产阶级惺惺相惜。影片处处彰显
着信仰的力量、理想的力量，“为了你

们能走向光明、拥抱光明，我愿意去
直面黑暗”“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
旗的世界”“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
牺牲中”等台词振聋发聩，这是一百
年前民族觉醒的呼号，也是一百年后
民族复兴的力量源泉。

革命浪漫主义的唯美表达。影
片极具革命英雄主义的浪漫色彩，为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创作增添了崭
新的表现手段。影片将写实性和表
意性、理想性相融合，在现实主义的
底色和紧凑的节奏中也有人物内心
和表意性的深入呈现。如煤矿工人
头顶矿灯的诗意化展现，让观众仿佛
看到了中国革命即将燎原的星星之
火；“这个世界归我们劳动者所有”的
呐喊，让观众心中升腾起火焰一般的
希望……影片中，李大钊不仅仅是富

有家国情怀的革命者，其与妻子孩子
的亲情、与陈独秀的友情等故事线的
穿插，为影片增加了温度。

鲜活立体的人物塑造。影片注
重对人物性格进行挖掘塑造，在查阅
大量史料，反复研究推敲的基础上，
力求映照每一个历史细节，立体还原
上世纪 20年代中国的社会图景。一
个个历史瞬间从文献资料中鲜活起
来，涉及的事件虽多却有序，故事主
线清晰，对代表性人物的情感进行了
深入挖掘，成功地把历史叙述转化为
艺术表达，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
一起来。隐喻、象征、互文、呼应等艺
术手法的运用，使影片气血丰盈、耐
人寻味。

永 远 在 路 上 的 青 春 革 命 者 。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从容走上绞

刑架，英勇就义。38岁，生命定格而
精神长青。22年后，新中国诞生。如
今，中国共产党走过了百年历程，革
命者永远在路上的青春奋斗精神永
不磨灭。

电影《革命者》的意义不仅在于
影片的艺术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这
种表达因为信仰与青春的魅力，超
越时空，让今天的人们由衷致敬百
年前的革命者。通过影片感知革命
者的崇高精神，以李大钊的人格风
范为榜样，使每一位观者重构自我
的人格世界，使新时代的共产党员
自觉向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者学
习，修身立德，自觉锤炼敢于担当的
品格，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过程中，以青春之我奉献青
春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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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革命者》站在历史的新起
点，以时代性的审美样态和创新性的
艺术表达，将镜头聚焦我国共产主义
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
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再现
其“忧国之所忧，哀民之所哀”的赤诚
之心，以信念和实践熔铸革命丰碑，
感召万千仁人志士救亡图存。

深入挖掘并精心遴选史料是真
实反映历史的出发点。作为一部革命
历史题材影片，《革命者》从近千万字
的史料中撷取李大钊的革命事迹，以
点带面地呈现李大钊一生中的几个
重要片段。影片打破传统革命历史题
材影片的线性叙事手法，采用多线
索、多视角的叙事结构，将开滦煤矿
工人大罢工、第一次国共合作、“三一

八”惨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众
多文献资料中的历史瞬间提炼、重组
进影片中，形成了影像的复调，谱写
了一曲革命与青春的雄浑交响。

《革命者》 对历史事件的呈现，
并非单纯的编年式堆砌，而是借助
事件对李大钊的思想动机、行为方
式和道路选择进行内在支撑，使其
成为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典型人物。
从游行队伍前的坚定不移，到狱中
的从容不迫，再到绞刑架下的慷慨
赴义，观众看到的不是一般的历史
叙述，而是一个具象的马克思主义
者“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
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
之青春”的艰辛历程。这让观众深
切体悟到李大钊“背黑暗而向光
明”的精神品格。

《革命者》在人物塑造上并未对
李大钊的精神思想和人物形象进行
先入为主的处理，而是通过不同角
度、不同层次的传神刻画，进行了全
方位还原。创作者并未刻意悬置其不
惧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而是通过具象
的情景还原其精神思想生发的现实
语境。创作者也并未满足于对其精神
思想的单向度描摹，而是以颇具情感
冲击力的镜头语言刻画出了李大钊
的夫妻情、父子情和师友情，为观众
生动还原了一位集丈夫、慈父、良师
益友与铮铮勇士于一身、有血有肉的
革命者形象。影片将人物的精神思想
内化于历史个体丰富的情感生活之
中，让人物的精神思想和个人魅力更
加深入观众内心。

