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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鄺偉聰 ●版面設計：黃力敬

電影《1921》近日公布了一條時長僅1分
39秒的名為火種版的預告片，隻言片語，道
盡了建黨的迫切性與必然性，也揭示了一代
青年人不甘於向命運低頭，為真理而鬥爭，
最終建黨成功的必然性。
「偌大的一個國家，我們連自己的火種都
沒有」，片中李達的一句話戳中觀者淚點，
也是導演黃建新最為欣賞的細節之一，「李
達跟國際代表見面以後，因為發生了一點不
同的看法和衝突，回去後來到陽台，整理思
緒，抽煙、點煙、王會悟上來送湯圓問他想
什麼，他就說想起當年組織救國團抵制日
貨，把日本製造的東西成堆地燒掉，劃着火
柴的時候，突然發現火柴也是日本製造的。
說着就落淚了，王會悟也哭了，你會感覺到
他們身上中國知識分子最可貴的國家擔
當……」

除此之外，預告片中，陳獨秀看到「五
四運動」時要簽訂的喪權辱國的條約，口中
憤懣地說着「憋屈」……何叔衡面對軍閥
粗暴焚燒書籍而痛心，哽咽地說出「如果讀
書人，不准抬頭做人，是何等的悲
哀」……
正因如此，百年前的中國，「我們是需要

行動，但更需要一個政黨，能引導行動的政
黨。他的誕生，才是最有力的行動。」片
中，董必武如是說道。於是，沒有火種，這
群青年人便成為火種，沒有組織，他們就建
立組織。
在這個過程中，有分歧在所難免，可分歧
並不會影響最終目標的實現，片中，毛澤東
篤定地說：「因為我們的起點一樣，誓死推
翻舊世界，還因為我們的理想也一樣，盼望
着建立新中國。」

近年來，愈來愈多的主旋律電影獲得了口碑與票房的雙豐收，
在導演黃建新看來，所謂的主旋律影片，不如說是展現了主流價
值觀的影片。
「九十年代中國電影的那個低潮，低到了哪個程度你們都不可

想像，55萬的就業人數，一年全國的票房不到9個億……」回想
起當年的場景，黃建新依舊唏噓不已，無奈道：「一部美國的
《真實謊言》就把中國電影掃光了。」也正是在那個時期，黃建
新意識到，中國電影市場缺少那種展現主流價值觀的大電影。
「美國電影全是這樣，民族絕大多數人崇尚的，正義戰勝邪惡
的，其實就是價值觀的體現。」
作為電影人，黃建新一點也不反對文藝片對生活深度的揭示，

「電影本來就具有夢的屬性」，可當看到中國電影有一點要危亡
的時候，他覺得電影產業要維持正常的工業化運轉，必須遵從一
些原則，即服從一個國家的主流價值觀。
在黃建新看來，主流價值觀是多樣性的，分很多類型。「《我

和我的祖國》是主流呀，那種有缺點的普通人，但是身上藏着偉
大的愛國力量。愛情片也可以是主流啊，講真愛，那種人類最渴
望的單純的心境，最美好的心境……」
包括這次的《1921》，除展現了國家根本的精神力量外，也展

現了例如新時代女性思想的內容。「有一場戲是寫毛澤東到了上
海，李達請他吃飯，一路上沒吃上湖南菜的毛澤東以為同是湖南
人，李達下廚會多放點辣，沒成想他沒放辣椒。毛澤東看了說
怎麼一個辣菜都沒有，李達就虛榮心上來推到王會悟身上，說
是太太不吃辣。結果王會悟是新時代女性，不怕談個人觀
點，不吃那一套，就直接說『我吃辣』，李達就有點尷尬，
其實他是胃壞了。」
「五千年的歷史，有無數個故事，有巨大的挖掘的可

