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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电影是一种精神
的索引，让今天正在参与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
人，观《辛亥革命》电影，回首110年前，那场
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革命，感受以孙中山为代表
的革命者，为了创建民主制度，“舍得一身剐，敢
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主义和爱国精神。

我和陈宝光编剧的电影《辛亥革命》首演至
今已过去10年了。

反映辛亥革命的书籍资料浩瀚如海，是躺在
历史资料上进行编撰，还是要到现实中考究和调
研？就《辛亥革命》电影而言，以什么样的态度
反映历史、反映社会，不是个人爱好问题，而是
严肃的历史责任问题。

我在参与编剧《建国大业》时，就已经开始
着手收集辛亥革命的素材了。在上海孙中山故
居、在南京总统府，都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为
辛亥革命剧本创作积累丰富的情景和细节。

在上海香山路的“孙中山故居”，看到当年他在
澳门行医用过的手术刀，遂生灵感，作为孙中山随
身而带的道具，象征着革命就是给国家做一次大手
术。给孙中山写这样台词：“医人是我的本职，医国
是我的天职。医术只能救人，革命才能救国。”

我去了广州市越华路小东营5号，“三·二九
广州起义”指挥部的旧址，看到陈列着当年起义
吹响的螺号，总指挥黄兴写下的遗书，还有孙中
山与美洲华侨致公堂筹饷局为了募捐印制的金
券，正是这场由孙中山在马来亚槟榔屿策划，由
黄兴指挥的起义，100多年前在这里集聚着从海外
归来的革命精英，为了民族救亡图存，唤醒民
众，毅然冒死发动了起义，最终谱写了血染黄花
岗的悲壮史诗。在七十二烈士墓前，我黙念着孙
中山对起义的评价：“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
烈士轰轰烈烈之慨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
势实以之造成矣。”

特别是全国政协积累了大量的辛亥革命文史资
料，参与者留下了珍贵的亲历亲见亲闻，怀着敬畏的
心理，我们用电影的眼睛认真梳理，寻找着这部电影
创作的能源。人民政协里有很多辛亥革命后裔，武昌
起义的总指挥吴兆麟之孙吴德立委员，给我提供大量
的资料和画册；黄兴之孙黄与群特别关心剧本创作，
多次电话交流；还有舍身炸死清廷宗社党主将良弼的
同盟会员彭家珍烈士的叔辈兄弟彭家祥，从四川寄来
史料图片。

辛亥革命已过110年，参加者众多，前人留下的
浩瀚的文史资料，既要维护历史本来的尊严，又要遵守
剧作的法则。李笠翁早就说过：“一本戏中，有无数人
名，究竟具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故李笠
翁主张应该集在“一人一事”，电影作品更宜如此，人繁
事杂，交代展示过多，也是当今电影的新病。“一人”只
能是突出孙中山的形象，这是不能动摇的。

写好孙中山先生的难度在于，他长期在海外进行
革命活动，很难参与到指挥国内武装革命的最前线，
而电影是靠动作体现人物的。于是，我和陈宝光在如
山的史料中，提炼出一个焦点事件和一个动作链条，
焦点事件就是推翻皇帝，为推翻皇帝孙中山有七个动
作形成链条：一、槟榔屿决策“三·二九广州起
义”；二、在美国华侨中募捐；三、遥控武昌起义；
四、在英国舌战四国财团；五、创建“中华民国”当
选临时大总统；六、以总统职位逼袁世凯叛清；七、
皇帝退位，孙中山辞职，千年帝制结束。

我们都不是辛亥革命的经历者，但我们铭记着宪
法序言：“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
史变革。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
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

此剧必然围绕这个废除了封建帝制的主题，再现
辛亥年间，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同盟会，为推翻卖
国腐朽的清王朝，发动武装起义。在如山的资料中我
们进行了电影的构思和提炼。从第一章《血染黄花
岗》、第二章 《武昌城首义》、第三章 《阳夏保卫
战》到第四章《创建共和制》完成故事。

革命本身就是最残酷的冲突，各种人物都被卷入
革命大潮之中，展现其性格的表演，这些不是我们能编
出来的，诸多人物的表演已留存历史的记忆中。我们的
责任就是用电影的手段和结构再现出来，依据历史做
出的庄严结论，再现革命党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
拉下马”的精神来。电影要有尖锐的冲突、惊险的悬念、
紧张的情节，这场革命不是哀婉小调，不是花前月下、
轻歌曼舞，这部电影是腥风血雨、金戈铁马、大江东去，
是浓烈、强烈、壮烈、激烈、刚烈，是一部真正值得用电
影表现的雄壮史剧，为这样的故事和人物，呕心沥血去
写作，再难也值。

