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能从中国历史出发
中国的商业传奇剧不可能套用西方的故事模式，

也不能完全套用武侠剧或宫斗剧的故事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商业传奇，
如何在影视剧中生动呈现

以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和物为原型， 以

人物命运起伏为主线， 主要故事情节 “史有实

录”， 是很多商业传奇剧的共性。 比如 《大宅

门》 中百草堂的原型同仁堂是家喻户晓的品

牌 ， 胡雪岩是历史人物 ， 《乔家大院》 的乔

致庸也有人物原型， 等等。 这样的情节与人

设， 使观众更容易产生历史代入感。
商业传奇剧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是家国

同构的 “宅门” 系列， 以 《大宅门》 和 《乔

家大院 》 为代表 ； 二是商业传奇 英 雄 系 列 ，
以 《大清徽商》 《大清盐商》 等为代表； 三

是 “商道 ” 系列 ， 以 《闯关东 》 《走 西 口 》
《大商道》 为代表。 这三类商业传奇剧既有共

性， 也有个性， 在情节与人物设置上既有侧

重也有交叉。
共性主要表现在把家族叙事与商业英雄

传奇相结合———我国历史上的商业帝国多是

家族企业， 家族与商号荣辱与共， 家族的掌

门人与商业帝国的统治者具有同一性， 几乎

每一个商业帝国都有一个超级英雄， 如白景

琦、 胡雪岩、 乔致庸等。 其次， 女性与情爱

是英雄成长的催化剂。 成功的商业传奇同时

又必然是一部情感大戏， 情感戏份就像佐料，
多少很难把握， 《大宅门》 塑造白景琦这一

商业奇才与浪子的同时 ， 也塑造 了 白 文 氏 、
杨九红 、 香秀等女性形象 ； 但 《乔 家 大 院 》
等剧中的女性形象就逊色很多， 成为男性成

长的工具和剧情发展的佐料。
个性方面， “宅门” 系列具有浓郁的地域

风情， 如 《大宅门》 的京味， 《乔家大院》 的

晋文化特色等。 商业传奇英雄系列则注重主要

英雄人物的塑造， 在 《那年花开月正圆》 之

前， 此类剧作是典型的 “大男主戏”， 剧中所

有的人物， 都是为这唯一的英雄而存在， 女主

的戏份也不能与男主相抗衡， 比如胡雪岩， 所

有女性角色都为男性英雄成长而服务。 “商

道” 系列， 顾名思义， 是讲述行走路上发生

的故事， 即在商业英雄开辟商道、 建立商业

帝国的行走过程中， 将自然风光、 异域风情、
民族文化与国家民族命运、 商战等有机融合，
给观众带来视觉的冲击力， 产生一种陌生化

的效果。 如 《闯关东》 中山东沿海、 关东雪

原、 哈尔滨等场景的转换， 《走西口》 中商

道上步履缓慢的骆驼队和悠扬婉转的信天游，
以及 《大商道》 里的库仑草原等， 都为剧作

增色不少。

新近出版的《微观红楼梦》是一部红学随笔

集，收录作者读红札记 59 篇，前楔《自序》，巧成

一个甲子之数。 这些篇章短小精炼，率性而论，
但作为整体，信息量颇为巨大，且自成规模和格

调，内容涉及《红楼梦》的思想与艺术，尤其以勾

稽、论述清代民俗、艺术、风物、道里，诸如饮食、
服饰、建筑、节日、古玩、名人旧迹等最为精细 ，
征引的 文 献 遍 及 古 代 经 史 、文 人 别 集 、稗 说 杂

