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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艺术的真实洞见历史的真实
□庞彦强

独特的诉求和蕴涵
□孙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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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世界上优秀的民族都十分尊重自己的历史。古往今
来，优秀的文艺家也都把国家、民族的历史作为文艺创作获
取灵感的重要来源之一，创作了大批经典的文艺作品。陈力
始终遵循这些创作传统，把艺术触角深深植根于革命历史的
红色沃土和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之中，倾力培育与生长着属
于这个伟大时代的影视艺术的青苗和参天大树。敬畏历史、
尊重生活，就会得到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馈赠。她在与笔者的
多次畅怀中，由衷地表达了自己的两个追求方向：一是倾力
于主流电影、主题电影、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二是倾心于艺术
电影的创作，凸显自己在文学性、诗性与风格化电影创作上
的审美追求。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正是陈力在上述两个追求日臻成
熟阶段上的一次“交汇和融合”。就重大历史题材的电影表达
而言，它属于前者，不仅有历史意义，更有当代意义，是当前
我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真实、鲜活的“好教材”；
从电影的艺术结构、台词提炼、演员表演、镜头语言、镜像造
型、整体艺术风格呈现来看，又分明是一部精致的艺术电影。
影片以党和人民在“天灾人祸”面前何去何从为大背景，截取
了 1961 年 5 月周恩来总理轻车简从深入河北革命老区武安
伯延村实地调查研究的真实史实。领袖心系天下、关心民瘼
的宽广情怀，党群的血肉联系，总理的谦恭、敬民、亲民的工
作作风，数次向人民道歉的肺腑之言，以及老区人民与党肝
胆相照、风雨同舟的高风亮节……都给观众留下了刻骨铭心
的印象。

多个艺术视角的运用，全景式、立体化表现，散点透视，形散神聚，彰显出影
片结构的魅力。

影片是以日记体方式按时间顺序结构的，以多个视角展示总理在伯延的四
个昼夜是如何通过“望、闻、问、切”，深入基层、走街入户、访贫问苦，看到农村的
实际，洞察百姓的实情，听取村民的真话，获得中央高层最想掌握的第一手情况
的。

随行摄影记者，既是勾连全片的叙述者，又是一个主线视角。他伴随在总理
身边，形影不离，一边拍照，一边记录，一边思索，一边总结。他还是这部影片影
调、故事情节、节奏与风格的操纵者。但导演就站在他的背后，只是通过他的取
景、抓拍、定格、强调、旁白，包括音乐置换了导演的一切艺术谋略。且不着编造痕
迹，故事自然流出，体现了陈力“无技巧化呈现”的艺术追求。

连弟小姑娘的视角，边走边说“羊咋上得了树呢？”一语双关，既回答了总理的
疑问“树上的叶子都光了”，也“戳穿”了老蔫为掩盖真相，欺瞒总理的善意谎言。

郭凤林儿子的视角，从村边大树张望，到急匆匆跑来要亲眼见到总理，到总
理与村民一起吃“混合面窝窝头”，喊出“周总理不能吃，不能吃那窝窝头，拉不出
屎”，揭开吃大锅饭民众的疾苦真相。

村主任郭凤林的视角，为了显示老区人民与党同心同德，荣辱与共，甘愿忍
饥挨饿也不给总理添堵，他指示村干部把自己打扮得“光鲜点”，把平日里爱说

“怪话”的“坏分子”关押起来，把吃大锅饭食堂的锅碗瓢盆用从几十里外拉来的
清水洗了又洗，还谎称总理最想见到的老支书郭百岁老人过世了。

周总理的视角，加之邓大姐的视角，将上述众多视角中呈现出的一切的一
切，看在眼里，想在脑中，记在心上。于是，他们分头深入到连弟奶奶的炕头上拉
家常，与不吃大锅饭的五保户促膝谈心，到村邮政所询问邮票信封的销售情况，
去看村夜校光脚上课的小汪老师为孩子们补习功课……一桩桩、一件件，让总理
心绪凝重，寝食不安。他更加确信百姓的委屈没有向他真实倾吐。

“欢送会”一场戏，将全部的视角聚焦在一起。舞台上表演落子“端花”的村民
演员，因饥饿晕倒在地上……“坏分子”胜德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千言万语，用落

