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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林莉丽

从收集、梳理史料和人物传记入手，汪

天云和黄亚洲开始了《开天辟地》的剧本创

作。这之前，汪天云写过《我们的小花猫》，

这部被夏衍肯定过的短片给了他创作历史

长片的信心。“那时候一心想把作品搬上大

银幕，并没有太多的创作经验，是《我们的小

花猫》给了我创作《开天辟地》最初的信心。”

汪天云说。

汪天云至今还记得当年和黄亚洲在上影

厂创作部的小楼里数易其稿的创作过程。

今天再读何建明的《革命者》，苏智良、姚霏

主编的《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

全纪录》，汪天云感慨如今史料的广博、直观，

“当时手头的资料有限、史料的表述很干，

只要有一点点线索，我们就全力寻找……”汪

天云说。

30年多后回望电影《开天辟

地》的创作过程，汪天云说“很幸

运”、“有压力”、“很用功”！

时针回拨到1989年 3月，彼

时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的汪天云

受邀到嘉兴参加浙江省影协主办

的电影创作年会。会议期间，与会

的创作者和评论者相约参观南湖

烟雨楼。在等船的间隙，眺望四野

星火，想象着1921年代表们在南

湖画舫中召开中共一大的情景，汪

天云和黄亚洲萌生了创作一部中

国共产党建党题材作品的念头，

“这可是一个富有历史纵深感的好

题材啊，大银幕上还没有同类的作

品呈现”。

最初只是一个简单的创意，并

没有敲定以电影还是电视剧的形

式呈现。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

虎”的热情，汪天云和黄亚洲很快

写出了一份详细的创作提纲，带着

这份提纲初稿，他们走进了位于永

福路52号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创作

部。从接待他们的编辑祝洪生口

中，汪天云知道了这个题材的分量

——这是一个从来没人敢写的“大

题材”。

电影最初的片名是《开天辟地

大事变》，后来在上影厂领导、导演

于本正的建议下调整为《开天辟

地》。相关领导鼓励汪天云和黄亚

洲，“写了《开天辟地》，还可以继续

写《顶天立地》！”

编剧汪天云：

《开天辟地》是我一生不可忘却的艺术历程

作为中国首部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表现内容的电影作品，30年前上影创作的《开天辟地》深入历史现场、寻找革命先驱者的真实足迹，被认为

是一部突破了简单创作观念、写出了历史真实的里程碑式作品。影片上映后荣获第1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特别奖、最佳编剧奖等多个奖项。

今天重新回顾《开天辟地》的创作轨迹，作为编剧之一的汪天云坦言“很幸运”、“有压力”、“很用功”，“当初凭借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热情，只

想早点把作品搬上大银幕，并没有考虑创作的艰难和风险。《开天辟地》不是我们两个编剧能够完成的，影片最终的成功得益于各级领导的关心支

持，得益于伟大时代赋予创作者的机遇，也得益于‘上影’悠久的创作传统。”

30 年后回首《开天辟地》的创作历程，汪

天云坦言“这个电影的成功、剧本的诞生真不

是我们两个编剧能够完成的。”在他看来，《开

天辟地》的成功得益于时代、得益于很多的前

辈、领导、艺术家的支持和指点，也得益于上

海电影制片厂悠久的创作传承。所有这些，

共同成就了《开天辟地》。

“《开天辟地》的成功得益于当时国家电

影局的领导、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给我们

的指示，也感谢老一辈的艺术家张骏祥先生，

以及当时上影厂的领导吴贻弓、于本正，还有

李歇浦、沈妙荣、杨乃如、朱永德、柴益新、胡

立德。”汪天云说，“现在回过头看看，很多人

都已经不在了，他们为我们的主旋律，他们为

我们的电影，为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丰功伟绩和这些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默

