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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同春

数风流人物
——谈大型广播剧《情缘·毛泽东与诸暨》人物塑造

艺苑撷英

传统媒体充实自身的内容，提

高自身的传播质量，是在内容

上和传统媒体的竞合。

四、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人

才方面的竞争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竞争，

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内容

的竞争和空间的竞争。传统媒

体在自身的框架范围内，留住

自身的团队成员和各类人才，

结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平

台，发布好传播的内容，是第一

要务。

新媒体不断抛出橄榄枝吸

引传统媒体人到它的平台开立

账号，成为他们的签约记者，每

天为他们发布新闻内容，每月

进行统计，甚至发放稿费。这

种看似不经意地为传统媒体人

提供传播空间，实际是新媒体

当下演绎出的“草船借箭”新剧

目，客观上促使新媒体与传统

媒体的融合之路最终走完第二

步和第三步，即“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教

科频道）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之际，编剧赵卫明和

他的“三驾马车”团队又有新作

告成：革命历史题材广播剧剧

本《情缘——毛泽东与诸暨》

（以下简称《情缘》）。剧中重点

塑造了伟人毛泽东和诸暨最早

一批共产党人，他们是为建立

新中国做出重要贡献、又鲜为

人知的革命先驱。剧本洋洋数

万言，连续六集，人物事件众

多，活动空间遍及九省（市）城

乡，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内涵

丰富，可谓鸿篇巨制。

就大端而言，剧作艺术成就

主要体现在主题把握、人物塑

造、艺术手法、艺术语言运用等

多个方面，具有较高的的艺术

审美价值。笔者不揣谫陋，仅

就剧中人物塑造妄提拙见，就

教于方家。

一、刻画众多人物 还原

“心灵真实”

艺术思想是一部广播剧的

灵魂，人物则是承载思想的载

体，也是审美过程中创作与接

受的主体。那么，作者创作这

部广播剧刻画众多的人物，真

正用意何在呢？这是我在欣赏

这部广播剧的过程中反复思考

的一个问题。

对一部戏剧的艺术思想，不

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要把

一部戏剧的思想表达出来，是

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然而，

这又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

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剧，真正

的目的不是为了“科普”曾有的

历史事件和人物，因为一切真

实的东西不见得都是艺术；艺

术就其本质来说，是需要高超的

虚构，在于把虚构的东西进行重

构，变成艺术的“真实”。记得黑

格尔讲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最高的真实是心灵的真实”。

包括广播剧在内的一切戏剧艺

术，其最高法则是创造美,表现

人物的心灵之美。作者在《情

缘》剧本中对人物形象塑造，不

管是伟人毛泽东，还是其他革

命家，都着重刻画他们在追求

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

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丰富、真

挚的情感世界和心灵之美。我

想作者创作广播剧《情缘》，其

真正用意可能就在于此。

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

众多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和

广播剧中所塑造的毛泽东形

象，有比较成功的，也有不甚理

想的。其中存在的主要偏差有

两个，一个是太注重宏大叙事，

空洞图解导致了单一政治化说

教，形象刻板僵化，多的是“高

大上”，少的是人情味，让人只

能高山仰止；二是缺乏对人物

灵魂和情感的立体呈现，使人

无法感受到人物真实的思想情

感，难以引起心理共鸣，给审美

带来障碍。显然，剧作《情缘》

对这两个方面有了足够警惕，

并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为了克服空洞的宏大叙事，

根据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作

者设置了一系列历史场景、精

彩情节，以及丰富饱满的细节。

如，长沙郊外农家小院的家庭

鸡宴、张秋人的“火牛阵”、上海

外滩的恋情之夜、广州前街口

“生动一课”、38 号小楼接风家

宴、钱希均与毛泽民到瑞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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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毛泽东、张秋人在杭州壮烈