子腔唱出心曲：“有个事俺想问问你……”不仅引起总理的关注，并博得了总理长
时间的掌声。

深挖人物心理，构筑戏剧冲突，是该片取得艺术张力的制胜法宝。由于陈力
深入挖掘、巧妙铺陈，准确调动各种叙事元素，从而营造出独特的艺术氛围，构成
了该片独特的心理冲突、矛盾线索。老区人民对领袖的爱护、爱戴，革命领袖对国
家和人民天大的责任与历史使命所构成的矛盾体，在特定的艺术氛围中“发酵”。
我们从影片中看到，为了克服困难，毛主席已经许久不吃肉了，党的几大核心领
导分头下到农村调查研究，摸第一手情况。可是，伯延村却在以郭凤林为代表的
村民的“好心”下，让总理听不到“真心话”。总理只好自己说出“掏心窝子话”：“朱
老总从河南乡下，刘少奇同志从湖南老家，邓小平同志从北京顺义县，还有陈云
同志从老家青浦县，都分别给在上海乡下调研的毛主席汇报了他们在那里的情
况。只有我没办法汇报啊！”正是总理的这番肺腑之言，打开了阻挡在伯延民众心
底的闸门。赵二廷斗胆讲出了反对吃大锅饭的真话，以及吃大锅饭的实情与造成
的危害。话语朴实而道理深重，总理顺势讲出了此行调研的伟大意义。

陈力此部电影的历史意义在于用历史烛照现实，发掘并展现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伟大，在带领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的伟大创举，
揭示出“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党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调查研究、批评与自
我批评的学风的永恒的真理价值。其现实意义，在于用我们党和人民在长期革命
斗争与建设实践中探索出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制度、体制的自信，预示当下
与未来：我们必将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加快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实现国
家富强、民族兴旺、人民幸福、文化繁荣、社会文明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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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悲壮的抒情诗，
充满了昂扬向上的精神。

这是一首观照现实的力
作，又有深刻的美学蕴涵和文
化表达。

独特的视觉、独特的艺术个
性、独特的叙述样式，让影片《周
恩来的四个昼夜》不仅有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陌生感，而且充满了强烈的艺术震撼力。

编导者对题材的独特捕捉和开掘，为影片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恩来的四个昼
夜》写的是3年困难时期，是当时我国农村政策调整的关键时刻。由于种种原因，那时我国
的经济陷入低谷，广大农民的生活也处在极度困难之中，而编导者敢于选择这样一个特
殊的历史时期，敢于选择主人公周恩来总理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深入农村调
查研究、与农民同甘共苦的一段往事，不能不说是一种胆识。周恩来以领导人，也是同命
人的身份与农民一起反思历史，一起经历历史给农民带来的困难和坎坷，又以领导人的
责任和情感，理解农民的艰难、忍耐、深情和他们从心底发出的呼唤。

艺术家是历史逻辑的承担者，也是现实境况的体现者，影片以浓烈的感情抒发着一
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在一个特殊历史状态下造成的遗憾，需要我们敢于面对，敢于承
认，敢于承担。“认错”也是智慧，“承担”更是政治家的勇气。这正是该片独特的蕴涵和诉
求，而这一文化表达，在影片中又显得那么真切、那么深沉。

我们还是听听周总理在伯延说过的话吧，“还是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向你们道歉，对
不起大家”，“我这个总理不称职啊！”“我是总理，老百姓的生活出现了问题，就是我的责
任啊！”“大家受苦了，吃不饱饭，我们应当向大家道歉……”每一句话，我们看到的是“责
任”、“承担”，每一句话，我们听到的是总理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其实，就这部影片思想的审美意义来讲，是一种深刻的“哲思”，从哲思进入现实，从
哲思进入艺术，应当说这是影片潜在的文化结构。从某种意义来讲，在人类历史的长河
中，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生存空间，“认错”和“承担”是勇者的思维，是胜利者的思
维，而周总理在伯延的四个昼夜，正是用心里的这一束烛光，拨开了农民心里的困惑的迷
雾，这是勇者的大动作，可以看出，他饱含的泪水和情感的煎熬，构成了影片独特的故事
和意蕴。

艺术永远是生活对作者的震颤，也永远是艺术家对生活的深层开掘，该片正是以对
现实生活独特的选择和开掘，让观众在诸多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有一种“陌生感”，也许，
这就是创新吧。