我们要始终保持对前辈先贤的崇敬、对灿烂文化
的虔诚，以优秀民族文化滋养民族的生命力、激发民
族的创造力、铸造民族的凝聚力。我们从孙中山、黄兴
身上感受到前辈先贤伟大的民族情怀，正是我们今天
中华民族不甘落后勇于改革的精神基因。孙中山从一
位医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为了推翻封
建帝制，发动11次武装起义，失败了再起义，越挫越
奋，百折不挠，历尽磨难，其坚定的爱国信念，深深地感
动我们，其伟大的人格令人景仰。这样的情节只能由伟
人创造出来的，不是运用情节塑造出来的！

孙中山就是民族的凝聚力，他一生致力于为中华
民族的解放和统一大业，鞠躬尽瘁，赢得海内外华侨华
人的尊敬，在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越南、东南亚，
特别在中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辛
亥革命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打落皇冠，建立共和制
的国家。

《辛亥革命》剧本在全国政协、中宣部、广电总局领
导多方关注下，几易其稿，投入拍摄。剧本在《中国作
家》杂志2010年12期发表。由铁凝、王蒙为顾问，高洪
波等著名作家组成的评委会，《辛亥革命》剧本评选为
当年的鄂尔多斯文学奖大奖，评奖辞是：“再现了辛亥
时期革命党人为推翻腐朽、没落的清政权与建立共和
制国家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历史场景，大手笔、大气派、
大豪迈，刻画了辛亥革命英雄。”

电影《辛亥革命》，由台湾演员赵文瑄饰演孙中山，
成龙饰演黄兴、李冰冰演徐宗汉。这部电影已经过去
10年了，但是创作过程中编剧阅读了很多辛亥革命的
史料，感悟到那场影响中国历史的辛亥革命，以巨大的
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当
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将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纪念辛亥革命，回顾100
多年来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祖
国统一而不懈奋斗的艰辛历程。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
命先驱致力振兴中华的光辉业绩，对于发扬光大辛亥
革命精神，增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增进海内外中
华儿女的大团结，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广泛
凝聚一切智慧力量，共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万物得其本而生。回顾电影剧本的创作是非常有
意义的，剧本被拍成了电影，绝不会像建筑造房的脚
手架，房子造成就被拆除扔掉了。这部电影剧本中的
人物和故事的描写与设计，凝聚了人民政协各方人士
的智力成果，中国文史出版社给予发表了剧本，跻身
于人民政协保存的辛亥革命史料之中，如何用电影表
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这场伟大的革命，剧本是打开创
作之秘的钥匙。

（作者系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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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墓前

▲台湾演员赵文瑄在电影《辛亥革命》中饰演孙中山

那一年3月间，来到孙中山故居参观，
让我感触很深。那是一个朴素而又简陋的
居所。但是，正是从这里走出了策动辛亥
革命，击落了亚洲第一顶皇冠，提出了治
国鸿篇谋略的伟人孙中山。他创造了一个
新的历史起点。而这个历史的起点就与这
座屋子相连。

走进故居，那古朴的木、陈年的灶具、
小小的阁楼，都在无言地诉说着它们记忆中
的那位少年的故事。一个从小立志、胸怀远
大抱负的青年孙中山从这里走出。正是他手
持手术刀，解剖了一个腐朽没落的王朝，推
翻清廷，建立民国，提出“天下为公”。

当然，历史发展的步伐不会一帆风顺。
伟人孙中山面临的是纷繁复杂的世界，各种
暗流与矛盾，包括短暂的复辟与倒退。他以
博大的胸怀吐纳一切，直至生命的最后一
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是他
的遗愿。而今辛亥革命已经110年了。

革命的历史重任被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

肩负起来，他们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历经漫漫长征
路，北上抗日，打击侵略者，接受无条件投
降。最终跨过长江，以排山倒海之势，打碎
了一个旧世界，创立了一个新世界，历经百
年，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我曾经去过连云港，连云港在孙中山建
国方略中就曾提及。现在已经建成现代化大
港，连接着自连云港至鹿特丹的陆海大通
道，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发挥着重要
作用。

眼前，一群群身着不同颜色校服的中小
学生，绵延不断前来孙中山纪念馆参观。他
们从伟人和革命先辈身上汲取力量，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展望未来，立志报效祖国，
作出一己贡献。

我在孙中山故居前与一群来自新疆乡村
的维吾尔族妇女参观团不期而遇。我和她们
在故居前合了影。我为她们这种自觉和追寻
感动。她们在一位导游女生的引领下，走进

故居，聆听那位导游女生用维吾尔语讲解伟
人的生平和辉煌历史。她们看上去个个神情
严肃，全神贯注。她们已经为人母亲，有的
甚至抱有孙子孙女，在这里掀开了一扇历史
的大门。门壁上嵌有宋庆龄先生所题“孙中
山故居”匾额很是醒目，给人以一种温暖，
融入心田。