牺牲、长征中的钱希均、钱之光

山西购粮、毛泽民新疆被害、重

庆谈判中毛泽东与钱之光夫妇

拉家常、冯文彬与“平山经验”、

毛泽东批示与“枫桥经验”诞生

等等。作者采用蒙太奇手法，

将一系列纷繁的历史“场景”，

按照时代纵线次第展开，构成

了一个紧密有序的宏大结构整

体，在历史长度和空间拓展方面

有了丰富的呈现，增强了历史的

纵深感，并成为人物活动的广阔

载体。人物成为场景和情节的

主体，加强了叙事的时代气息与

情感氛围，推动着剧情向前发

展，叙事视角在人物和情节之间

不断转换，逻辑清晰，环环相扣，

跌宕起伏，使故事呈现线性结

构。因此，剧作呈现出一种枝繁

叶茂、形态井然的历史气象与

浓烈的历史氛围。

根据塑造人物的需要，剧作

把重大历史事件，如中国共产

党成立后形成的第一次工农运

动高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期间的反围剿、长征，抗战时期

的国共合作，后来的重庆谈判，

解放战争及土地改革等等都推

到背后，作为历史背景处理；与

人物关系不大的历史背景予以

虚化，把人物聚焦到台前作为

重点刻画，做到虚实结合，重点

突出，详略得当，繁简相宜。

与其他革命历史题材文艺

作品有所不同，《情缘》中的毛

泽东既是中国革命的统帅，更

是剧中巧妙设置的人物“统

率”。经此突破，剧中的人物交

往就变得交相辉映、水乳交融。

置于多侧面、多视角透视之下，

剧中的毛泽东作为普通人，有

着丰富情感和内心世界，他与

诸暨老一辈革命家深厚的同志

之情、战友之情，与钱希均的亲

情，与毛岸英等三个儿子的父

子之情，与杨开慧的夫妻之情，

与毛泽民的手足之情，奠定了

塑造毛泽东形象成功的坚实基

础。毛泽东同张秋人志同道

合，结为莫逆。张秋人视毛泽

东为良师益友，毛泽东对张秋

人关爱有加，赞赏“他是个好同

志……我忘不了他呀。”得知秋

人牺牲，“长使英雄泪满襟”，因

思念秋人彻夜未眠，烟头扔了

一地。以茶代酒，亲自祭奠秋

人，可见他对秋人的感情之深。

毛泽东把钱之光、钱希均兄妹

俩看作自己的亲人，当作一家

人看待，喜欢同他们一起聊家

常。对他们说：“我们是亲戚”

“你们永远是我的亲人”，对他

们叫他毛委员或主席，认为是

“太见外了！”他高兴他们叫他

大哥。这样的毛泽东形象，无

形中拉近了与人们的距离。穿

越时代，这种真挚愈发闪光为

当下普通人所理解和接受，极

易在思想情感上产生共鸣。

由此可见，作者在“情”字上

大写人情，革命历史剧不再到

处是滚滚硝烟的战场，那些战

场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同样

生动感人。

二、塑造革命人物 展示普

通人情怀

人情不是无本之本，革命者

的感情源于共同的信念，一样

的奋斗。

在展示伟人毛泽东普通人

情怀的同时，剧本对诸暨老一

辈革命家的塑造，借助与毛泽

东的交往联系，使得故事紧凑、

情感丰富。对张秋人的刻画，

主要通过在毛泽东领导下组织

湖南矿工罢工、在广州农民运

动讲习所与毛泽东一起办《政

治周刊》等革命活动，表现张秋

人与毛泽东兄弟般的情谊，与

工农大众的深厚感情，以及坚

定的革命活动家的形象。对钱

希均的刻画，主要通过与毛泽

民恋爱结婚，与毛泽东的交往

共事，表现她对丈夫、对毛泽

东、对同志的体贴入微，关怀备

至。她把毛泽东三个儿子看作

自己的儿子，体现出大爱和责

任担当的美德。该剧把她塑造

成一位美丽温柔而又坚强的巾

帼英雄。

张秋人把钱之光、钱希均兄

妹俩领上革命道路。剧本介绍

钱之光曾经三次在毛泽东领导

下参加革命，通过三次活动，表

现钱之光对毛泽东、对党、对革

命的无限忠诚，以及杰出的组

织才能和缜密的工作作风。

被毛泽东称为“红小鬼”“诸

暨秀才”的冯文彬，与毛泽东有

过多次交往。在中央苏区参加

反围剿等多次战役，后主要主

持党的青年工作，在党中央到

达西柏坡后兼任平山县委书

记，在西柏坡参加中央土改工

作小组。剧作重点讲述他深入

农村，调查研究，创造性地开展

土改，用党内外结合的方法整

顿党的队伍，解决党同群众之

间的矛盾，受到毛泽东高度评

价，并把他土改中的做法升华

为“平山经验”，对纠正土改工

作中的左倾倾向起了很好的作

用。剧本把他塑造成一位文武

兼备、善于依靠和发动人民群

众，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革

命家。

三、塑造人物形象 尊重史

实虚构“真实”

