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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理念下的嬗变 ①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后毛泽东银幕形象研究

彭在钦，谭秀娟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毛泽东作为卓越的领袖人物，具有独特的意蕴，是电影艺术家、观众所关注的焦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毛泽
东银幕形象塑造汇成了一股毛泽东文化现象。由于价值理念的变化与传统思维习惯的打破，毛泽东银幕形象呈现出立

体化的倾向，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对毛泽东银幕形象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必将为以

后更富生命力与艺术表现力的毛泽东银幕形象的塑造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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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作为历史的巨人、时代的舵手，影响了中华大
地乃至整个世界，其自身就蕴含着深刻的历史与文化意

蕴。新时期以来，随着价值理念的嬗变及思想解放的热

潮，中国电影开始重新崛起，毛泽东银幕形象的塑造成为

众多电影艺术家关注的焦点，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毛泽东

文化现象”。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毛泽东题材电影采
用平民化视角，深入人物灵魂，为我们塑造了形神兼备、

立体化的毛泽东形象。

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前的毛泽东银幕形象
受特定时代政治话语的影响，１９７８年前的毛泽东形

象处于缺席状态，新时期的到来，思想的解放、艺术的解

冻及人民的期待为毛泽东银幕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历史契

机。自１９７８年在《大河奔流》中开始出现毛泽东伟岸身
躯的侧背面开始，９０年代以前的毛泽东银幕形象塑造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经历了几个发展时期，但是这种变化并

没有彻底摆脱思维习惯及历史理性与政治理性的束缚。

“由于长期受二分思维的影响，人们对客观人物的评价局

限于道德评判，即注重人物的好坏之分。”［１］总之，毛泽东

银幕形象单薄、浮于概念，着重于塑造毛泽东作为革命领

导者的社会性，忽略了其人性的一面，致使其从人走向了

神，缺乏形神兼备的毛泽东银幕形象。

１．１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０年代初：偶像符号期
毛泽东银幕形象首次出现在《大河奔流》中，受到思

维习惯的限制、欣赏水平的局限，《大河奔流》中的毛泽东

银幕形象呈现给我们的只是一个侧背面。从电影文学剧

本中“毛主席高大雄伟的身躯站在滔滔东流的黄河岸上，

他指点着黄河，指点着两岸广阔的土地”这一描写中我们

可以得知毛泽东银幕形象是以“神”的姿态出现的。而远

镜头的运用更加加深了毛泽东和观众的距离，在这里，毛

泽东银幕形象就是一个供人顶礼膜拜的偶像符号，缺乏

内在的生命力。刚刚从禁区中走出来的电影艺术工作者

及广大观众，对毛泽东银幕形象的审美要求大多局限于

外部形态的认同上，因此，出于观众对毛泽东银幕形象的

历史真实性的要求，对毛泽东外貌的模仿达到了很高的

水平，一个平面直观的毛泽东形象出现在人民的视野里。

如８０年代初拍的《西安事变》《四渡赤水》《风雨下钟山》
中的毛泽东形象，落入“神”的窠臼，形似而神不似。

这深刻反映出“到８０年代初，‘毛泽东’始终处于银
幕上的次要位置，作为神坛上的偶像符号起着政治宣传

作用。”［２］毛泽东银幕形象仅仅是一种观念符号的具体呈

现，一种凝聚着浓厚崇拜意识的偶像，一种思维惯性的流

露。从中可以看出，“传统历史模式及陈旧的艺术观念和

表现技巧，均成为这类影片的无情桎梏，直接影响、限制

了电影艺术家们对毛泽东银幕形象的塑造。”［２］

１．２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神性弥漫期
《四渡赤水》后，毛泽东题材电影陷入沉思期，建国４０

周年的历史契机使毛泽东银幕形象重现历史舞台，相继

拍摄了《开国大典》《巍巍昆仑》。这些电影“基本秉承了

初期的叙事风格，着重叙述人物的历史与发展过程，着重

表现人物‘做什么’，忽视人物‘是什么’，整体上缺乏对人

物灵魂的深度开掘。”［１］毛泽东银幕形象依旧没有摆脱政

治宣传工具这一功能，仍落入 “神”的窠臼。如《开天辟

地》，将重点放在人物做了什么之上，着重反映了毛泽东

作为革命领导人的共性，但却忽略了毛泽东博大、幽深的

内心世界、作为人的人性之所在，而将其塑造为一个神一

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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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毛泽东银幕形象
从９０年代开始，毛泽东银幕形象塑造进入一个空前