翠亨村很是静谧，虽然前来后来兴建的
孙中山纪念馆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但是，走
到故居背后不远，便是一片水田。水田里有一
群毛茸茸的小鸭子在列阵觅食，这让我心动，
便拍下了几组照片。并附言“孙中山故居旁的
水田里，一群家鸭在觅食。孙中山曾在这里劳
作过。”发布在媒体上，也让我内心释然。伟人
和这片土地就是这样亲近无间。

百年历史，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催人
奋进。又一个百年，就在眼前。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
员，著名作家）

和这片土地亲近无间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诗人商泽军以长诗名世，长诗之长，绝
非因为篇幅及行数，长诗或换为“大诗”更
准确。

大诗者，题材大，主题大，格局亦大。
商泽军自上个世纪末进入诗坛，便以“大”
著称于世，先后写过孔繁森、牛玉儒，亦写
过香港回归、九八抗洪，继而写过奥运会、
抗冰雪的 2008 年、抗震救灾的四川军民
……如今他的这本《辛亥诗纪》，当属诗人
又一本瞩望历史之后的大诗。

诗不是历史，但诗可以表现历史，以诗
的特殊方式，诗人的特殊眼光，诗意的语言
为历史评点，融入诗中的哲思是支持大诗的
骨架，化入诗中的情感是大诗的血肉，所
以，写大诗长诗的商泽军牢牢把握这两点，

以诗咏史，融史入诗，诗史相映，浑然一
体。故赞曰：

辛亥已然过百年，
犹忆风云久盘旋。
枪杆掀翻金銮椅，
从此共和满人寰。
好诗与历史，从来是有缘的，一个民族

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更不能没有诗歌，辛
亥革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庆幸的
是，商泽军又一次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谁说过？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机
会，真的很精辟！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
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

咏史者说：

一个民族不能忘记
自己的历史

高洪波

2020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指出:“即将到来的
2021年……我们还将迎来辛亥革命110周
年。我们要深刻铭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
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
幸福而奋斗的百年艰辛历程……”

今年是辛亥革命 110 周年，11 月 12
日也将迎来孙中山诞辰155周年。2011年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时，《魂系山河》动感水
墨大型交响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公演，中
国国家交响乐团根据拙作中国画卷“魂系
山河”历时一年半完成了动感水墨交响的
音乐篇章。中国画长卷在10米高的巨幅银
幕上展现，将中国画的时代性和交响乐的
民族性相结合，在艺术上进行了全新探
索。有媒体评论:“恢弘壮丽的交响乐与气
势磅礴的中国画长卷结合在一起，辅以新
的舞台表现手段，构造音画交融的史诗般
的艺术境界，成为当代舞台的一大亮点，
国内第一。”

这次圆满的演出，是与全国政协领导的
关怀，和由文化和旅游部、全国政协教科卫

体委员会共同主办分不开的。
2016年1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
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
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
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用“三个伟大”评价孙中山先生，其实
是延续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代表中国共
产党对孙中山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早在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指出:“从孔
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
一份珍贵的遗产。”

孙中山先生在 100 年前提出“振兴中
华”的思想。今天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努
力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为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
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的奋斗目标。中央民族乐团根据拙作
中国画百米长卷，历时一年，创作完成了
这部独创性的动感水墨与音乐相结合的作

品。2016年12月8日“伟大的先行者孙中
山”动感水墨大型民族交响音乐会在人民
大会堂隆重举行。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团
队制作多媒体巨型天幕(高 18 米、长 31
米、面积达 560平方米)，再现此画卷，将
悲壮雄浑的交响乐与动感水墨交汇，很有
震撼力，反响极其热烈。

许多观众盛赞此交响音画“很新颖、很有
创意、很成功!”一位美国朋友、电影导演柳青
观后说:“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民族交响音
画《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感到非常震撼、新
颖、完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一部集影像、绘
画、诗词、歌唱、舞蹈、交响音乐，巨型天幕完
美结合的演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
观众完全被征服了，演出现场极具震撼力。孙
中山是影响时代的伟大人物，在海内外华侨
华人中影响深远，演出艺术化地再现了孙中
山先生的革命生涯和不朽的精神，真希望这
台演出让更多的海外华侨华人看到!”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
委员，著名画家）

魂 系 山 河
李延声

艺文艺文艺文 丛谈丛谈

人生人生人生 撷英撷英

▲《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画卷》之五 少年立志 李延声 作

今年是辛亥革命 110 周
年，本刊邀请历届全国政协
委员，讲述他们通过自己的
文艺作品，或用文字、或用
镜头、或用笔墨，记录心中
对于辛亥革命这段伟大历史
的崇仰之情。

——编者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