剧以及域外论著。
以欣赏的心态读 《红楼梦 》， 以散文———

也即文学的笔触涉足红学， 重在抒发个性化感

悟和见解， 是 《微观红楼梦》 的一大亮色。 作

者舍弃了红学中常见的繁复考证、 长篇大论的

研究模式， 而以散文化写作， 因此 《微观红楼

梦》 不同于那种艰深、 晦涩的学院派红学———
如胡适之先生所谓 “猜笨谜” 和俞平伯先生感

叹 “越读越糊涂” 的考据文字， 凸显出当下红

学发展的另一流向———轻快怡人的学术随笔格

调。 这是戴萦袅这位 80 后青年女作家的文学

性情和才情决定的。 书名中 “微观” 一词， 即

已道出其自觉的学术追求和定位。
对于这种轻盈飘逸的散文化学术论著， 我

一向持认可和激赏的态度， 因为学问之道， 以

多歧为贵， 文无定法， 适合自己的方法就是好

方法。 而且在学界也早有成功的显例。 如林语

堂先生的 《苏东坡传》 便是这一散文化写作的

翘楚之作， 其浓郁的文学色彩赢得了学界普遍

的赞许。 而 《微观红楼梦》 的作者又是一个青

年作家， 理所当然更应该欢迎和鼓励了。
不过， 联系百年红学传统， 在红学这一专

门、 高端的学科范畴里， 似乎还有一个 “合理

性” 问题需要辨析。
红学， 这里特指胡适、 俞平伯两先生创立

于上世纪 20 年代并且流行至今的新红学 ， 主

要的学术方式是考证 （辨伪 ）， 史称考证派红

学 ， 胡 、 俞 两 公 的 经 典 红 学 著 作 分 别 命 名 为

《<红楼梦>考证》 和 《红楼梦辨》， 业已规定了

红学的方法论特征， 也由此形成了红学的学术

品质———精深 、 庄严 ， “持重于大宗 ”。 据新

红学集大成者周汝昌先生为红学划定的对象 ：
曹 学 、 脂 学 、 成 书 （版 本 ） 、 探 佚 ， 一 般 的

《红 楼 梦 》 文 本 阐 释 显 然 不 在 其 内 ， 文 学 鉴

赏———如散文化方法所写的读红札记一类则尚

未获得进入红学殿堂的学术 “许可证”。
但是， 正如红学界有识之士指出， 这种理

念已经不合时宜了。 文本阐释是当代文学研究

的主流， “细读” 则是普遍流行的学术方法 。
红学研究的对象未必要局限在曹雪芹和脂砚斋

两公生平、 《红楼梦》 成书过程和版本系统 、
历史原型和微言大义这些传统的话题； 至于方

法， 只要符合学理、 规范， 言出有据， 成一家

之 言 ， 都 是 合 理 、 可 行 的 方 法 。 当 年 作 家 王

蒙、 刘心武的红学著作曾被讥诮为肤浅、 “不

学术 ”， 但 无 法 忽 视 其 客 观 存 在 的 社 会 影 响 ，
现在已很少有人这样评价他们的学术成就了 ，

对红学作为学术的理解， 也就出现了转变。 这

不禁让人想起钱穆先生的名言： 一篇好的学术

论文， 一本真正 “持重” 的学术专著， 重要的

是里面有 “人”， 有作者的个性和性情 。 相对

于 “人”， 方法和风格的重要性尚在其次 。 一

个具有现代性的红学， 理应开放、 多元， 能够

包容、 吸纳不同的形态与方法。
其实， 戴萦袅的 《微观红楼梦》 也有着自

己独特的学理逻辑和方法论规定， 只不过它们

隐藏在诗性的智慧和文采之中而已。 它在 “细

读” 文本的基础上， 于不疑处有疑， 发前人之

未发， 而一旦形成 “一己之见 ”， 则必作深入

剖析， 并征引各方文献予以旁证 ， 在 “微观 ”
中显大旨， 在性情中见真理 ， 所谓轻盈飘逸 ，
绝不是儇薄肤浅、 失重失范 ， 而是深浅有度 ，
轻重有节， 由小及大， 举重若轻。 欣赏一下它

对 “消息” 一词的阐释：
《红楼梦》 描写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 醉

酒后误入宝玉的怡红院， 无意间撞开镜子的消

息， 显露出卧室门来。 此 “消息 ” 究为何物 ？
国内文献鲜有相关记载。 戴萦袅先从传统戏曲

《铁拐李》 “火炕里消息我敢踏 ， 油镬内钱财

我敢拿” 之句解释为机关。 又从曹雪芹称其为

“西洋机括” 的线索在国外的专著中找寻旁证：
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把刘姥姥撞开的消息

