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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胜 樊凯青

从《魂注浙西南》
看历史纪录片中的“回忆录”

摘要：回忆录，特别是时间

久远的、记录大事件的回忆录，

对于历史纪录片来说，具有宝

贵的史料价值。在具体使用过

程中，它可以重现历史、还原情

感、提供拼接、印证史实。作为

节目主创人员，应该全面理解、

恰当使用，彰显其史料价值和

现实意义的最大维度。

关键词：回忆录 史实挖

掘 纪录片要略

2019 年，以“忠诚使命、求

是挺进、植根人民”为内涵表述

语的“浙西南革命精神”在被称

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红色

丽水凝聚发布。在大力弘扬

“浙西南革命精神”的形势下，

丽水市广播电视台盛情推出三

集纪录片《魂注浙西南》。本系

列纪录片以刘英、粟裕为领袖

的挺进师在浙西南地区开展艰

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为背景，第一

集展现了刘英、粟裕率领的挺进

师挺进浙西南的革命事迹；第二

集展现了浙西南四任特委书记

前仆后继投身革命的不凡经历；

第三集展现了广大百姓和革命

志士结交的鱼水情深。

作为编导团队，面对距今近

90 年的浙西南革命史，我们该

如何将历史真相客观生动地加

以展现呢？挺进师的首长们个

个勤奋好学、志存高远。挺进

师政委刘英毕业于瑞金县私立

群德高等小学，挺进师师长粟

裕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

可贵的是，关于浙西南的这一

段革命经历，两位首长都写有

回忆录，这对《魂注浙西南》纪

录片来说，是宝贵的资源。最

终《魂注浙西南》纪录片以两位

首长回忆录为依托、以文献类

纪录片的形式加以呈现。

一、刘英、粟裕回忆录助力

《魂注浙西南》

刘英、粟裕坚持在浙南三年

的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史上

有重要地位。1937 年 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对

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里，对

此作了高度评价。刘英和粟裕

的回忆录对 1935-1937 年挺进

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历都作了

详细记录。我们发现，回忆录

不光记载了挺进师的革命路

线、方针、策略，而且总结了游

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还剖析了

非常时期党的建设及其现实意

义等。以下是两部回忆录的基

本情况：

1.《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

三年斗争的回忆》，刘英著，著

作完成时间是 1940年夏，地点：

皖南。

2.《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属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六章内