能性，能夠留下來的，都是有價值的。」黃建新表示，
那些能夠體現民族主流價值觀和主流文化傾向的影
片，無論在哪個國家都從未缺乏過市場，也不會過
時。因為它可以延伸到銀幕之外，與觀眾產生互
動，牢牢抓住人們的內心。

導演黃建新表示：「1921年是中國歷史上
非常偉大的一年，因為出現了這麼十幾個

來自五湖四海，平均年齡僅28歲的熱血青年，
他們代表五十幾個人開了一個會，只用了28
年，就把中華民族的命運改變了，這是一個了
不得的事情，是多麼驚人的力量……」如果說
10年前的《建黨偉業》帶給觀眾的是來自宏大
敘事的震撼，那麼10年後的《1921》將帶給觀
眾的是直擊靈魂的警醒。剖開歷史的橫截面，
去探尋百年前一群名不見經傳的青年人的內心
獨白，黃建新期待以全新的影像手法，去探究
這一代人，他們為什麼是我們的榜樣，為什麼
是中國人的驕傲。「因為他們憂國憂民，有超
越生命的信仰。想通過這樣的一個電影，讓觀
眾記住，這樣的一群人的精神里程和心靈里程
是多麼偉大的一個過程……」

消除歷史人物與觀眾的距離
在黃建新的鏡頭下，歷史書上記載的那些偉
人，變得飽滿而鮮活，他們的生活和如今的我
們並無二致。比如，電影伊始，毛澤東是一個
來自異鄉的打工者，扛着洗衣房的大包，擠不
進車廂，就扒在鐺鐺車外，行過上海街頭，去
洗衣房打工，只為攢夠去法國留學的費用。就
如同當下的年輕人一樣，去到大城市奮鬥。
比如，年紀很小的代表來到上海開會，抽空
就跑去了大世界看哈哈鏡，在哈哈鏡前看着鏡
中變形後的自己開懷大笑。就如同當下的年輕

人一樣，有着青春生命最自然的狀態。
比如，李達和王會悟新婚燕爾，從寄居的陳

獨秀家搬去自己的小房子時，王會悟和李達
說：「我忘了我的花，我上去拿一下。」就如
同當下的上海女孩兒，在那個季節裏經常會戴
梔子花在身上……
「其實他們是無限生動的人」，黃建新希

望，通過這部影片，可以消除歷史人物與當下
觀眾間的距離感。可同時也是通過影片，黃建
新向觀眾展現了，為何這樣一群「和我們一樣
的人」，卻成為了讓我們敬仰的人。
近些年，職場中流行着這樣一句話──年輕

人在「躺平」（怕競爭不作為），中年人在
「內卷」（惡性競爭變無謂消耗）。這雖為個
別現象，卻也反映當下一部分青年人的生命態
度。黃建新無奈笑言：「我希望那個『躺平』
是說着玩兒的。」
鏡頭對準百年前的中國，國土被列強瓜分，
社會風雨飄搖……劇組在籌拍時搜集了大量史
料，其中一段百年前上生新所的視頻令他們如
獲至寶，視頻記錄着一群人的夏日歡愉。「如
果不是一個中國人面孔的服務生短暫入畫面，
根本無從判斷那是在中國。」黃建新說：「百
年前的中國上海，所有歡度夏天的都是洋人，
只此一個畫面，我們就知道，為什麼中國需要
共產黨。」
再比如，影片中日本特高課特務跟蹤李達去

工廠，途中汽車從右行轉彎變到左行，因為雖

然仍是上海的街頭，卻已然從法租界來到了公
共租界……
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一群青年人既沒有

「內卷」，也沒有「躺平」，而是選擇集中力
量，為了他們心中更好的中國而努力。「『一
大』時他們就是很小的力量，但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我們『內卷』就是消耗了我們的很多東
西，不應該把精力放在無聊的消耗上。」