译 作 spring （弹 簧 ）， 把 宝 玉 划 上 的 消 息 译 作

catch （门闩、 窗钩、 箱笼的搭扣这类 ）。 中西

互证， 自成其理， 经此解释 ， 我们对 “消息 ”
的含义也就能明白其大端了。

熟悉戴萦袅的人都称她为才女。 她出生于

书香门第， 在复旦大学毕业后又在海外名校留

学 ， 这 种 学 业 背 景 和 经 历 ， 不 仅 使 她 博 学 多

才， 视野开阔， 而且也养成了独立思考， 不唯

书不唯上的性格， 对红学中的一些既有观点 ，
她敢于提出质疑， 展开争辩。 如关于林家财产

的见解， 就值得我们注意。
印象中陈大康先生曾经著文考证林黛玉家

庭的财产， 认为贾琏料理林如海后事时顺带私

吞了林家偌大财产， 荣国府正是用这笔银子盖

了富丽无双的大观园。 对此， 戴萦袅从文本中

读 出 不 同 见 解 ： 一 是 林 如 海 为 人 正 直 ， 不 是

“官场 吸 血 鬼 ”， 敛 财 有 限 ； 二 是 清 朝 吏 治 腐

败， 索贿贪污成风， 林如海难免遭遇王公、 权

臣们的巨额勒索， 家境不富甚或入不敷出也不

无可能。 这一解释的准确性如何， 这里姑且不

论， 大康先生是学界权威， 著名红学家， 戴萦

袅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其新生代学人 “初生牛

犊不怕虎” 的锐气的确令人兴奋和欣慰。
总 之 ， 红 学 也 要 与 时 俱 进 ， 也 要 “接 地

气”， 激发自身生机、 活力 ， 毋庸置疑 ， 《微

观红楼梦》 的广受欢迎， 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

它的学术价值， 为 “持重” 的红学吹进了一股

清新的风。
（作者为华师大中文系教授）

书边札记

———《书到今生读已迟》
的书名和辑名

黄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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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家到底有多少财产？

竺洪波

———《那年花开月正圆》 之后， 谈谈商业传奇剧中的商业文化与精神

李清霞

知知惭惭愧愧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诤友汪广松谈到我的小书《书到今生读已迟》
时， 使上了春秋笔法：“让我醉心不已的是书的目

