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演员，从职业角度要求演别人，自然是
流别人的泪。饰演黄大年的演员张秋歌确实入
了戏，他说他演黄大年，流的是自己的泪。

看到恩师的影子

黄大年的助手于平教授在听说拍摄黄大年
时有点不以为然，她一直认为演员要么逢场作
戏，要么耍大牌，对演好黄大年并不看好。

这部反映时代楷模黄大年的传记类电影立
项过程也很有故事。黄大年典型推出后，习总书记
批示学习黄大年“心有大我，志诚报国”。如何宣
传到位，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化作榜样的力
量、前行的动力？吉林省委常委王晓萍提出，要
拍一部反映黄大年事迹的故事片，作为宣传黄大
年精神的重中之重。通过电影这种能够留存持
久的文艺形式，把黄大年精神变成吉林振兴更深
沉、更基本、更持久的前进动力。

重担落在长春电影制片厂肩上。拍摄主题
片，特别是现实题材是长影的长项。长影组织最
强力量在3个月内分头写剧本，最后确定采用青
年剧作家成孝湜的剧本。2017年12月20日，广
电总局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苏毅主持第一次
对该剧本的研究策划会。今年元旦过后的第一
个工作日，黄大年剧本研讨会在北京再次召开，
王晓萍亲自主持。苏小为、赵葆华、柳建伟、康丽
雯、史建全等大家悉数到场，为剧本提出中肯意
见。会后，部分评论家蹲坐宾馆房间地板，彻夜
长谈。

主要出品单位北京中石公司表现出强烈的
参与欲望：导演到位，请的是长影老导演成科；演
员确定，由话剧表演艺术家张秋歌饰演黄大年。
张秋歌戴着与黄大年一模一样的眼镜来到长春，
在黄大年塑像前虔诚拜祭。他决定，零片酬。导
演成科也表示，零片酬。基调，早早确定。

于平教授回忆第一次见到张秋歌时，她在给
学生讲课。张秋歌在门外站了1个小时，没有怨
言，还谦虚地说，“你帮帮我”。这句话打动了于
平，因为在黄大年的办公室里，黄老师第一次见
她时，以同样的语气说了同样的话。似乎看到了
恩师的影子，她觉得有了希望，也有了责任。

拍电影拍成“魔”

创作方向明确，写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回国
潮，写他们的家国情怀。写黄大年挑战自我，迈
过天花板，同时深知国内差距，但有舞台，双重互
动共赢局面。黄大年与“千人计划”中的科学家
一样有使命感，以生死时速实现自己的价值。着
急，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也是影片的基本把握
点。然而在创作中，这些难以体现出来，只能去

磨、去体会、去感知。导演成科说，剧本很厚实，
演员很卖力，但必须重新创作、重新整合。导演
要把所有部门的创造力和努力捏到一起。于是，
他每天只休息两三个小时，对剧本不如意的地方
精心修改，剧本之外的故事在拍摄中不断加入。
正常20天的拍摄周期，拍了2个月，加了20多场
戏。

成科说，选张秋歌主演时，就是考虑到他没
演过电影主角，就是让他有陌生感，防止他走行
活、俗套。对他的要求是，不要把自己当作顶级
科学家，而是当成普通科技工作者，这样接地
气。张秋歌走进黄大年这个角色，也面临着巨大
的磨难，甚至让他崩溃。张秋歌说，他最愿意去
的地方是黄大年生前办公室，那里有黄大年的塑
像。他经常一个人在塑像前呆坐一两个小时，喃
喃自语，与黄大年进行心灵对话。拍摄现场尽可
能还原黄大年当年的情形：板书用的是黄大年原
书的，PPT都是用黄大年使用过的，台词更多地
体现科技术语。张秋歌模仿黄大年的一言一
行。最终，所有人都说张秋歌“黄大年附体了”。

对自己要求高，意味着对别人的要求也高。
张秋歌似乎找到了黄大年的感觉。在片场他经
常发火，对化妆师、对美工。头发白得不对了，道
具不到位了，他都不对付。拍了一条，他马上回
放，觉得不理想就重拍。他成了片场最矫情的
人，摄影师等身边的助手都曾罢工，不干了。记
者曾在大雪纷飞的片场探班，对张秋歌的“难伺
候”深有感触。那是他看妻子张燕绘画作品那场
戏，他发现画风不对，与主题不符，就让停机重新
找道具。

据在现场的于平老师回忆，张秋歌思维缜
密，把戏里前前后后想透了，所以斤斤计较。剧
组对黄大年科技工作都要深刻了解，所以需要于
平每天随时听候召唤。这个术语怎么说，那个技
术指标是什么意思……这些问题有时把于平也
问住了，她也要查资料，甚至去问更熟悉该问题
的其他老师。她说，拍摄的这两个月，她没离开
过长春，有几次拍到了半夜12点，她的体力都支
撑不下来。她说，这两个月看剧本比申报项目还
认真。

张秋歌一天天憔悴，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的
休息时间，让他身心疲惫。摄制组成员常常看到
这样的画面：半夜，导演成科穿着睡裤去敲张秋
歌的门，两人讨论到凌晨三四点钟，早上六七点
钟又要开工了。大家都说，这是两个“黄魔”。张
秋歌心里有个坎，他觉得没有资格演黄大年，演
大家都熟悉的科学家，所以拼命与黄大年的形象
靠近。于平看了都心疼，“黄老师过劳走了，不希
望演他再出问题”。张秋歌则回答：“黄大年7年
都干了，我这两个月还不能坚持？”

