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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广电台新闻频道今年

7月 23日～25日首播的三集文

献纪录片《王会悟》历时三年创

作，以丰富详实的史料，取材独

到、叙事流畅、人物刻画细腻、

故事情节生动，全景式地展现

了中共一大唯一的女性见证

人，被誉为“一大卫士”和“中共

第一位会务工作者”的王会悟

鲜为人知的传奇人生和革命生

涯，还原了曾影响中国和世界

历史的大事件与一位女性的特

别关联，还原了在生活和历史

洪流中一位觉悟女性从为人

女、为人妻、为人母以至为人师

的特别人生，是一部有价值有

情怀的文献纪录片,让观众真切

感受到了共产党人常说的“不

忘初心”的信仰的力量。这部

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嘉兴南湖红

船边的媒体创作人“不忘初心”

的责任、担当与情怀。

历史题材文献纪录片的本

源是人物和历史的现实折射，

有很强的史料价值。①一部优

秀感人的文献纪录片的创作离

不开历史文献资料和历史遗迹

的选用、模拟性的影像重现、人

物采访与解说的互相配合、现

实时空和历史时空的交替显

现、增强作品感染力的细节化

处理、增强作品可视性的故事

化叙事等多方面的努力。荣获

第三届浙江省纪录片“丹桂奖”

最佳系列片、入选国家广电总

局 2019年一季度优秀国产纪录

片的三集文献纪录片《王会

悟》，被专家们称为“具有较高

的文献价值”，“对中共党史研

究是一次有益的补充尝试，给

人以启迪”②，无疑这部片子在

创作上是有其成功突破和自身

特点的。

一、史料详实，取材独具

匠心

我们常说好的选题往往是

作品成功的一半，而好的选材

则是创作的基础、作品的血肉、

主题的载体。选择王会悟这样

一位毛泽东敬重的女性在中共

建党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

不可或缺、有着鲜为人知经历

的人物创作纪录片，追寻共产

党人建党的初心，真切传递信

仰的力量，体现了红船边媒体

人的独具慧眼和责任担当。纪

录片《王会悟》的背后是创作团

队严谨求实、求真务实的创作

态度，历时三载，辗转半个中

国，采访、采集、拍摄了大量与

王会悟有关的图书、报刊、文

书、遗迹、遗物、模型、绘画、影

像、历史文物资料、老照片、文

字记载和人物回忆过去的“口

述”访谈等详实的史料。三集

文献纪录片《王会悟》呈现给观

众的是创作者在取材上的独到

匠心。

（一）选择权威合适的文献

资料和历史遗迹见证历史

《新青年》杂志、《妇女声》

刊物、哲学书籍《辩证唯物辩证

法教程》、《社会学大纲》，毛泽

东与李达的书信，王会悟及友

人自述文字及发表文章，与主

人公相关的亲人、同学、师长、

同志、友人的老照片等珍贵史

料；湖郡女校、中共一大、二大

会址、上海博文女校、长沙清水

塘、湖南自修大学、贵阳清华中

学、重庆桂园等这些留下主人

公革命足迹的历史遗址；旧时

上海、北平沦陷、日化纱厂罢工

等表现特定历史时期、事件、地

点的部分历史真实影像，这些

选材都贴切地展示了历史真

实，为观众展现了波澜壮阔的

历史画卷。

（二）选择典型的访谈及口

头文献阐述历史

片中呈现的跟王会悟有关

的亲历人后代以及文史研究人

员的口述访谈，尤其是其中几

位亲身采访过王会悟的党史专

家和王会悟的亲人的口述，极

大地增强了片子的真实感和历

史的质感，丰富了主题表现，如

《李达传记》作者宋镜明、《李达

评传》作者王炯华、丁玲生前的

最后一位秘书王增如、李达王

会悟儿子儿媳等的口头述说。

（三）选用合理的替代性视

像还原历史

电影影像资料《辛亥革命》、

《建党伟业》等的得当选用，片

真切传递信仰的力量
让文献片有价值有情怀

——嘉兴广电台三集文献纪录片《王会悟》评析

孔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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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人公的儿时同窗共读、王