艺术作品要有创作意境，正是许多有意境的细节，构成了该片独特的艺术个性。影片
没有完整的、连贯性的事件，也没有起伏跌宕的矛盾冲突，但是影片中那些感人肺腑、催
人泪下的细节，却紧紧扣住了观众的审美取向，蕴含在这些细节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
浓烈的、深沉的情感呈现，导演以娴熟的、非一般的、独特的银幕语汇，又把这种“情”表现
到极致，给观众强烈的艺术感动。因此，深沉、厚重的人物心路历程和强烈浓郁的抒情色
彩，形成了这部影片独特的艺术个性。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独特的叙述样式，则是该影片审美层面的又一个亮点。
从生活中提取题材之后，编导者采取什么样的叙述样式把他呈现在银幕上，则是十

分重要的。《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的叙述样式，其一，是以摄影者的角度，通过跟随周总理
四个昼夜的调查研究，选取了近70余幅照片的内容，记录了那个历史时代，并由此连缀起
相应的故事；其二，按照周总理在伯延的四个昼夜，以时间为序，记录周总理的活动。诸
如，第一天，吃食堂，开座谈会，看望连弟奶奶，访夜校；第二天，栽地瓜，访邮局，进单吃
户，暴雨夜战；第三天，看演出，欢送座谈会，深夜向毛主席电话汇报；第四天，访问张二
廷，向社员们传达毛主席讲话，与邓大姐谈心……一直到第五天离开伯延。

编导者之所以采取这样写实的叙述样式，其一，十分符合事件的原始过程，真实，接
地气，不做任何加工修饰，让人信服；其二，“连珠式”的叙述样式，有更大的空间和自由
度，不受限制，适合调查研究的特点，适合影片题材的特点。

内容决定形式，《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写实的叙述样式，不仅让作品有可看性，而且，
大大增强了影片人物形象的艺术魅力。

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艺术地再现了周恩来总理
在伯延工作的四天四夜，讴歌了周恩来忧国忧民的博大
情怀，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总理发自肺腑的爱戴之情，颂扬
了党和国家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血肉联系。

散文叙事：平实而有张力
对历史事件的艺术创作必然要受到历史真实的限

制，尤其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对人物、事件、历史背
景等要素的要求更加严格，给创作者留下的空间并不
多。周恩来在伯延公社四天四夜的调查研究活动就是该
片的核心事件。影片没有大事件，没有曲折的故事，陈
力因势利导、顺其自然地按时间进程，采用线性的、散
文化的叙事策略结构故事，展现方寸之间的乾坤。周恩
来一到伯延公社，就发现树上的叶子都没有了，村民饮
水困难，要到十几里外的水库拉水、担水。他敏感地意
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召开小队长和会计会议了解情
况。但是村支书郭凤林等只讲好话回避矛盾。晚上，他
到农民夜校看望上课的老师和孩子。次日，他同乡亲们
一起到地里劳动。晚上，突然下大雨，他又同乡亲们一起到地里
排水保秧苗。第三天，他登门入户继续了解情况，但仍然听不到
真话。他感到群众的心扉仍然没有打开，调研工作没有触及到实
质问题。他说，“只要有一个问题不清楚，我都不会离开的。”终
于，在座谈会上，耿直的农民二廷讲了真话，说出了农村吃大食
堂的弊端和村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周恩来沉思国家政策偏差带
来的严重后果。晚上，他及时向毛泽东电话汇报了情况，对公共
食堂的政策进行了调整。第四天，周恩来通过大喇叭广播宣布了
毛主席的指示，办不办公共食堂由村民自己决定。对村支书郭凤
林和存在问题的村干部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晚上，他伏案撰写调
查报告。

陈力说：“没有大事件，都是点点滴滴的小事情。一件一件小事
情让你特别温暖，特别感动。”像涓涓细流式的叙事把领袖融入到
了百姓之中。四天四夜，周恩来把心带到了伯延，与农民手拉手、心
贴心，扎扎实实地进行调查研究。没有大话空话，没有形式主义，没
有领导架子。导演用平实的叙事手法，用质朴的镜头语言把观众带
进特定的历史情境，完成了从进村调查——遇到阻力——深入调
查——触摸真相——调整政策——解决问题的叙事使命。

