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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浩渺诗文中，寻找真实的王阳明

《王阳明》于 2019 年 11 月开始筹备创作，2020

年 5 月 3 日正式开机，摄制组辗转北京、浙江、江西、

贵州等地，于 9 月初完成所有拍摄工作。其中大部

分古装场景，是在浙江横店影视城取景拍摄的。

“现在，我们想了解一个人，就会去翻他的微博

或者朋友圈，所以王阳明的诗，就相当于他的朋友

圈，是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他的最好凭借。这些是他

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远比那些道听途说来的传说故

事更有说服力。好在他在人生的关键节点，都创作

了大量的诗作。”吴琦说，能够顺利完成文本部分，

王阳明的诗文帮了大忙。

“也知世间风波满，还恋山间木石居。”这是 37

岁的王阳明被贬至贵州龙场时，面对仕途不顺，触

景生情所作。

“自信孤忠悬日月，岂论遗骨葬江鱼。百年臣

子悲何极？日夜潮声泣子胥。”这是王阳明被大太

监刘瑾刺杀，为“金蝉脱壳”假装投江时，在墙壁上

写下的《绝命诗》。

“对于诗来说，放在书本上，跟听人吟诵出来，

感受是不一样的。”吴琦说，辛柏青是话剧演员，台

词功底也很好，“所以我们让很多王阳明的诗作经

辛柏青的口在片中呈现出来，让大家可以身临其境

地，和辛柏青一起，踏入另一个人的生命河流。”

从一篇篇诗文中，主创团队努力地去寻觅着王

阳明一生的脉络。本着这样的初心，前期的文本研

讨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导演组不仅与多位研究

王阳明的专家一起研究讨论，连辛柏青本人，也从

那时便参与到了文本创作中来。

“因为这个纪录片，不是为大家解读王阳明，而

是向大家呈现我们看到的王阳明。这个纪录片是

通过辛柏青这样一个现代人的角度去诠释的。所

以，有很多地方，需要代入辛柏青自己的感悟和理

解，这是我们没法告诉他的，因此从前期文本创作

时就参与进来，后面的表演会顺畅很多。”吴琦说。

在坚持既定的美学追求和表达方式前提下，

《王阳明》依靠叙事主线的力学结构，以一种“观念

的画框”，从繁复的时空中框定叙述和画面的边界。

“我们以王阳明个体的生命叙事展开叙述空

间，但王阳明之所以为王阳明，绝不因为他是一个

普通的明代读书人个案，因此我们不讲一个封闭的

‘人物故事’，要漏出历史信息，漏出知识窗口，漏出

人文思辨，点与面形成合理布局。”吴琦说。

两个“辛柏青”，三种探访之旅

定下来由辛柏青出演王阳明后，创作团队都

对他很满意。“因为他自己也读王阳明，他也爱读

书，喜欢传统文化，不爱社交，扮上古装很有古意，

所以由他来出演非常适合。”吴琦说。

辛柏青接到邀约之初，第一反应却是拒绝。因

为在他的印象中，纪录片是不用演的，他不知道要

自己来做什么。在辛柏青看来：“纪录片我觉得就

是真实和理性，而我熟悉的戏剧表演就是需要戏剧

冲突，这看起来完全是对立的。”

经过后来反复沟通，辛柏青对片子越来越感兴

趣——以一个现代人的角度，去重走王阳明走过的

路，从诗文和史料中，去还原一个王阳明的形象，这

对于辛柏青来说，确实是新的挑战。

那么，为什么辛柏青在扮演王阳明的同时，还

以现代装扮出现？

这正是导演的别具匠心。

“我觉得我们的纪录片，可以说是剥洋葱式的

片子。最后没有一个结论，只是呈现我们所了解到

的。看完之后，可能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不同的

王阳明。所以，我们让辛柏青以他自己的身份在片

子中出现，就是为了提醒大家这一点，同时也有一

点让他‘文责自负’的意思，因为有许多表演，是出

自演员自己的感受和逻辑。”