容，回忆口述时间是 1976-1983
年间，粟裕夫人楚青和多位同

志是回忆录的记录整理人。

我们知道，回忆录都是对过

去的人物、事件和时代背景的

回忆、梳理、总结和记录，它可

以是亲自记录，也可以是亲历

者口述、他人执笔记录。在《魂

注浙西南》的创作中，我们理

解，这些回忆录不光给节目提

供了框架、充实了史料，还丰富

了节目的情感。

（一）重现挺进师的历史

对于某一历史人物和事

件，主创人员都会想尽办法尽

量丰满它，让它有血有肉，从而

提供多种认知角度。那些或以

手稿形式收藏、或以出版成册

形式留存的回忆录，后人翻阅，

即可重现渺远的历史片段，多

个历史片段又将还原一段完整

的历史。

我们站在龙泉市宝溪乡溪

头村浙闽两省交界处时，试图

展现当年挺进师从闽北进入浙

江境内时那种“前途未卜、孤军

奋战”的状态。我们从回忆录

里 找 到 了 依 据 ，刘 英 写 道 ：

“1935 年（3 月），当我们进入闽

北时……电台业已失去了，这样

一来，与（省委）及分局交通联

络颇成问题……挺进师全体指

战员本着英勇牺牲、艰苦奋斗、

团结一致的精神，遂于1935年3
月 23 日从闽北基地出动，胜利

地到达龙泉以西地带。”阅读了

这段文字，这次行动的主体、时

间、地点、线路、所处形势等要

素的内在关系很快可以在读者

心中建立，让历史片断可见、可

感。作为纪录片编创人员，就

节目评介





TELEVISION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 2020·2…………
…
…

▲

是想办法把这些史实呈现在镜

头里面。

（二）还原事件当事人的

情感

纪录片的价值不只是表现

客观，也在于人物情感的传递。

表达情感、怀念故人是很多回

忆录写作的初衷。尽管，刘英、

粟裕两部回忆录自始至终都保

持理性客观，但是，当谈及生离

死别，我们还是从字里行间感

受到了不舍。

纪录片《魂注浙西南》中有

这样一个情节：“1938年 3月 18
日，粟裕开赴皖南抗日前线，而

刘英留下来继续负责浙江的党

政工作，这是他们最后的告别。

1942年 2月，刘英在温州被捕，

同年 5 月 18 日英勇就义”。对

此 ，粟 裕 回 忆 录 这 样 写 道 ：

“……我和刘英同志从这里分手

后，就没能再见面了。我们是

从 1934 年开始在一起工作的，

共同经历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和

三年游击战争这两段艰难的历

程。……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

了革命事业。刘英同志的一生

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人

民将永远纪念他。”