在散文化的叙事过程中，陈力巧妙地设计了一个旁观者或历
史见证者的角色，即跟随周恩来一起到伯延的摄影师。用摄影师的
视角、旁白提示背景。贯穿全片的照相机快门声和一幅幅现场定格
的黑白照片，以及交待故事背景的旁白，打破了单调沉闷的叙事，
既恰到好处地调节了叙事的节奏，又给看似平淡的故事平添了历
史感和记录意味。

影片的叙事策略契合了当时的历史情境，契合了周恩来的性
格特征，契合了故事的主题，平静之中蕴含着巨大的艺术张力。

雕琢细节：生动感人
周恩来在伯延工作四天四夜，调查的核心是农民的

生活状况和他们的困难、他们的期盼。在大饥荒背景下，
吃饭和吃饭的方式问题成为主要矛盾。一系列戏剧冲突
和细节围绕这一主题展现。第一天中午，为了表达对人民
总理的欢迎和爱戴之情，村支书郭凤林特意安排了“丰
盛”的午饭。当周恩来看到桌子上有红烧肉、炒鸡蛋时，迈
进门的一只脚又退了回来，说：“你们吃得比毛主席还好
呀。”他把饭菜分给群众，坚持同大家一起吃公共食堂的稀
粥。后来，连弟奶奶用自己的寿材换来白面，为总理做了一
碗拽面。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寿材是最重要的财产，这碗面
饱含着怎样的一份情意呢？周恩来看着冒着热气的面深深
地感动，说：“这碗面必须吃。不吃，老人家今后不会快乐。”
两顿饭一吃一不吃，产生强烈戏剧效果。不吃，是拒绝搞特
殊化；吃，是给老人家尊严。他嘱咐随行的工作人员，用他
的钱买回寿材，待离开村庄后还给连弟奶奶。用平等的视
角看待对方、理解对方、尊重对方，表现出周恩来博大胸襟

和高尚情操。
对于不肯说实话的村干部，周恩来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村支书郭凤林是一位朴素的基层干部，对党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
他一直不让群众说真话，还把平时爱讲“怪话”的“落后分子”关了
起来。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在大灾大难面前不想给国家添麻烦，
所有的苦自己受，所有的困难自己担当。但是他忘了党是人民的
党，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的疾苦就是党的疾苦，群众的困难就
是国家的困难。党的领导人、国家的总理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
候、最困难的时候来到人民群众当中，不正是心里装着群众、与人
民休戚与共的最好体现吗？

实践证明，全国兴办公共食堂的决策脱离了百姓生活的实际，给
群众生活带来了困难。周恩来在伯延公社宣布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调
整公共食堂的决定，那洪亮的声音无疑是平地起惊雷，震动了小小伯
延村，震动了中国大地。伯延的乡亲们奔走相告，家家户户炊烟升起，
沉寂的乡村重新焕发了生机。这一笔在严肃的主题下荡漾着浪漫主
义气息，是中国共产党勇敢面对失误、果断纠正错误的生动写照。

现实价值：榜样的力量
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天四夜，影片却把一个胸怀百姓、忧国忧

民、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周恩来的艺术形象立体地展现在观众面
前。这一形象的精神价值在于，清晰地表达了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
理想信念，为当下提供了精神感召的榜样。影片表达了极具时代意
义的主题，那就是党要时时刻刻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党的领
导干部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与人民群众保持
紧密联系，求真务实。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当前形势下，周恩来
的形象无疑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学习的典范。

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
夜》通过周恩来在河北伯延
农村四个昼夜的调研，艺术
地再现了上世纪 60 年代初
农村生活的现实，从一个侧
面深刻反思了当年的历史，
直指造成那场饥饿灾难的
自然和社会根源，讴歌了党的老一代领导集体关心群众、
一心为民和坚持实事求是、勇于修正错误的博大胸怀，老
区人民对党和国家的无比热爱与忠诚，以及荣辱与共、肝
胆相照的和谐党群干群关系。影片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
方法，以事件讲述、人物塑造、典型刻画、细节描绘等为主
要手段，完成了再现当时生活场景、总结与反思历史的艺
术创作任务。在创作过程中，创作者特别注意对艺术真
实的把握，坚持从生活真实中提炼艺术真实、以艺术真实
反映历史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达到了相映成趣、相
得益彰的艺术境界。

