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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册 

《东方红》的创作指导方针、内容及其电影的拍摄

（一九六五年一月八日）

周恩来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第一个问题，指导方针。 

  我们创作《东方红》，总的指导方针是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舞台演出是学习和传播，拍电影是更进一步的学习和

传播。能看到舞台演出的人是有限的，北京也没有多少人能看到，电影的观众就广得多。电影还可以拿到国外去，因此，

许多友好国家要求我们把《东方红》拍成电影。 

  大歌舞的上演比较仓促。它是受了朝鲜的大歌舞的影响，在上海的大歌舞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加工。它所以能吸

引人，有环境和背景的原因，否则短短两个月是不能取得这种成果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

艰苦奋斗，革命成功了，又进行了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演出的环境是十五周年国庆、北京天安门、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接见……在这种环境下，别人一到人民大会堂，看到葵花向阳，就被吸引住了。当然，这不是否认大家的努力。 

  《东方红》一上电影，环境就不同了，不是国庆十五周年的环境，不是身在人民大会堂。气氛毕竟是不同了。有人说

上海的大歌舞赶不上北京的，这倒不一定，上海和北京有个环境不同的问题。我们饮水要思源，不能忘记朝鲜、上海的大

歌舞是先导。总之，拍电影还是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 

  这次搞大歌舞，我虽然没有用多少脑子，但也是一次学习。我是跟着这段历史长大的，所以我有感受。能帮助你们提

些意见。我给大家做过一次党史报告，讲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每讲一次就是一次学习，每次都感到自己的不足。 

  电影要有一个更明朗的线索贯穿着，要贯穿着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导演、摄影、美工等都要学，

活学活用，体现到银幕上去。 

  现在《东方红》集中反映民主革命阶段，这好办多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生长到胜利，是毛泽

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具体表现在二十八年的斗争历史中。前面有个序，之后，党的诞生是

个关键。再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遵义会议、到敌人后方去、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是这段历史的几个

关键。没有一整套思想就不可能胜利。对毛泽东思想，要传播。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把《东方红》搬上银幕，要进行再创作，把舞台上的缺点弥补起来。 

  （一）首先是再创作的问题。史诗本身就是体现毛泽东思想、体现广大工农群众的思想结晶。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

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这首诗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写出来的，是伟大的创作，艺术家要学习些名堂出来。要用革命的现实

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把史诗搬上银幕。很值得再创作一下，电影导演和原来的导演一起研究研究，把它升

华、提高。 

  题材是诗词的题材，又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感人的地方要能打动人。 

  山东厅有一幅毛主席诗词的山东绣，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字，写得很好，绣得也很好。以前只听说湘绣、苏绣，原来山

东绣也有工到之处。这幅山东绣是个很好的艺术品，每次看到都是一次很好的艺术享受，不论远看、近看，都好，孤立地

看每个字也很好。比那些魏碑古董好看。有些作品内容是毛主席的诗词，形式是魏碑，不够活。 

  有些人把毛主席竖写的诗词改成横排，那是种破坏。 

  电影要再创作，需要有高要求、高姿态。当然，百分百的好是永远不会有的，所谓“彻底”、“成功”都是比较而言

的。 

  要再创作就不要怕麻烦，做革命的人，就不怕麻烦，只要对人们有教育作用，麻烦是值得的。这次三千人参加大歌

舞，娃娃们虽然懂得不多，但也受到教育。文工团员们通过演出，通过大学解放军，都有很大提高，再来学习毛主席著

作，就入了点门。 

  拍电影不要急于赶任务，不要吝惜时间。当然也不要拖得太长，一九六五年搞出来就可以。“五一”出片不是我提出

来的。 

  这次座谈听到了不少好的意见，不要怕再三再四地修改，毛主席的诗词还不断地修改，何况我们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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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再创作就要集思广益，多吸收些人参加讨论、创作。 

  （二）要标新立异。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这本身就是革命化。在创作上，有许多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

的框框，我们要打破。洋的有框框，中国的也有框框；三十年代有框框，解放后搞了十几年也有框框。要敢于创造，在文

艺上认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过去我们也抓了，但往往是浅尝辄止，或是抓了一点又丢下了。戏曲的擂台已经打开了，希