傳達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精神
「我們沒有辦法選擇我們的家庭，沒有辦法
選擇我們的國家，但是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的理
想，為了理想奮鬥，即使不實現也值。」這是
黃建新很喜歡的一句影片中毛澤東的台詞，
「這是他的價值觀。你需要選擇理想，不一定
人人都能達成，但是你在這條路上去追了，對
你的一生是一個正向的推動與影響。」
百年前的一群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生生地要

為四萬萬人找出路，為民族救亡圖存找出路。那
股熱血、那股激情、那股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精
神，是黃建新希望通過《1921》向觀眾傳達的。
「所表現出的中國人的理想信念、文化追求、心
理追求，是對我們有長久激勵作用的，這也是我
想拍這個片子的原因。」正因如此，《1921》打
破了以往主旋律電影線性時間的剪輯手法，更多
從心理層面通過蒙太奇手法對影片進行剪輯，讓
當下的青年人跨越時空，與百年前的同齡人對話，
去體悟他們的生命態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由黃建新監製兼

導演、鄭大聖聯合導演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

年」重點影片《1921》將於7月1日在內地正式公

映，而香港將於7月1日至7日舉行團體口

碑優先場，並於7月8日盛大獻映。黃

建新採用破格手法，打破歷史人

物與觀眾間的距離感，啟

導新一代領悟上一代

偉人愛國憂民的

熱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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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建新：警醒新一代不該「內卷 躺平」
《1921》告訴你為什麼中國需要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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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香港影
業的發展，以及內

地與香港合拍片就是
兩個繞不開的話題，可在

黃建新看來，合拍片的概念
早就不存在了，「我們都是一夥

兒人」。至於香港電影人的能力更是
毋庸置疑，是經得住市場考驗的。

從《十月圍城》，到《湄公河行動》，再到
《長津湖》，作為中國內地導演的黃建新與香港影

業的緣分非一般。說起未來是否會再有合拍片，黃建新
笑言：「其實我一直覺得這個概念不存在了，都是一夥兒人

了。香港回歸以後，不就是住在香港嘛，就好比我住北京你住上海
一樣。」

面對媒體「假設性的提問」，黃建新更愛「擺事實」，「前面還有媒體問我是
不是現在合作愈來愈難了，我就舉了《長津湖》這個例子，中國電影史上最大的一部
電影，陳凱歌、徐克、林超賢，三個導演裏面兩個香港的，足以說明一切。」

劉德華在《建國大業》演得挺好
此外，黃建新對香港同業的評價也是極高的：「因為香港小，他們對電影的那種高效
率和市場回收，是做了最大努力的。荷里活是全球的布局，香港那麼小的地方在東南亞
拿到那麼大的市場，那是一批多努力的香港人做的成績，這也是珍貴的財產，他們鍛煉
出來的那種他們獨有的表達力，我們是需要的。」正因如此，《智取威虎山》及《湄公
河行動》等題材的影片，並未誕生在內地導演手中，而是由徐克、林超賢這樣的香港導
演指導。
包括香港演員的塑造力也是絕不局限於香港電影市場的，「劉德華在我們《建國大

業》裏演得也挺好的，我還讓他自己配音，他說不能配，可事實上他來了，我就在旁邊
給他找一個國語老師跟着他，都是他自己的事，也沒問題。」 在黃建新看來，隨着兩
地交流的增多，未來必然會有愈來愈多的共同題材出現。

知識分子對國家的擔當 誠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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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達想燒
掉日本製造
的東西，竟
發現火柴也
是日本製造
的。

●偌大的一
個國家，不
能連自己的
火 種 也 沒
有。

●●黃建新接受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專訪黃建新接受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專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攝

●早前金爵主席論壇，黃建新攜《1921》主創
亮相。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李達、王會
悟兩夫婦在鏡
頭下亦是無限
生動的角色
人物。

●百年前一
群青年人集
中力量，為
了更好的中
國而努力。

●王仁君飾演毛
澤東，帶着滿腔
熱血狂奔。

●電影《1921》
以革命歷史為題
材，並以創新手
法作表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