剧作对人物形象塑造，正确

处理了纪实与虚构的关系。

茅盾在《关于历史和历史

剧》一书中认为，“历史剧既应

虚构，亦应遵守史实；虚构而外

的事实，应尽量遵照历史，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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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改动。”①矛盾提出的“历

史剧既应虚构，亦应遵守史

实”的原则，同样适用于革命

历史题材剧。剧本《情缘》很

好地处理了虚构与史实二者之

间的关系，既尊重史实，又有

虚构内容。

尊重史实方面，主要体现在

大事不虚，真实地叙述历史事

实，不虚构历史人物和重要历

史事件，剧中的历史人物和历

史事件均符合史实。

出于塑造人物和叙事需要，

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明显地

运用了艺术虚构手法，通过审

美过程中的艺术想象，大胆合

理地虚构了一些内容。如事件

发生和人物活动的细枝末节、

具体的场景、人物之间的对话

等，虚构了文明办新进科员肖

盈、市委宣传部郭部长、湖南炮

兵连覃连长、黄埔军校反动学

生高福魁、反动地主王禄子、

“枫桥经验”相关人员徐大根、

王小翠、钟成炎、馆长、讲解员，

另有学生、农民、矿工、炮兵、红

军、农讲所学员、黄埔军校生、

狱卒、服务员、民兵等。

戏剧家毕竟不是历史家，其

任务不是再现真实的历史，展

示历史真实不是他们的目的，

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一切戏

剧艺术是没有真正的“真实”