默地做出了很多贡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创作《开天辟地》是我一生中不可忘却的

艺术历程，也是上影厂70年历程中永远鼓舞我

们奋进的篇章。”汪天云说，“《开天辟地》后来

成为主旋律电影的一个标杆，也给了我们一种

信心、一种经验，敢于去写，领袖人物也是真实

的人，领袖人物可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方法去写。”汪天云说，“不简单地以

‘一览众山小’的视点评判一切，而是力求写出

泱泱大国、巍巍神州的伟大民族感”。

谈及《开天辟地》之后的“建党”题材影片

创作，汪天云说，后来陆续推出了电影《建党

伟业》、电视剧《日出东方》，今年也有《望道》、

《1921》等作品推进，“史料越来越丰富，创作

视角也越来越开阔，相信这类作品能越写越

好、越写越深刻！”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作为主要创始人的李

大钊和陈独秀为什么双双缺席？

创作过程中，为了求证这个关键细节，

汪天云用了一个月时间，最后在“北大内部

档案第 137 号”中找到了答案。原来，李大

钊当时因为被军警刺伤无法出席，陈独秀

则有信带到上海，称“因身负广东省教育委

员长之责，为筹建校舍奔忙无法脱身”。

电影是视听艺术，银幕上一个传神的细

节往往就能起到重返历史瞬间、刻画人物

深层文化心理的作用。《开天辟地》的剧本

创作过程中，汪天云从党史记载中查到，担

任“中共一大”书记员的是周佛海和毛泽东

两个人。从人物经历分析，周佛海是留日

学生，毛泽东是湖南教员，不同的个体经历

是否让二人日常书写的工具和方式不一

样？比如周佛海更可能用钢笔，毛泽东则

习惯于挥毫疾书？这样的历史细节，党史

资料和人物回忆录中都不会涉及，但摄制

组的道具师和“一大”纪念馆的同志证实了

汪天云的推断。

“后来，我们从珍藏的革命文献中发现

了周佛海、毛泽东的手迹，周佛海的钢笔字

流畅潇洒，毛泽东的草楷秀丽娴熟、气韵非

凡。”汪天云说。正是这样悉心求证的细节

让观众通过大银幕重返历史现场。

“四梁八柱要稳，在这个基础上开展艺术创

作。”谈及大情节和小细节，虚与实的处理，汪天

云表示，片中大的情节如“五四风云”、“陈独秀脱

险”、“李大钊去南开演讲”、“毛泽东击鼓湘江”等

严格按照史料提示编排结构。细节方面则充分

发挥艺术想象力、让故事生动感人。

“黑格尔在《美学》中强调‘艺术的使命在

于用感性的艺术形象去显示真实，去表现和解

了的矛盾……’艺术要求细节具有高度的逼真

性。”汪天云相信，只有细节的高度逼真性才能

产生动人的美感。比如，毛泽东在陈独秀白西

装上留下的“大手笔手印”，再比如用一个深夜

送茶叶蛋探视的虚构细节，表现陈独秀对儿子

陈延年、陈乔年严格而深情的两面。

上海的冬天，晚上五六点下班后在徐家汇买

两颗茶叶蛋的“小确幸”是汪天云私藏的个人体

验。创作过程中，汪天云把这种学校生活体验平

移到陈独秀身上，一个北大教授、一个严格的父亲

深夜为工作的儿子送去一锅茶叶蛋，又不亲自送

而是转托卖茶叶蛋的大婶帮忙送进去，陈独秀丰

富的性格层次、深沉含蓄的中国式父子关系通过

这样一个极具烟火气的细节跃然纸上。

《开天辟地》问世后，很多人见到汪天云会

说：“你们真敢写！”众人口中的“敢写”就包括

片中毛泽东向老岳父杨昌济的“深情一跪”，汪

天云说，“这是我坚持的，导演也很支持我。”

“第一次让毛泽东在大银幕上下跪在当时

是不得了的事情”，汪天云和黄亚洲商量了很

久，也有很多人劝汪天云不要这样写，但他还

是坚持下来了。

“杨昌济是当时的伦理学大家、讲究礼仪辈

分。毛泽东是一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

人，毛泽东受恩于杨昌济，内心对杨昌济是尊敬

的，他向老岳父杨昌济下跪希望对方同意把女

儿嫁给他，这一跪写出了两人的情感，也写出了

毛泽东内心执著、浪漫的一面。”汪天云说。

确定了“以人托史”的创作思路，接下来

面临的问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三

位党的创始人主次详略如何把握。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陈至立

同志的一句话让汪天云心里有了底，即“按

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

写就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汪天云说，“所

谓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实事求是，辩证唯

物主义就是要结合当下创作实际，从这样

的创作原则出发，最终确定了集中写陈独

秀，然后是李大钊、毛泽东，以‘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作为这个戏的主心骨。”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指导创作之余，《开天辟地》还结合创作