围绕主题进行材料取舍，使人物故事更加集中。影
片中的每一个孤立事件和断简零章都是编创者根据主题
要求精心选择的。从周恩来走村入户访贫问疾，为农村
送粮送水，参加农村自救性生产劳动，到纠正农村干部
工作的不正之风，鼓励人们讲真话讲实话；从公社干部
郭凤林善意隐瞒农村生活真相，连弟奶奶卖掉寿材也要
为总理做一碗拽面，到汪老师双脚浮肿依然坚持光着脚
为学生上课等，这一连串小事件有机勾连，将当时中国
农村社会的风貌全景式描绘出来，周恩来忧国忧民、鞠
躬尽瘁、废寝忘食、一心为民的感人形象也随之跃然而
出。

即使在对生活事件的记述中，影片也不是对曾经的
历史进行忠实的毫不走样的记录，而是对生活的原始事
件进行加工升华后的艺术展示。如把故事主要集中在周
恩来与郭凤林一家、连弟奶奶、张二廷等人的交往中，
使无序的历史变得清晰可循，表现了编创者用虚构对生
活进行有机勾连、用想象去填补历史空隙的艺术功力，
实现了生活与创造、历史与虚构的结合，从而也更好地
把生活中本质的闪光的东西提炼出来，完成了对生活真
实的净化、深化、美化，以及对社会内蕴本质的揭示。

注重情感刻画，以情感渲染全面揭示人物的精神世
界，达到动人、感人、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该片在情
感刻画上力戒造情、矫情、伪情、滥情等不良创作习
气，以领袖对基层群众的殷殷关爱之情、百姓对领袖的
深切爱戴之情作为情感基调，通过对党群情、干群情的
集中刻画，反映了那个时期领袖与群众之间血肉相连、
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众志成城的社会和民族情感。影

片突出刻画了周恩来亲民爱民、与群众心贴心、与国家
共命运的思想情感。他轻车简从深入伯延，没有大张旗
鼓的“鸣锣开道”，没有警备森严的护卫队伍，没有前
呼后拥的随从人员，本身就是一种亲民爱民情感，这与
当今有些领导讲排场、摆阔气、论派头等脱离群众的现
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影片中周恩来自始至终都无法排遣
的深深忧虑，深刻体现出他对国家命运前途的忧患意
识，对不能有效改变群众生存生活状况的极度焦虑，对
不切合实际的现行政策的愧疚与自责。从这种忧虑，我
们深深体味出他作为总理的那份沉甸甸的责任、勇于担
当的意识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他走村入户，深入农村的
各个层面，力求全面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表现了他真
心倾听民意、全面了解群众的真实诉求、努力纠正政策
偏差的真诚。影片中对其他人物的情感刻画也注意在

“真”字上做文章，像郭凤林对周恩来隐瞒农村生活的
实情，郭百岁、张二廷等敢于讲实话真话，以连弟奶奶
为代表的众多村民对周恩来的深切情谊，都从不同侧面
表现了群众对领袖的热爱、信任、拥戴之情。片中，无
论是伟人还是普通百姓，其语言都非常朴实，没有空话
套话大话，从根本上摈弃了虚情假意和矫揉造作。

运用新闻手段营造积极的故事环境，达到真实反映
生活的目的。在艺术创作中运用报道、记录、黑白照片
等新闻手段，是凸显艺术作品真实性的重要途径，但也
有一个运用适度和自然得体的尺度问题。用不好，很可
能让人产生断裂、故作深沉、生拉硬扯的厌烦情绪。该
片可以说是运用新闻手段的一个成功范例。影片从跟随
调研的摄影记者的视角来讲述周总理在伯延四个昼夜的
故事，在顺畅推进故事过程中，经常不间断地以黑白照
片手法予以故事的停顿、延宕、回味与转折，起到了凝
注历史、强化情感、深化意蕴、拓展空间的作用，通过
这些新闻照片的合理运用，完成了历史与现实、艺术与
生活的重叠，既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又使观众对每一
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瞬间留下深刻印象。同时，这种
手法的运用也更好地诠释了“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
础，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升华，历史真实并不一定
能提炼为艺术真实，艺术真实也未必等同于生活真实”
这样一个真理。

谱写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诚意之作
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笔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