在平阳县山门镇的老街上，

1938 年 3 月 18 日，粟裕与刘英

的道别其实是永别，只是彼时

大家都未察觉，当初说好再见，

离别之后，再难相见。站在山

门老街上，我们深感这种惜别

之情的动容。

（三）给历史提供拼接的可

靠性

我们了解到：挺进师入浙前

后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刘

英回忆录是这样写的：“由于挺

进师过惯了大兵团的生活，初

到闽浙边工作和行动时，单独

行动的经验与信心很差，极像

小孩子离开了母亲一样。”后

来，粟裕回忆录则这样写道：“秋

去冬来，天寒地冻，他们（挺进

师）穴居饮雪，挖田鼠窝找粮食

充饥，夜以继日、出生入死地坚

持，与前来搜捕的敌人战斗”。

几个月时间，挺进师指战员

们经历了什么？借助外围史实

和相关研究，我们可以展开这

样的推演：经过党的建设、思想

的动员、意志的磨砺、信心的增

加、策略的调整，指战员们慢慢

适应了环境，战斗力进一步加

强，最后挺进师成了不畏艰险、

寒暑何惧的钢铁之躯。

事实上，历史并不会被全方

位地记录。很多时候，它都是

以片断的形式存在。几个回忆

录片断，加上外围的史实和研

究成果，通过合理地推演，它能

够为历史片断进行缝合，为纪

录片故事推进完善情节。

（四）不同当事人的回忆录

互相印证

斋郎战斗胜利三个月后的

1935年7月，挺进师进驻遂昌王

村口，这里成了挺进师的师部。

王村口镇后塘村的邱氏民宅还

设有军需物资供应站、枪械修

理所、伤病员疗养院。现在我

们知道，这里是中国工农红军

挺进师后方基地，1935年8月13
日，挺进师没收委员会主任谢

文清率没收委员会、供给部、卫

生部所属指战员 30 余人，就驻

扎在这里。在王村口的这段时

间是挺进师入浙以来过上的最

好光景。

为了查证以上信息，我们从

两位首长的回忆录里也找到了

相关记录。刘英回忆录里这样

写道：“（王村口）‘八·一’示威前

后，缴获长短枪百余支，轻机枪

二挺，地方工作发展纵横将近二

百里，扩大新战士四百余名。”粟

裕回忆录这样写道：“我们师部

和领导中心放在王村口，还建

立了后方基地。王村口的后山

就有军需物资供应站、军械修

理所和伤病员休养所”。

对于当时的良好状况，刘英

和粟裕回忆录都作了互相印证。

可见，多人记录、多角度表述可

以对同一个史实进行印证，增加

素材的丰富性和可信度。

二、回忆录在纪录片中的使

用要略

回忆录，特别是时间久远

的、记录大事件的回忆录，对于

历史纪录片来说，具有珍贵的

史料价值。它可能是历史事件

当事人独一无二的留存。多数

时候，它具有唯一性。而作为

节目主创人员，应该以回忆录

为中心做好策划和下一步的脚

本创作、组织拍摄等工作。

（一）从素材的角度来说，尽

管回忆录很珍贵，但也不能大篇

幅、无节制地直接使用。它其实

是诸多珍贵素材的一种，是整个

节目诸多素材的有益补充。

1934 年 8 月 30 日，抗日先

遣队北上过程中，打响了竹口

战役，对于这一场战斗，刘英和

粟裕两位在回忆录里都有记

录。刘英回忆录有这样的记

录：“……一举而攻克浙江省属

之庆元县域，翌日与浙保三、四

两团遭遇于竹口，由于先遣队

全体将士英勇善战及指挥上的

灵活，经数小时猛烈的攻击，卒

将凭险抵抗的浙保两团打得溃

不成军，使蒋志英(浙保副处长)
不得不深夜逃窜龙泉城。是役

缴获迫击炮 2 门、机关枪 10 余

挺、长短枪 400 余支，活捉庆元

县长张致远。”粟裕回忆录这样

写道：“八月二十八日，在浙西

南击溃敌一个保安团的拦阻

后，又攻克了庆元县城。随后

又在竹口打垮了敌浙江省保安

节目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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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前线》：廉政专题节目
如何做好舆论引导

季义锋

纵队两个团的阻截，俘敌两百

多人。缴获步枪数百支，轻重

机枪十余挺，迫击炮两门。”

对于同一事件的回忆，如果

不能同时使用，可以考虑将其

转换成其它形式呈现在节目

中，比如转化成解说词使用，也

可转化成权威党史专家、革命

后人同期声的样式出现。

（二）从呈现形式来说，不能

简单地把回忆录内容以字幕的

形式直接打在屏幕上。作为后

期制作，应该艺术化地进行处

理。比如做成场景再现，也可

以模仿当事人口吻进行表述。

纪录片《魂注浙西南》里，刘英

和粟裕回忆录部分，分别由演

员穿戴当年的行头进行回忆录

写作，回忆录的内容则另由配

音演员以主人公的口吻进行口

述。这样的表现既生动形象，

也不失历史真实，可看性较强。

（三）从回忆录内容的真实

性角度出发，要对回忆录的真

实性进行查证。写回忆录总是

受到大背景、小环境、个人感

受、态度、视角等主客观因素的

影响，它的真实性多少会打折

扣。比如：战争年代写日记不

容易，不易保存，信息容易流

失。再比如：写回忆录的人，多

数是功成名就，年逾古稀，发生

事件的时间又久远，加上当事

人记忆模糊，或者可能受个人

立场、感情倾向的干扰，当事人

的回忆可能是失实的。刘英回

忆录有这样的记录：“正因为挺

进师艰苦积极的活跃于浙西南

……蒋介石、黄绍竑不得不成立

浙南剿匪指挥部……调遣了四

十八军罗卓英全部……合计在

九个师以上的兵力。”经查证：

“四十八军罗卓英”应为“十八

军罗卓英”。

作为主创团队，尽量要把回

忆录与其它文献档案等史料对

比着看，进行必要地核实和甄

别，不可夸张放大、删减打折或

者断章取义，这样才能保证内

容的真实。

三、结语

在崭新时代节点上，革命历

史、革命精神与当今的潮流默

契地相遇，然后，它们彼此守

候、回望、深情互动。过去的那

些风流人物、故事情境、革命事

件都在合适的时机纷纷展现在

当今世人面前。这其中也包括

刘英、粟裕等人的回忆录，那都

是仁人志士用鲜血和生命换得

的历史素材。现阶段，作为纪

录片主创人员，最有意义的应

该是把这些宝贵的历史素材制

作成节目，既尊重历史展现其

厚重、呈现革命光辉体现其人

文价值，也赋能未来，为新时代

注入新能量。

（作者单位：丽水市广播电

视台）

摘要：电视廉政文化宣传是

推进反腐败持续形成高压态势

的重要舆论阵地，更是省级电

视媒体服务中心工作、提升自

身形象的重要抓手。浙江电视

台教育科技频道联合浙江省纪

委监委制作的节目《反腐前线》

成为了清廉浙江宣传的重要平

台，在推进廉政建设、建构廉洁

文化中展现出新的特色。栏目

着力提升省级媒体的品牌影响

力,可谓融党媒属性与新时代反

腐工作的新要求于一体。本文

围绕廉政专题节目如何运用荧

屏讲好反腐故事，做好廉政舆

论引导，提出了及时实时抓好

重大主题报道，注重民生视角，

正面引导反面警示和有尺更有

度的观点。

关键词：廉政文化 专题节

目 反腐故事

节目评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