的辉煌时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进入了一个理性的发

展期。９０年代以来，毛泽东题材电影既有鸿篇巨制，又有
表现伟人日常生活与内心情感的精细之作，电影艺术工

作者不再仅仅流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再现与革命宏伟图

景的描述，逐渐摆脱了“神化“的局限。进一步增进审视

的距离，注重“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既刻画出毛泽东作

为革命先驱、历史伟人的社会共性，同时又表现了其作为

普通人的人性，从而实现“人神合一”的理性复归，摆脱了

政治理性、历史理性及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

２．１　平民视角下灵魂的深度
毛泽东作为历史的巨人，其丰功伟绩值得我们每一

个人顶礼膜拜，但作为“生活的人，历史的人，他无可避免

具有常人的一面，具有常人的局限性，即生活意义上的

人。他禀赋了几千年民族文化的积淀，传统文化对他有

着深刻影响，农民意识在他身上有着很深痕迹。他有着

非常脆弱的情感需求”［１］，具有常人的生命形态。９０年代
以来毛泽东银幕形象的塑造注重以平民化视角表现人物

不平凡的事迹，减少了其神性色彩，真实、生动、理性地展

现了其人格之美，摆脱了概念化、公式化的窠臼，深入人

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了人物灵魂的深度。如《毛泽东和他

的儿子》《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毛泽东和他的卫士》

《毛泽东回韶山》《毛泽东与斯诺》《库尔班大叔上北京》

《毛泽东的故事》，再现了毛泽东的日常生活，细腻地反映

了毛泽东作为常人的生命形态，摆脱了历史的局限。

如《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着重从伦理情感和日常生

活的角度塑造毛泽东，平民化的视角展示了其博大、丰富

的内心世界。具体来说，其以毛岸英奔赴抗美战场并牺

牲给毛泽东带来重大痛苦为核心线索，影片还借用了想

象、闪回、回忆等镜头组接，如毛泽东对毛岸英的回忆及

对杨开慧的深深思念，极为生动地展示了他失去爱子的

痛苦心境与孤独、寂寞之感，反映了它作为常人的无奈与

脆弱。《毛泽东回韶山》则以毛泽东重返韶山为线索，为

我们塑造了一个普通、平凡的毛泽东。当毛泽东来到父

母坟前的时候，老泪纵横，对父母的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当看到解放十年后乡民们还在喝水塘里面的水、饥不果

腹的时候，他内心十分的震惊和内疚。《毛泽东的故事》

规避了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回避了毛泽东在战争

风云中的雄才大略，主要选取毛泽东日常生活的细节及

情感片段，对其内心世界进行精雕细琢的描写，集中反映

了毛泽东作为常人的忧伤与欢乐、遗憾与悲壮。《毛泽东

与斯诺》为我们展现了毛泽东与斯诺长达 ３０年的跨民
族、跨地域的深厚友谊，超越了政治性的视角。影片中有

一个场景十分的感人肺腑：当贺子珍快要生孩子时，毛泽

东在屋外烧水，在熊熊燃烧的火塘边，他向斯诺谈起了在

战争途中丢失的孩子，他强调说“那是个男孩子”。这并

没有削弱毛泽东在外面心目中的形象，反而加深了对他

的崇拜之情，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平凡、普通而又伟大的毛

泽东形象，灵魂的深入剖析显现出来的是他崇高的精神。

《毛泽东的故事》以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线索，

写了毛泽东为女儿的到来喜笑颜开，为毛岸英的牺牲泪

流满面、痛苦万分，塑造了一个有喜怒哀乐、儿女情长的

平凡领袖形象，在丰富和开拓毛泽东精神世界方面做出

了巨大贡献。

总之，平民视角的运用增大了审美的距离，摆脱了政

治理性、历史理性及传统思维的局限，克服了形象的概念

化、符号化、公式化的倾向，深入人物的内心，对毛泽东银

幕形象灵魂的深度进行淋漓尽致的抒写，塑造出形神兼

备的毛泽东银幕形象。

２．２　宏大叙事中个性的挥洒
毛泽东题材电影还在宏大叙事中挥洒毛泽东的个

性，影片注重以史携人，通过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再现刻

画人物。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与独立事业做

出了重大贡献，具有一切革命者的社会共性，具有浓厚的

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但他又不乏独特的个性。上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许多毛泽东题材电影，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
础之上，对毛泽东银幕形象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挥洒，通过

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契机来塑造毛泽东银幕形象的影片主

要有：《重庆谈判》《大决战》《秋收起义》《建国大业》《建

党伟业》《湘江北去》《大进军》《长征》等。

《重庆谈判》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国共和谈时期的历

史，但影片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和谈上，而是着重于对国共

两党领导人的个性进行恣意挥洒，毛泽东的侃侃而谈、胸

有成竹与蒋介石的理屈词穷、尴尬窘态交相辉映，使人物

形象更加血肉丰满。如蒋介石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表面

和谈，实际上准备发动内战，而毛泽东为了国内和平，以

身涉险赴重庆谈判，期间拜访宋庆龄女士、张自忠家及林

森墓，就连ＣＣ派头子陈立夫他都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为我们刻画了一个英勇无畏、胸怀坦荡、高瞻远瞩的领袖

形象。《建国大业》则再现了从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到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宏大的历史
视野，再现了重庆谈判、双十协定、校场口事件、辽沈战

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定都北平、政治协商会议、开国

大典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波

澜壮阔、气势磅礴的历史画卷。影片在宏大叙事中对人

物形象进行了细腻、形象的刻画，如毛泽东听闻冯玉祥身

亡的消息时，气得踢翻了洗脚盆，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义愤

填膺、嫉恶如仇的毛泽东。淮海战役胜利之后毛泽东与

周恩来等人一边豪饮一边高唱国际歌，喝醉酒时斜靠着

墙壁，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这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有喜

怒哀乐、七情六欲的毛泽东银幕形象。

总之，这些影片以巨片的形态，在充分尊重史实的基

础之上，在大手笔、大场面、大气派的背景下，恣意挥洒人

物的个性。既显示了伟人的社会共性，又充分展示了他

常人的生命形态。

３　结　语
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伟人，势必有常人不可及

的特性，即一定意义上的“神”，而作为历史的人、生活的

人，他就必然具有常人的弱点，具有常人的生命形态。在

新的价值理念之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毛泽东题材电
影，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增大了审美的距离，开始对毛

泽东银幕形象进行历史的、理性的及立体的把握，逐渐摆

脱了思维习惯、传统审美机制的束缚，一个血肉丰满的、

立体的、有独特意蕴的毛泽东形象出现在银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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