在吴琦看来，辛柏青在片子里有三重身份：一

是作为一名演员，通过已知材料进入角色；二是戏

中戏的王阳明本人；三是代表当代公众去追寻探访

的一个知性个体。“这就需要调动一些演员本身的

知识储备和思考力、感受力。因此，本片的主演任

务相对其他影视作品更为复杂，更具布莱希特（德

国戏剧家与诗人）式的间离感。但这也是本片的价

值点，希望能一起打造一部有意味的探索之作。”

创作团队对于细节也把握得很到位。拍到王

阳明被贬至龙场那一集，他们在当地重新搭建了一

个茅草屋，并在片子里呈现了这一过程，还让辛柏

青参与了搭建。

根据历史记载，王阳明被贬到龙场后，就是自

己搭建了简陋屋舍。这样的还原，不仅贴合史实，

也让辛柏青能够通过这些过程更加贴近他所感受

到的王阳明，虽然这栋茅草屋在片中只有一场戏，

但吴琦说，剧组仍然“不惜‘斥巨资’打造了这间屋

子”。

由“知行合一”，走向更深厚的王阳明

纪录片《王阳明》共五集，每集 40 分钟，依次按

“溺”、“困”、“悟”、“功”、“明”五个主题切入。

这个时代再拍王阳明，意义在哪里？

“在我看来，这部纪录片最关键的意义就在于

阐述了阳明先生和阳明思想对当下的意义和价

值。”浙江大学教授董平是本片的学术顾问，他认

为，时至今日，仍需要探寻阳明思想，是因为“知行

合一”“致良知”等思想仍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每

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如何做

到这一点，这就需要努力亲身实践，通过自己的行

动把真心落实到生活中，这样才能做到内外一致，

发现真理，而这正是‘知行合一’的内在含义。”

而在吴琦看来，“知行合一”是王阳明的世界

观，而“致良知”是他的方法论。“我觉得王阳明这个

人非常有意思，如他自己所说人是在世上磨练，他

写的诗文，做的事情，打的仗，都是在磨练他内心的

‘良知’的体系。知和行其实是一件事，知道却不能

做到，那不叫知。这些对于今人很有启示意义。”

而这些就是《王阳明》这部纪录片想传达出来

的内容。吴琦也坦言，王阳明的一生太丰富，学术

体系太博大，所以在创作上，影像表达者无法通过

一部片子完整地呈现出来的，因此他们选择了王阳

明心路历程中几个大的主题，希望通过这样的呈

现，让观众产生延伸阅读的兴趣。

“我们今人看《史记》，觉得那就是历史，其实司

马迁写的很多历史，距离他自己也过去几百年了，

他怎么知道当时谁说了什么话呢？所以很可能也

是加了一些自己的演绎和想象。所以我们如今做

这样一部片子也是一样，我们不知道当时的王阳明

某一刻是什么表情，说了什么话，但是我们希望通

过这样合理想象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可以走近王阳

明，并且愿意了解他，记住他。”吴琦说。

翻到5版，阅读纪录片《王阳明》相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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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更多《王阳明》幕后

浙产人文纪录片《王

阳明》自 3 月 22 日在央

视科教频道播出以后，迅

速 掀 起 了 一 股“ 王 阳 明

热”。这位 500 多年前的

浙江老乡，这次以全新的

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纪录片导演吴琦选

择了时空交错的方式去

诠释王阳明这个人物，第

一次参演纪录片的辛柏

青出演王阳明，他时而以

一个现代人的身份，去追

溯、感知、触摸王阳明，时

而又扮成古装去饰演王

阳明。在历史的真实之

上，《王阳明》以想象的方

式，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更

加真实可感的守仁先生。

“今天我们以纪录片

方 式 来 讲 述 这 个 故 事 ，

其实就是隔着时空重构

一 个 关 于 王 阳 明 的‘ 复

合 的 完 型 ’。 而 我 们 最

大的优势就是距离。距

离产生美，距离产生

透 视 ，距 离 产 生

客 观 立 场 。”

吴琦说。

浙产纪录片《王阳明》背后那些事

200分钟和
500年的“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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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柏青扮演的王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