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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柏台是浙江新昌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优

秀党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重要领导

人，人民政权第一位司法部长、检察长，第一

部红色宪法起草人，红色政权的反腐先驱，被

誉为人民法制和人民司法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革命烈士梁柏台的事迹

被上级党史研究部门发现后，新昌县委要求新

昌县党史办和新昌县电视台做好烈士资料挖掘

工作。1998 年，在新昌县党史办的大力支持下，

新昌县电视台拍摄创作了专题片《梁柏台》，

以更好地整理与保存相关的资料。

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也是梁柏台烈士纪

念馆落成之时，新昌县融媒体中心与浙江法制

报社联合重新策划、制作电视文献纪录片《梁

柏台》，力求用现实主义思维更全面、更丰富、

更翔实地找寻历史人物最根本、最核心的价值。

一、现实的视角挖掘历史与当下的“同频

共振”

近年来，电视屏幕上涌现了不少“电视文

献纪录片”，不乏大气磅礴的恢弘巨制。但也

有一些作品只是历史文献资料的简单堆积和组

合，一般是就历史谈历史，没有充分发挥电视

创造性的艺术功能。这类电视文献纪录片，犹

如将观众带入历史博物馆浏览历史图片展览，

观众与历史文献之间势必存在较大的距离感和

疏离感。

从上世纪梁柏台烈士的事迹被发现，时至

今日经过多年的挖掘、积累和宣传，已经在新

昌当地及会稽大地广为流传，并且已经成为当

地人民的骄傲，中央电视台《英雄烈士谱》也

报道了梁柏台烈士的事迹。重新拍摄《梁柏

台》，需要创作团队更加深入挖掘梁柏台烈士

更多不为人熟知的细节，结合不断得到研究充

实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以更加严谨、实事求是

的现实主义精神重走烈士走过的足迹，溯源我

们的初心和使命。

此次电视文献纪录片《梁柏台》，即是从

现实生活的自然景观出发，用一只封尘了 60

从《梁柏台》的再度创作
谈电视文献纪录片现实主义思想开掘

张晓亮

均衡用力，没有对有故事性的人物进行垂向挖

掘，如旅欧歌手、设计师等人的矾都情怀、心

路历程被大量其他的细节冲淡了。影视艺术终

归是人的艺术，要讲人的故事，没有故事则难

以长时间勾住观众，也就无法与创作者共情。

其次，从纪录片的评价体系来看，影片中

更多的是采用一种“采访 + 解说 + 资料”的

模式，其创作观念更倾向于专题片，而非真正

意义上的纪录片。正是由于缺少人物跟拍和事

件记录，影片的“纪录性”不明显，“专题性”

更突出。而在人物采访素材的运用过程中，同

一访谈对象的镜头出现次数太多，会让观众产

生视觉疲劳，让业内人士觉得素材不够丰富。

再次，从技术层面来看，本片还存在一些

细节问题。一是拍摄采访时未注意现场秩序维

持，透过玻璃反射能够看到蹿动的人影；二是

录音质量不够稳定，时任苍南县政协主席张传

君的几处采访录音有明显的回声；三是整个纪

录片的解说配音也与影片气质有出入，影响了

影片的感染力。但瑕不掩瑜，作为地方台，投

入人力物力财力制作本土纪录片，本身就不多

见。这种去功利的行为非常值得鼓励，本文的

评析同样挂一漏万，期待温州影视同行再接再

厉，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

（作者单位分别为浙江大学；

浙江省纪录片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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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竹箱、一册册泛黄的线装日记本、一封