影片注重对人物群像的刻画，赋

予其个性化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
让人物更加真实和立体。值得注意的
是，创作者并未止于对知名历史人物
的群像塑造，而是将大量镜头给予阿
晨、庆子、徐三等深受李大钊影响的
贫苦百姓，具象呈现他们的生活方
式、思想情感以及坚定意志，进而凸
显李大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革命信仰。这种创作手法不仅勾勒
了上世纪 20 年代初中国“贩夫走卒
亦有救国之志”的革命图景，让观众
切身感受到李大钊感召青年的力量，
也强调了历史进程中人民的力量。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聆听李大钊
革命精神的时代回响，《革命者》促使
我们铭记光辉历史，坚定理想信念，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感悟信仰之美，
获取信仰的磅礴力量。

重构新的审美

范式和叙事模式
□崔立秋（河北日报文化新闻部主任）

获取信仰的磅礴力量 □饶曙光（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以青春之我奉献青春之国家 □张 宏（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 □李建生（李大钊之孙）

共产主义先驱的革命礼赞 □胡庆胜（河北省党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让历史烛照现实 □汪 帆（河北省影视家协会副主席）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
章。李大钊把明代谏臣杨继盛
的 一 副 名 联 稍 做 改 动 ， 将

“辣”字改为“妙”字，此联
遂成为革命者李大钊一生的写
照。电影《革命者》从“铁肩
道义”和“妙手文章”这两个
维度刻画李大钊的人物形象，
讲述 1912 年到 1927 年之间他
为中国革命寻找出路而上下求
索的故事。

不同于传统的人物传记电
影，《革命者》 是一部具有鲜
明实验色彩的红色主旋律影
片，它所重构的碎片化审美范
式和非线性叙事模式，对于那
些看惯了以完整故事和戏剧冲
突来塑造人物推进剧情的现代
观众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
挑战。

导演徐展雄将影片故事的
起点放在李大钊临刑之前，张
颂文饰演的李大钊在黑暗的监
狱中迎着透进的光亮用双手做
出飞翔的动作。电影以此开
篇，聚焦李大钊牺牲前 38 小
时，以倒叙、插叙和闪回等电
影蒙太奇手法，暗合李大钊为
革命壮烈牺牲的 38 年人生历
程。这部电影的叙事有两条线
索：一条是以李大钊人生最后
38小时为明线，一条是时间跨
度长达 15 年的暗线，从李大
钊留学日本到回国创建共产
党，从前往上海促成国共合作
到最后在北京被捕入狱。这种
碎片式穿插剪辑，如果叙述节
奏把控不好，很容易导致时间
的错位，影片主旨也无法清晰
表达。如果把《革命者》这部
电影比喻成一首诗，那么它更
像一首后现代散文诗，而非传
统的叙事诗。

中外经典的传记电影，大
多按时间顺序推进剧情，并最
终走向人们耳熟能详的结局。
红色题材则往往采用史诗性宏
大叙事，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形
象，或者采用日常叙事塑造血
肉丰满的英雄传主形象。《革
命者》采用叙述节奏变化、空
间场景叠加等手法，对影片素
材加以创造性的艺术变形，通
过时间的错位和线性叙事的断
裂重构新的审美范式和叙事模
式，让原本熟悉的历史事件产
生陌生化效果，很容易让观众
在后现代主义丛林中迷失方
向。俄国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
说，作为素材的一系列事件即

“故事”，必须经过“陌生化”
的变形才能成为艺术作品。由
此可见，电影《革命者》在艺
术领域的深度开掘和实验色
彩，也恰恰是这部电影最具审
美价值之处。

此外，这部电影多声部对
话的复调性和副线人物的众声
喧哗，也彰显着重建传记电影
新审美范式的野心和尝试。李
大钊的人物形象是通过众多副
线人物的平行视角和多声部对
话串联塑造而成，映射出李大
钊不同的人生侧面和性格特
征。比如张学良眼中的李大钊
时而高大英勇，时而令人生
畏；蒋介石对李大钊更是既佩
服又憎恨；从陈独秀的视角来
说，“南陈北李”生死相契，
既是挚友也是战友；而在青年
毛泽东眼中，李大钊则是亦师
亦友的人生楷模；还有地下工
作者庆子、报童阿晨等人……
电影文本有效地利用蒙太奇手
法将李大钊的个人生活与众多
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在众声
喧哗中还原出一个革命者的鲜
活形象。

穿透琐碎的表象，折射生
活的主流，实现对人物整体的
把握和对时代本质的认知。非
线性叙事形成具有含混意义的
审美效果，让我们头脑中出现
多个李大钊：有的站在游行请
愿的群众队伍最前列振臂高
呼，有的在医院角落里充满怀
疑、愧疚地喃喃自语，有的在
饭店吃火锅、在街头吃油条和
小笼包，还有站在绞刑架下临
危不惧泰然自若的革命者李
大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