录。 目录的主体是三部分， 第一部分 ‘跳动的火

焰’；第二部分‘爱命运’，从一到二，仿佛‘跳动的

火焰点燃了火把’，由外而内；第三部分‘目前无异

路’，讲成长模式，是黄德海观察世界而世界也因

此显现的方式，可以说是由内入密。我对着这个目

录思索良久，回忆、想象每一个题目后面的内容，
甚至想按照题目各写一篇文章。 ”照我的理解，这
话的意思差不多是， 我应该把书中的文章尽数删

去，照着这三个辑名，重新来写一遍———真是让人

振拔的话。
就来说说书名和辑名。
谈到书名，实在惭愧得紧。我早就从各类杂书

上看到过这句话，似乎跟苏轼和黄庭坚有关，可怎

么也查不到确切的出处。后来，终于在《随园诗话》
中找到：“谚云：‘读书是前世事。 ’余幼时，家中无

书，借得《文选》，见《长门赋》一篇，恍如读过，《离

骚》亦然。 方知谚语之非诬。 毛俟园广文有句云：
‘名须没世称才好，书到今生读已迟。 ’”确切的出

处，应该是这里。 可我并不怎么喜欢袁枚，就像这

段话，里面有一种拿捏得恰到好处的孤高自负，反
失了自然。 不过，话仍然是好话，并且我用的意思

跟袁枚正好相反———是说自己没有宿慧，读书迟，
出书也迟，所以就还是取了这名字。

书的第一辑“跳动的火焰”，出自柏拉图《书简

七》：“通过不断交谈，与问题共同生活，它就突然

产生于灵魂之中，就像跳动的火焰点燃了火把，立
即自足地延续下去。 ”这一辑，是借唐诺的《眼前》
谈到《左传》，进一步谈到《春秋》，倒过来看，仿佛

从先秦的《春秋》开始，一路迤逦说到了现在，那过

往的和现下以好为目的的一切， 虽屡经阻碍甚至

斫伤，却仍如跳动的火焰般传递了下来———“那自

古人绵延至今的善意、善念和无比艰难的善，虽不

绝如缕，却依然流淌在不息的时间长河之中，婉转

地传递到了有耳能听的人心中。 ”
第二辑“爱命运”，主要写崎岖起伏世界里人

的形状，既摹想玻尔、海森伯、薇依这样的心灵，也
揣测普通人的喜怒哀惧， 意思差不多是要说，“在
好的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对的”。 这其实

是我读蒙田的一点收获， 轻微纠正了我以往对尘

世过于严厉的期许， 自我在内层的某种意义上略

略放松了一点，也因此能够较为平静地接受“全身

是裂缝，四周都漏水”的人，尝试着接受那个“身上

全是痴蠢之气”的自己。对，就是慢慢地学着“爱命

运”（amor fati）：“放弃控制，随波逐流……不论发

生什么，都欣然接受。”我慢慢有些相信，“不完美、
不明确、不恰当且易被人曲解，反而变得更好”。

上面的意思看起来有点消极，其实不然，甚至

有可能是人能采取的最有效的积极方式也说不

定。南汉高祖刘龑（广主）至云门文偃处，曰：“弟子

请益。 ”云门答：“目前无异路。 ”就是眼前这条路，
没有其他的可供选择，这正是第三辑辑名的来历。
这辑写的，是我理解的金庸、金克木、张五常等人

的成长故事。 从他们的成长轨迹， 差不多可以看

到，那捉摸不定的命运从不许诺一劳永逸，也来不

及事先安排，更无法提前准备，何况大多数时候，
准备也无济于事。 集全部心力于一处，心无旁骛，
解决眼前遇到的问题，一个人的成长，是不断地专

注于每个眼前，一步一步趔趔趄趄走出来的。
当然，必须郑重说明，以上的说法只是鼓励性

的自我期许，并非做到之后的现身说法。 对我，或
许对广松兄也同样，大概都愿意记得下面的故事。
有一次，色诺芬被苏格拉底拦住去路，问他在哪里

可以买到各种食物，色诺芬逐一道来。 话锋一转，
苏格拉底紧接着问：“人在哪里可以变得美好？”色
诺芬哑然无对。 “来跟我学习吧。 ”苏格拉底吩咐

道。或许是这样———只有具备了未来的向上可能，
才能稍微缓解一下我谈论自己时的脸红心虚，从

而有转变为知惭愧的微弱希望。
（作者为青年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创作谈

———从青年学者戴萦袅新著 《微观红楼梦》 谈红学的重与轻

电视剧 《那年花开月正圆 》 的热播 ，
让商业传奇剧再度回归人们的视野。

进 入 新 世 纪 以 后 ， 随 着 《大 宅 门 》
《大染坊》 《乔家大院》 等电视剧的热播，
商业传奇剧成为新的类型剧， 并一度成为

电视剧市场的宠儿。 《大宅门》 在央视一

套黄金时段播出， 并以 17.74 点的收视率

夺得 2001 年央视年度收视冠军 ； 《乔家

大院》 不仅夺得 2006 年中国内地电视剧

收视冠军 ， 还获得第 26 届中国电视剧飞

天奖优秀长篇电视剧一等奖、 第十届五个

一工程奖优秀电视剧等奖项。 商业传奇剧

以商战、 家族、 英雄传奇、 爱情为主要元

素， 套用成长小说的故事模式， 具有浓郁

的地域风情； 同时成为新的类型剧， 尽管

出现了大量同质化类型化的剧作， 但也有

不少作品在努力实现思想艺术上的突破。

真正为商业传奇剧打下文化底色、 赋予

精神内涵的， 则是中国特有的商业文化与商

业精神， 如诚实守信、 勇于开拓、 坚韧顽强、
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 真正的商业英雄