会悟去上海、一大召开中的毛

泽东和何叔衡、王会悟教女红、

上海博文女校活动、王会悟救

丁玲、贵阳女中学生遭搜查等

场景的重新扮演拍摄，在给观

众带来视觉美感的同时，也增

添了历史的可信度。

二、结构巧妙，叙事流畅

生动

在历史纪录片的创作中，采

用重新组织叙事语言、设置悬

念等故事化的叙事手法，能够

增强历史事件和人物本身的故

事性，增加观赏性和趣味性。③

三集文献纪录片《王会悟》的故

事化叙事是其主要特色。

（一）表现在结构上，情节设

计巧妙

片子以双线结构，用平行蒙

太奇方法设计大情节、小情节。

一条线以王会悟的进步、传奇

一生的历史轨迹架构，围绕主

题以上集《寻路》、中集《追梦》、

下集《重生》串起她的革命故

事；另一条线则是以毛泽东与

王会悟的友谊、关怀贯穿全片，

片子以倒叙的方式设置悬念，

从 1949年双清别墅毛泽东会见

老朋友李达开始，到结尾毛泽

东要李达邀请王会悟上北京结

束相呼应。上集穿插倒叙了毛

泽东和何叔衡赶赴上海参加一

大和王会悟的故事，中集穿插

倒叙了 1922年冬毛泽东邀请李

达夫妇赴长沙清水塘家中居住

的故事，下集穿插倒叙了 1945
年抗战胜利毛泽东寄钱接济王

会悟母子并在赴重庆谈判时单

独接见王会悟的故事。这样的

设计有效增加了可看性，使得

片子更加精彩，引人入胜。

（二）表现在画面语言上，叙

事流畅生动

画面语言是纪录片创作的

主体语言，更是故事化叙事的

基础。片子以人物口述叙事与

观众产生情感上交流与共鸣，

以细节叙事打动和感染人，以

长镜头意念叙事表达真实的时

间与空间，以情景再现补充叙

事。如上集在叙述王会悟为党

的一大做会务和保卫工作的场

景时，片中以几位党史研究专

家的访谈口述为一大召开、王

会悟的会务工作、转移嘉兴南

湖提供论据，使人信服；为毛泽

东因身高单独搭大床的细节使

得主人公细致认真的形象更加

丰满；博文女校代表居住地、南

湖红船、盛夏的南湖荷花等意

会镜头交代了真实的时空。电

影《建党伟业》等情景再现影像

资料的穿插补充则使得叙事更

加生动。

三、细节铺陈，人物刻画

细腻

细节是历史文献纪录片的

魅力所在，通过细节感动人、感

染人，不仅能深化主题、表达情

意，还可以塑造生动的人物形

象。纪录片《王会悟》挖掘了大

量鲜为人知的史实细节，生动

细腻地刻画了王会悟等革命者

的感人形象。

（一）文献资料里的细节

通过上集《寻路》中鸳鸯枕

头、双喜热水瓶表达王会悟与

李达的爱情；通过中集《追梦》

上海辅德里弄堂中的小竹椅和

拨浪鼓刻画了王会悟抱着女儿

为党的二大站岗放哨的形象；

通过毛泽东在李达出版的《辩

证唯物论教程》上密密麻麻的

批注，生动展现了革命先驱追

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孜孜不倦

形象。

（二）访谈口述里的细节

中集《追梦》中，丁玲文章自

述王会悟是我在上海唯一的朋

友 ,表达了两人之间深厚的友

情；下集《重生》中，王会悟埋

书，儿子口中北平沦陷日本人

闯进我家，打了我母亲一耳光

的叙述，使一位不畏艰险的革

命者形象立体丰满；王会悟自

述文章《哭点点》里的广柑细

节，更是表达了痛失爱女的悲

痛心情和母女情深；尾声中唯

一珍贵保留下来的王会悟影像

中口头自述的南湖红船一大会

议桌上佯装摆放一副麻将的细

节，又细腻刻画了王会悟中机

智的革命工作形象。

（三）再现影像里的细节

《寻路》中王会悟的剪发，刻

画出的是一位反帝反封建的进

步女性形象；办家乡女子学堂

每月奖励 5 元钱细节引发的风

波，则刻画了青年王会悟的胆

识和在抗争中的成长等。这样

的细节铺陈在片中还有很多，

不仅使叙事更有感染力，人物

更加丰腴有血肉，而且使观众

更能够深入了解人物的内心世

界，触摸并感受到鲜活的历史

脉搏。

四、制作精良，入眼入耳

入心

文献纪录片把重大历史人

物和事件进行再解读，通过一

种有机的组合呈现出来，其实

质就是为当下服务，以史鉴

今。④三集文献纪录片《王会

悟》把吸引和打动当今的年轻

观众摆在重要位置，从剪辑、配

音、配乐到后期特效，呈现的是

精良之作。

（一）剪辑到位

这部纪录片按照故事化的

叙事，把实拍、历史资料（包括