望这次擂台要打得有力量，要全线展开。电影在《东方红》的创作上要有更多的破、更多的立，不只是口号，要有具体表

现。各方面都要革命化。 

  《东方红》搬上银幕如果有削弱，就要受到批评。与其将来受批评，不如现在多磨一磨，把它拍好。希望通过《东方

红》的拍摄，树立起电影创作革命化的旗帜。 

  （三）走群众路线。舞台演出时的创作是走了群众路线的，银幕上的问题更多。我们提倡民主，提倡创作上的三结

合，有事和大家一起商量，专家、演员一道讨论，总可以创造出新的东西。不要以为大歌舞已经有了好的底子，其实，大

歌舞本身还要加工提高，何况这是拍电影！ 

  总之，工农业生产要走群众路线，提倡三结合，艺术上也要如此。当然，有民主还要有集中，要多谋善断，断就是集

中。 

  （四）组织和实践问题。请总政、中宣部一道讨论。原领导小组还存在，可以扩大一些，吸收一些人进来从各个角度

进行讨论。然后，分各专业小组讨论，多吸收些舞蹈、音乐、导演、摄影、灯光、美工等方面的人参加，最后，由领导小

组综合。这样才能掌握集中统一。 

  还要通过试验，大会堂、摄影棚、远景、近景都试试，这是必要的。 

  三千人的组织问题，是否分三个步骤安排：现在试拍几个镜头，大家都参加；讨论剧本时，留下有关的专业人员和部

分近景演员，其他大部分可以下去；等一切都定下来了，正式开拍时再集中回来。 

  第一阶段演出时有些外地的表现力强的演员，拍电影时，还可以把他们请回来。 

  在讨论研究阶段，不要把三千人都箍在这里，那样实在是浪费。这些事情领导小组讨论一下。 

  （五）政治挂帅。拍电影的组织领导，以八一厂为主，由八一厂党委负责领导。不论从哪个单位抽来的人，都归八一

厂领导。 

  政治领导要加强，艺术领导要统一。 

  将来毛主席诗词的音乐改了，我们还要听一听。 

  第二个问题，关于《东方红》的内容。 

  整个节目表现艰苦生活不够，没有伏就没有起，电影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就不动人。表情动作要统一，刻画要深

刻，还有许多场要加工。如“大革命”一场，要用独唱来描写人物，就义时要表现出“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

尸首”同反动派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英雄气概，这样才能引出“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井冈山”一场要体现毛主

席关于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思想，这样才能突出三大法宝，才能闪现出建党以来最光亮的

火炬。通过两条路线的斗争，才能烘托出毛泽东思想的光芒。这一段要很好地加工，不仅要有群舞，也要有独舞。“遵义

会议”这一场是我坚持要的，当时想不出什么办法，现在要加加工，群众情绪的反映有待深化，舞蹈也不够突出。“长

征”要把艰苦斗争强调出来。“一二·九”后到敌人后方去，抗日战争阶段又是一个高潮，要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发

展表现出来。“游击队”一段更要加工，仅用它来反映抗日的艰苦斗争是不够的。这个歌的时间也太长。 

  可以考虑加八路军军歌，雄壮有力些。“大生产”也要表现出艰苦奋斗，欢乐可以放到后面去。要突出自力更生的精

神，自力更生是关系到革命战争胜负的重要问题。推倒三座大山的问题，可以设想加一段在上海的斗争，描写帝国主义被

赶出中国。 

  电影总的长度是一个半小时，如果真好，两个小时也可以。 

  歌舞方面，要有群舞，又要有独舞；唱的方面，要有合唱，也要有独唱。目的都是为了加深对史诗的认识。 

  整个电影《东方红》要贯穿一条红线，红线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党、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 

  第三个问题，关于电影的拍摄。 

  专业方面的事不多谈。总之，要有各方面的人参加讨论，即便如此，也不一定能达到千锤百炼。一次不行，还可以再

拍。为什么电影只能拍一部，过去拍了的，以后就不能再拍？我们要打破这个框框，革命的东西要不断地前进，认识总是

不断提高的。我们对电影《东方红》要求很高，但也不要对这部片子求全，那样就搞不成了。《东方红》像带着缺点演出

一样，也一定会带着缺点上银幕。 

  周扬、林默涵、刘白羽三个同志中一定要有一个人坚持参加到底。要讨论，要民主化，但大杂烩也不行，最后总要有

人审定。 

  拍电影的任务很重，要求提得很高。 

  又要实践，又要务虚。 

  上海的同志回去，再看看剧本讨论一下，把意见集中起来，也可以派人来参加讨论，这是集体创作，大家有份。《东

方红》是革命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我们做的就是人民的事业。 

  根据《周恩来文化文选》刊印 

  * 这是周恩来在《东方红》导演团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镜像：日本  教育网  科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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