封珍贵的家书，拨开历史的迷雾，翻开梁柏台

人生档案的第一页，在一张张珍贵的照片和一

幅幅宏大的历史场景资料中引导当代人去做历

史的回顾和思缅。可以说，创作者的创作意图

十分明确，现实生活永远是实在的，历史毕竟

是历史，让受众从现实生活的感悟中，切身认

识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以及千百万普通共产党员、干部战士

和广大民众浴血奋战、出生入死、英勇牺牲才

赢得了这片红色的江山。当创作者的审视点从

历史移向现实之后，也便从“就史论史”的窠

臼中彻底解脱出来，思绪则可以“上下几千

年，纵横几万里”自由驰聘地开掘历史的深

沉，探求土地的殷实，为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

和顽强意志寻根溯源。

二、注重文献的理性思维与艺术情感抒发

的一致

虽然有人认为“历史文献纪录片”是以对

观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为目的，往往以思想的

展示统帅全篇，以抽象的思维观照全局，但在

实际创作中，创作者往往既注重“文献”的理

性思维，又注重“艺术”的情感抒发，且将这

两者有机地融汇在一起，以流动的情感，擦亮

历史人物深沉的思想境界和精神底色。

在文献纪录片《梁柏台》的创作过程中，

创作团队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现存只有两张梁柏

台烈士青年时期的照片，更不用说珍贵的影像

了。为了记录和呈现梁柏台烈士短暂而光辉的

一生，创作团队查阅和考证了大量文献史料，

最终确定在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等浙江籍

建党先驱的群像中，勾勒梁柏台烈士与浙江人

民和新昌儿女的家国情怀，以毛泽东、任弼

时、刘少奇、萧劲光、项英、何叔衡、陈毅、

刘伯坚等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梁柏台烈士的

历史关联为线索，沿着梁柏台成长的足迹，通

过主人公的“少年壮志”“五四狂飙”“一师风

潮”“外语学社”“赤都取火”“瑞金治国”“起

草宪法”“反腐惩贪”“血染牛岭”等动人故

事，再现梁柏台烈士少年时期、莫斯科时期和

红都瑞金时期的革命生涯。拍摄团队用追忆、

重访、再现等纪录片手法，赴新昌、杭州、上

海、红都瑞金、莫斯科等地实地拍摄，探寻梁

柏台烈士的足迹，用画面从当下勾勒历史，从

历史映照当下；从中华苏维埃的建国实践来讴

歌中国共产党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理念。许多故

事与细节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能够引起我们心灵

共鸣的揭秘性史料。

让受众成为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当创

作者将深厚的感情融注在其中之后，过去的历

史便焕发出了奇异的思想光彩。

三、 严 谨 的 态 度， 实 现“ 艺 术 写 意 ” 与

“文献纪实”的统一

与其他电视品种不同，电视文献纪录片，

往往以“文献纪实”为主，在表现过程中，需

要借助电视的艺术手段，在历史时空中实现画

面切换和组接，但必须认真严谨地符合历史真

实。在大量运用文献资料以展现其历史真实的

同时，又较多地融入了细节性的画面表现。这

种细节性的电视艺术手段展示，使得历史文献

纪录片给予观众的不仅是理性的历史认识，更

是形象的艺术感悟；不仅是抽象的思想启迪，

更是形象的心灵震撼。

电视文献纪录片《梁柏台》较多地运用

和还原了细节性的场景，表现深沉的思想、意

念和情感，在人物群像中突显梁柏台的历史地

位，在重要革命历史场景中体现梁柏台的历史

价值。这样，既丰富了文献纪录片的艺术表现

手法，同时也给予观众艺术的审美享受。

影片开头就以纪实、再现等典型电视手

法入手，从毛泽东在杭州北山路 84 号主持起

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为切入

口，引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与 90 年前制定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血脉相连，而

《宪法大纲》的起草人，就是新昌人梁柏台。

从尘封的一篇日记中，找到了当年梁柏台烈士

的日记《睡狮论》，再现了少年梁柏台在面对

政府的丧权辱国，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时，渴

望中国像睡狮一样，“一吼而即起”。他立下壮

志：要做一个“以身负诸国，竭力以担国事，

以保国家，不以私而忘公”的“许国大丈夫。”

在创作中，我们从新昌史志办的材料中发

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那天，莫斯科红

场正在举行十月革命庆祝大会。于是就有了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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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是一部表现中国野生动植物

和自然人文景观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是中央电

视台（CCTV）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第一

次联合摄制的作品。凭借其丰富的内容展现、

独特的主题表达以及引人入胜的拍摄手法，作

品获得了较高的口碑和广泛的传播。该片通过

展现中国大地上独有的景观和多元的文化风

俗，不仅赞扬了中国地大物博的繁华景象，而

且突出展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严峻性。本文通

过对《美丽中国》视觉艺术创作的剖析，探寻

这部优秀纪录片在画面创作方面创作成功的原

由，为未来的纪录片创作提供启迪与思考。

纪录片不同于其他影像创作，可以人为构

造影像的内容，而是需要通过对真实客观存在

景物的抓取拍摄传达特定的主题。这对纪录片

创作者的要求越发严苛。这要求创作者对镜头

的把握、光影和色彩的抓取要进行考量和不断

的探究实践。

（一）升格镜头

升格镜头是将观众肉眼无法看清晰的快

速动作放慢，以清晰的方式复现精彩瞬间的一

种形式。自然界中动物的捕食过程往往在毫秒

之间便胜负已分。为了让观众以更清晰的视角

观看到这样的精彩瞬间，《美丽中国》采用了

较多的升格镜头。例如蟒蛇捕食时，放缓了其

进攻的动作，观众能看到蛇在缓慢地向老鼠移

动，而后者却全然不知情。这无形中塑造了一

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效果。最终老鼠瞬时逃离，

观众虚惊一场，戏剧性构造尤为独特。

（二）特写镜头

相较于展现宏观视角的自然景观，俯瞰的

镜头能够让人产生对于自然的敬畏之心。然而

在拍摄人文风俗生活时，创作者对于特写镜头

的运用，无疑拉紧了画面主人公的距离，有别

于客观的疏远镜头。特写镜头创造了独特的情

感表达。例如拍摄泼水节时，使用特写镜头展

现少数民族妇女面色的红润，生动传递出女性

的美丽与迷人。在第一集纪录片中，镜头对准

了坐在门口吸着烟斗的老人，他满脸的沟壑是

历经岁月洗礼的见证，由他紧促的眉头也可想

见定有什么令他忧虑的事情发生。在展现西藏

虔诚的氛围时，通过特写镜头抓取的旗帜、庙

宇的檐角、转经筒、木鱼和经书，以及对准前

来朝拜的信徒，铺展出一副生生世世礼佛朝拜

的虔诚画卷。其中细腻的情感表达正是随着这

一个个独特的特写镜头，将生命中贫穷的、富

贵的、变动无常的、经久流传的、苦痛的、坚

韧的、欢乐的、自由的各种面相一一传递出

来，唤起观众共鸣，直击观众内心。

纪录片《美丽中国》的视觉表达

中浓重的一笔：1931 年 11 月 7 日，莫斯科红

场正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也就在同一天，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诞生了，成立大会上通

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国共

产党在自己的历史上第一次预演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开国大典”。

正是这种细节性的场景和画面对历史文献

纪录片的艺术介入，使得它从单纯的历史“写

实”，进入了艺术的“表意”，从文献资料的堆

积组合，进入了较高的艺术创作。

总之，《梁柏台》的再度创作让我们深刻

体会到，不管是记录人的历史，还是事件的历

史；不管是电视文献纪录片，还是电视艺术纪

录片，都需要遵循现实主义的视角、流动的情

感呈现、认真严谨的创作态度，在纪录片的价

值构建、思想提升上下功夫，让历史观照现

实，这是电视文献纪录片的重要标准。

（作者单位：新昌县广播电视台）

钟志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