英雄梦，共同的梦

导演成科这样说，人都有个人追求、对职业

的热爱，这是英雄情怀。如果与国家命运
结合在一起，就有了英雄气质。黄大年是
英雄，摄制组都是平凡的人，但可以塑造
英雄，使普通人成为英雄。

塑造黄大年这个民族英雄是多方共
同努力的结果。编剧成孝湜与导演是父
子，但成导明白，创作上没父子，导演就是
要把编剧的脑汁榨干。与编剧无数次沟
通，吵架、融合、再吵架。因为导演不能是编剧的
复印机。

人们调侃成科导演，拍前像个人，拍中不是
人，拍完成名人。成科却强调，成功是集体努力
的结果。他讲道，王晓萍到拍摄现场探班，景俊
海省长也亲临探班、提建议。吉林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张志伟全程跟踪拍摄，部里没有大事，他就
进剧组，与演员们通宵达旦地干，主要解决拍摄
中遇到的问题，成了名副其实的剧务。长影总经
理李庆辉大部分时间在摄制组里，与导演演员、
与电影专家、与科学家探讨黄大年，深度挖掘黄
大年事迹。长影影视创作三部总经理、该影片具
体负责人王光伟说，领导们亲自上阵，他只管落
实好。大家以黄大年精神拍摄黄大年，不拍好，
对不起黄大年。

好片子是改出来的。大家集体会诊，怀着敬
畏之心，不放过一个镜头，去掉不合理的毛茬，实
现政治把关、艺术把关、技术把关。艺术总监史
建全一帧帧、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审看修改，通宵
干了 7 天，不落下一个术语、一个画面、一句台
词。影片中无人机在雪地试验那场戏，原来设计
的是操作失败导致飞机事故。吉林大学提出，作
为黄大年老师的博士于江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是设计问题导致。于是，导演成科14 次往返北
京长春修改。

广西拍完了，是黄大年从英国回国的一场
戏，家变成了仓库。张秋歌认为画面中的仓库不
符合当时黄家的情况，太寒酸了，要求重拍。摄
影师罢工，最后在长春重拍了这场戏。

“我爱你中国”，是黄大年最爱听最爱唱的一
首歌，也是剧组不敢听、不敢唱、一碰心就碎
的歌。

还要再说一句，《黄大年》是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今年发出的第859部公映许可证，也是电
影局回归中宣部后颁发的第一部许可证。

演黄大年，流自己的泪
―电影《黄大年》创作集体谈

本报记者 李己平

杨振斌又把电影《黄大年》看了一遍，作为吉林大
学党委书记，他说，这部电影看多少遍都想再看，看一
遍有一遍的收获。12 月 12 日，吉林大学承办了电影

《黄大年》的吉林省首映礼。
黄大年是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生前担任吉林大学

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吉林大
学举行首映活动意义非凡。饰演黄大年的男主角张秋
歌在见面会上对师生说，“我回来了，接受老师同学们
的检验”。影片播放后，现场1000多名师生报以长时
间的掌声，久久不愿离去。

杨振斌在首映式致辞时说，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
神不兴，大学亦如此。吉林大学凝练出了“红白黄”三
色精神。红，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红色革命精
神；白，就是毫不利己、精益求精的白求恩精神；黄，就
是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黄大年精神。这三种精神为
学校“双一流”建设和长远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文化
源泉。未来吉林大学将在新生入学时播放这部电影，
成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生动教材。

黄大年是东北第一个响应国家“千人计划”号召回
国的科学家。长春和吉林大学作为黄大年求学和生前
最后工作、生活的地方，在影片中承担着绝对重量级的
主体戏份。摄制组曾在吉林大学中心校区、朝阳校区、
白求恩第一医院等多地取景，吉大部分师生参加了影
片拍摄。黄大年助手于平教授参与了拍摄的全过程并
成为专业“把关人”。她看完这部影片后说：“每一次修
改都是提升，体现了黄大年老师那种锲而不舍、超越自
我的勇气。影片精益求精，让我们感受到黄大年老师
的精神在影片拍摄中的集中体现，特别是饰演黄大年
老师的张秋歌，与黄老师心灵对话，忘我工作，让我们
感到黄老师又回来了。”

黄大年老师的学生卢鹏羽博士感慨地说：“都说黄
老师是大师，在我们看来他是父亲，像太阳一样温暖别
人。”电影把黄老师“振兴中华乃吾辈之责”的责任充分
体现出来。在他手术后，卢同学问他，想看点什么视频
轻松轻松，黄大年说，把今年的新年贺词给我看看。这
是他前进的动力，他永远与众不同。黄大年的学生周
帅在观影后说，电影展现了黄大年老师对科学孜孜不
倦的追求，必将引领当代年轻人，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与
国家紧紧相连，走好自己的路。

吉林大学——

希望新生都观看

电影《黄大年》

通过电影这种能够留存持久的文艺形式，把黄大年精神

变成更深沉、更基本、更持久的前进动力

电影展现了黄大年老师对科

学孜孜不倦的追求，必将引领当代

年轻人，把自己前途命运与国家紧

紧相连，走好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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