电影资料）、特效包装等各种素

材，围绕主题和情节进行清晰

明确地组合，轻快的节奏与当

下接轨，运动的镜头让平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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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富有生机、更有叙事的

感觉。

（二）配音增色

著名演员宋春丽以自己富

有特色的声音和热情为王会悟

配音，为这个角色注入了情感

与灵魂，如王会悟《哭点点》里

怀念大女儿的旁白感人肺腑、

催人泪下。片中解说部分的配

音和其他男女声人物配音也各

具特色，富有神韵。

（三）配乐贴切

著名作曲家徐景新负责纪

录片《王会悟》的所有配乐，其

中 10 首乐曲是专门为这部片

子创作的，包括片头曲、主题

曲、片尾曲，还有反映主人公

王会悟的小提琴独奏曲，以及

暗潮涌动的革命岁月和迎接光

明等不同情绪的旋律，或大气

磅礴、或清新流畅、或悲伤婉

转，为纪录片增添了极强的感

染力。

（四）特效给力

三集共 150 分钟的片子特

效做了三个多月，共 120 多条，

各种闪回、淡入淡出、组合处理

等，原先看似平淡的历史资料，

用得好比实拍空镜反而更生动

形象。如王会悟《哭点点》里女

儿李心田的老照片组合、王会

悟与茅盾沈家的关系图标说

明、王会悟与李达、陈独秀等的

老照片处理组合等。

所谓为历史存真、为时代立

传，就是文献纪录片与社会发

展关系最好的解读。⑤一部优

秀的文献纪录片必定是入眼入

耳入心，感染人、打动人、启迪

人的。纪录片《王会悟》是红船

边的媒体创作人满怀激情留给

世人的一部宝贵的文献，它将

激励后人始终“不忘初心”走在

理想和信仰的不懈追求路上。

不过，如果要追求作品创作

上的更臻完美，还可以在配音

的环节上，选择辨识度更高的

男女声为不同角色配音，争取

更大的角色差异化来增强作品

的表现力。在情节的设计上，

也可以多注重于激励事件的设

计，以打破作品叙事的平衡，使

故事更加好看。

注释：

①李辉：《浅析文献纪录片

的文献性》，央视网 cctv. com，

2016年11月16日。

②冷冶夫、刘新传：《纪实艺

术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9年3月第1版。

③封丽：《浅议历史文献纪

录片的表现手法》，新闻研究导

刊，2017年第8期。

④⑤白坤熹：《浅谈历史文

化题材的纪录片在片中的表现

手法》，数码世界，2018 年第

2期。

（作者单位：海宁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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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溪口

镇，东靠武岭，南濒剡溪，北临

雪窦山，水绕山环，景色秀丽，

在宋朝时已颇有名气。一千多

年的历史和文化孕育了溪口人

共同的“记忆密码”，这组密码

是远游在外的游子心中乡愁的

最好注脚。无论是从小吃到大

的特产千层饼、潺潺流入东海

的九曲剡溪，还是声名远扬的

红帮裁缝……这样的积淀，渗入

了每个溪口人的心底。《溪之

口》就是这样一部以乡愁为主

题，依托奉化溪口镇的人文风

情与历史底蕴而展开的电视文

学作品。

一、主题切入：乡愁的不同

层面与精神世界的勾连

作品创作确定了以乡愁为

主题，在实际创作中，需要通过

具象的人、事、物为载体，透过

这些表象的内容与精神世界产

生勾连，方能深入表达创作的

思想。《溪之口》对于乡愁从以

下四方面予以展开：

（一）乡愁是存在于舌尖上

的滋味

无论是初识、还是感情的深

入,甚至怀念，食物都是一种非

常好的载体,能够表达情感。在

溪口镇的特产中，最让人难以

忘怀和口齿留香的，莫过于“由

山地种植的小麦和芋头磨成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