实际、尝试用“例推法”表现历史人物早年

的性格行为。通过由果及因的例推和相关

细节的支撑，尝试表达人物性格发展的必

然性。

“ 这 个 经 验 后 来 也 用 到 了《邓 小 平

1928》，小平同志能力挽狂澜坚持改革开

放，来源于他早年的革命理想，这也是改革

开放以后达成共识的方法论，既尊重事实，

又是要写出历史人物在以后的世纪风云当

中的表现倾向。”汪天云说。

创作《开天辟地》前，汪天云观摩研究了

《巍巍昆仑》、《开国大典》、《百色起义》、《列宁

在十月》、《难忘的 1919》、《楚天风云》、《南昌

起义》、《西安事变》等成功的历史题材影片，

这其中有“以史携人”的先例，也有“以人托

史”的佳作。

《开天辟地》的初稿偏重“以史携人”，全片

涉及100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创作上出现的

一个现实问题是人物陷入历史事件之中、缺乏

应有的风采。在于本正、孟森辉等艺术家和党

史专家、学者的建议下，汪天云和黄亚洲调整

思路，尝试“以人托史”，将100多个人物精简到

50多个，再集中笔墨书写陈独秀、李大钊、毛泽

东、董必武、张国煮，李达、李汉俊、杨开慧、何

叔衡、邓中夏等“主要角色”，“以他们的革命风

貌和性格特征为演进脉络，引伸和连结发生在

他们革命实践中的与建党密切相关的事件，层

层递进、环环相扣。形成了以‘南陈北李’相约

建党为核心，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主要

人物的故事基本架构。”汪天云说。

《开天辟地》的剧本曾考虑从1840年鸦片

战争起笔,或者从 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写

起；还构思过由“辛亥革命”的历史事件，引发

“中国向何处去”的求索进而延伸到中国无产

阶级的历史走向……几番权衡下来又觉得不

够严谨准确，最终《开天辟地》选择从五四运动

切入故事。

汪天云详细阐述了从五四运动展开叙事

的合理性。从理论上讲，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

党创建前不可缺少的一次“预演”；从思想理论

准备到锻炼青年干部，从唤起工农到反抗强

暴，都作了极其重要的铺垫；从戏剧结构而论，

建党的革命精英——李大钊、陈独秀等在“五·
四”狂飙中壮怀激烈、颇显风采、凸现性格。从

人物塑造看，五·四运动在中华大地产生的震

撼力和辐射性，还能牵动各阶层的人物，有利

于运用全景观照的视点展示孙中山、蒋介石、

胡适、徐世昌、段祺瑞、陈炯明、戴季陶、蔡元

培……乃至上海工人、广州商贩、南洋侨民等

各式各样的历史人物。

确定了从1919年的“五四”到1921年的“七

一”的叙事时间段，《开天辟地》的风格也清晰起

来，即创作一部全景式、纪实性的历史史诗。

《开天辟地》投资900多万，这在当时是名

副其实的大投资。汪天云说，电影的成功倚

仗上影厂多年传承的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

“电影中 50多个演员都是制片主任柴益新一

个个照着历史照片选的”。为了让汪天云体

会从“写”到“拍”的艰难，柴益新还拉着汪天

云客串了片中的邵力子。一场开会的戏，化

妆师照着邵力子的照片给汪天云拔了两天的

头发、眉毛。

在汪天云的记忆里，当年上海市委宣传

部搭了四套班子创作建党相关的选题，导演

李歇浦在老领导张骏祥的建议下，选定了《开

天辟地》的剧本。张骏祥看重的是《开天辟

地》以学院派思维进行党史叙事的严谨性，

“几个本子我都看过，不用他们大学出来的用

哪个？他们比较严谨地按照党史一件件一桩

桩来编写。”张骏祥对李歇浦说。

汪天云记得那一年是农历马年，大家开

玩笑说这次剧本竞赛是发生在马年的一次

“跑马竞赛”。

◎《我们的小花猫》树立最初的创作信心

◎马年的“跑马竞赛”

◎从五四运动写起

◎“以史携人”还是“以人托史”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导创作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一个细节一个月

◎很幸运、有压力、很用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