的，照搬照抄历史、革命历史，

实际上不是艺术，也非审美。

不具备较高的艺术性，就不成

其为艺术作品。戏剧艺术就其

本质来说，是需要艺术虚构的，

剧作家的作品首先就是这些东

西，并把虚构的东西变成艺术

的“真实”。一个剧本的审美价

值和艺术造诣主要体现在虚构

的“真实”上。

革命历史题材剧较之一般

历史剧，在艺术虚构方面受到

的制约会更多，尽管如此，剧作

《情缘》依然实现艺术真实与历

史真实的和谐统一，达到了一

个较高的艺术审美层次。

四、营造“家”的氛围 让人

物回归生活

出于对广播剧艺术特质的

把握，剧本在多处通过营造

“家”的氛围，让人物回归生活。

“家”成为人物生活化的重要意

象。1922 年，张秋人来到长沙

拜见毛泽东，剧本安排他们是

在家庭氛围情境里见面的：长

沙郊外清水塘畔农家小院，有

抱窝的母鸡、劈柴的毛泽东、身

怀六甲的杨开慧、有些嘴馋的

毛泽民……

1926 年春，张秋人赶赴广

州和毛泽东一起办《政治周

刊》，也是在家庭氛围情境里与

大家见面的：在位于东山庙前

西街的一幢粤式传统小楼里，

杨开慧掌勺烧菜，早已摆好了

简朴的接风宴，毛泽东、杨开慧、

萧楚女、沈雁冰几乎望穿了双

眼，等待张秋人的到来。张秋人

来后，大家饿得前胸贴后背，很

快动起了筷子，大家举杯为张秋

人到任干杯，东山庙前西街小楼

里碗盘叮铛，好不热闹。张秋人

给大家带来香榧、同山烧等家乡

特产，让大家品尝，还特意给开

慧嫂子带来家乡火腿让她补身

子。大家边吃边聊，欢声笑语

不断，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情趣

和积极乐观的革命情怀。

在生活化的氛围中刻画的

人物，使得剧作营造氛围，显得

更真实和有生气。1931年七八

月间，钱希均、毛泽民来到瑞

金，与毛泽东见面后，毛泽东

说：“泽民、希均，走，回家去”，

回到毛泽东住处，通过三个人

对话、钱希均为毛泽东理发

等，再次创造“家”的意象，让人

感到家的温暖。对话中的兄弟

情谊，生活情趣，尤其是毛泽东

的幽默风趣，革命乐观主义精

神，溢于言表，跃然纸上。

剧作中，“家”意象的重复使

用，除了对刻画人物、烘托主题

起到强化作用外，似乎还有另

外的喻义，革命队伍就像一个

大家庭一样，为了共同的革命

理想和目标，大家要相互关心，

相互爱护，同甘共苦，亲密无

间，团结得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与此同时，剧作对人物形象

塑造显示出作者良好的文学功

力，这主要体现在叙事过程中

透出的“诗”性韵味。

诗歌是表达情感的文学艺

术。剧作里“诗”性主要表现

在：通过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

纯洁的革命爱情，如毛泽东与

杨开慧的爱情、毛泽民与钱希

均的爱情；以抒情的笔触描写

人物之间的情谊，如毛泽东与

俞秀松、张秋人、钱希均、钱之

光、冯文彬毛泽民等人之间的

亲情、战友情、同志情；以充满

革命激情的诗味笔调，刻画了

一群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人

物形象；以普通人的视角，表

现人物喜怒哀乐的情感世界和

心理活动；以散文笔法、诗性

的叙事对意境的营造，以加强

抒情性，增强感染力等等。这

些都使剧作具有了“诗”性的

气质。

剧作的文学功力突出地表

现在驾驭语言精心编写的人物

台词。台词是塑造人物最重要

的手段，也是一部广播剧最见

功力的地方。《情缘》遵循广播

剧听觉艺术规律，台词写得口

语化和生活化，不仅交待剧中

人和事的来龙去脉、人物的行

动和目的，更重要的是，凸显了

人物的性格特征。其中几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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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戏的台词都写得很精彩，有

思想的高度和深度，有丰富的

信息含量，彰显了人物的思想

之美、信仰之美、情感之美、崇

高之美。

五、结语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对

于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创

作，一位前辈积几十年的探索

实践，得出经验之谈。《情缘》以

自己的创新，遵循着这一艺术

规律。

当然，作为一个初稿，该作

仍有不少可以提升的空间。譬

如剧中的重庆谈判桥段，有些

情节在多部影视剧中屡屡出

现，缺乏新意；个别剧情（如毛

泽东赋诗《沁园春》等）明显游

离；特务行刺毛泽东又不符历

史和逻辑……这些尚待剧作者

在修改时注意及改进。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部史诗品质的剧作已经搭就

了一个文本看台，期待着暨阳

优秀儿女以豪迈的风采，唱出

一台好戏。剧本，乃一剧之本。

我深信，有一个基础扎实的剧

本，只要通力合作，一定能打造

出一部精品力作，献礼建党一

百周年。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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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鑫

试论纪录片
情景再现使用的“度数”

摘要：“情景再现”是纪录片

的创作手法之一。由于它对于

强化主题、丰富内容等诸多方

面，具有互补性与观赏性，近年

来已经被普遍运用。但在目前

纪录片的创作中，情景再现的

使用还应当有一个“度数”的问

题。本文从多个角度，结合自

身创作体会，就如何对当前“情

景再现”的合理使用，阐释新的

见解。

关键词：情景再现 细节

度数 掌控

再现，又称情景再现，是电

视纪录片的表现手法之一，它

通常以摆拍、造型、表演及后期

加工等多种手法，根据主题的

需要，对已经不复存在的人物

活动与相关场面进行复原式的

展示。近年来，在各个类型的

纪录片，尤其是在文史类的纪

录片中，已被广泛使用。

一、丰富内容，弥补缺失

就目前的创作态势而言，纪

录片中情景再现的手法，大致

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借助演员塑造的具体

形象进行表达的人物扮演法；

二是借助环境、道具、布景

等模拟技术进行表达的场景搬

演法；

三是借助数字化技术绘制

场景、建筑、人物来进行表达的

动画模拟法；

四是通过没有人物的自然

景观或物像，即用通常所说的

“空镜头”作为祈祷暗示、象征

和隐喻来进行表达的景物镜头

法。

这些再现的手法，具体到实

践当中，往往是会交叉使用的。

纪录片《圆明园》的导演金

克木曾说，他刚刚接到拍摄纪

录片《圆明园》的任务后，十分

兴奋，因为一位纪录片导演，即

便从事创作数十年，也未必能

赶上这样一个绝好的机会、绝

好的题材。但是，当他满怀热

情赶到圆明园旧址仔细勘察了

一番之后，心都凉了。他说，哪

怕你下再大的功夫，即便拍完

圆明园所有的角度，拍下来可

以使用的素材，也不会超过几

分钟，而要想制作一部长篇纪

录片，只有再想别的办法。研

究来研究去，最后终于找到了

以清代宫廷画家、意大利人郎

世宁进入皇宫的故事为贯穿线

索，才完成了创作构思，并让这

部片子取得了绝佳的效果。片

子播放之后，引起极大反响。

如今，《圆明园》已经成为了大

专院校影视学科的经典教材，

应当说，《圆明园》的成功，就是

情景再现的成功。

众所周知，情景再现的手

法，其实是从电影故事片当中

移植过来的，因为电影故事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