必定是有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的。 83 版电视

剧 《射雕英雄传》 提升了江湖英雄的精神品

格， 快意恩仇的侠义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注入了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 并具象化为郭

靖这一英雄形象， 浓缩为 “侠之大者， 为国

为民” 的经典表述。 商业传奇剧借鉴并套用

了金庸的这一手法， 塑造了一大批 “为国为

民 ” 的商业英雄的形象 ， 传 承 了 同 仇 敌 忾 、
众志成城、 扶贫济弱的民族文化精神， 呼应

了观众的文化审美期待。
然而 ， 文 艺 作 品 如 果 仅 有 口 号 和 说 教 ，

是不可能得到观众认可的。 中国的商业传奇

剧不可能套用西方的故事模式， 也不能完全

套用武侠剧或宫斗剧的故事模式， 它是从中

国历史出发， 对中国的商业传奇进行叙述的。
中国 社 会 在 历 史 上 有 重 农 抑 商 的 传 统 ，

这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商人的身份与地

位艰难而尴尬 ， 夹缝中 生 存 是 其 真 实 写 照 。
一方面， 商人在繁荣社会经济， 保障货物流

通 ， 增进文化交流等方 面 作 出 了 巨 大 贡 献 ，
特别是国家民族遭遇外族入侵， 面临突发事

件与自然灾难时， 商人们总是以民族大义为

重， 以百姓疾苦为重， 出钱出力， 与国家民

族共存亡， 牺牲小我的利益， 维护民族的尊

严与社会安定； 但另一方面， 封建时期， 那

些庞大的商业帝国， 其建立与覆灭都与朝廷

或官府密切相关。 这无疑给商业传奇剧提供

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以 这 样 的 视 角 来 审 视 《那 年 花 开 月 正

圆》， 尽管英雄的性别由男性置换为女性， 但

仍然继承了商业传奇剧的主流传统。 该剧开

篇并不讨巧， 周莹一出场就是活脱脱的 “小

燕子 ”， 继而转入宫 斗 模 式 和 “玛 丽 苏 ” 套

路， 女性的成长与逆袭有赖于她身后的那些

男人， 女性的价值也是通过征服男性才能实

现的。 这一俗套在周莹远赴西北以胆识和智

慧化解危机后才开始突破， 排除众议购得陕

西织布局全部股份及之后的一系列行动， 才

让观众看到一个以 “树的形象” 与男性并肩

站立的女性形象， 周莹在经历了吴聘、 吴蔚

文的商业启蒙， 及沈星移、 赵白石、 图尔丹、
王世均等男性的扶持、 爱慕与追随后， 终于

成长起来， 可以独当一面， 开始具有自觉的

现代意识和女性意识。 周莹传承了吴家 “诚

信” 的商业思想， 成为一个人硬、 货硬、 脾

气硬的 “三硬” 商人， 她勇于开拓， 善于变

通 ， 能够与商业对手 及 合 作 伙 伴 共 享 利 润 ；

她首创股份制， 使吴家从掌柜、 伙计到织工、
丫鬟命运休戚与共， 构成一个庞大的利益共

同体， 这种商业理念与经商之道， 即使在现

代， 依然具有进步意义。
周莹不惜重金修水利、 办学堂 、 建桥修

路、 赈济灾民， 却不肯趋炎附势捐银子供太

后皇上享乐 。 她不 仅 是 一 个 具 有 家 国 情 怀 、
济世理想的女商人， 还是一个执着追求真理

与正义的奇女子。 吴家因 “军需案” 家破人

亡， 她从朴素的民间伦理出发， 坚信公公和

丈夫是遭人陷害， 发誓要查明真相， 为吴家

讨回公道。 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 她深刻认

识到清廷的腐败， 自觉接受了变法图强的维

新思想， 投资创建泾阳布厂， 走上以民族工

业振兴祖国的道路。
可以说， 《那年花开月正圆 》 通过女性

成长的主题， 将商业传奇剧的家国情怀与民

族大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现代民族

企业与爱国商人始终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

运。 我想， 这也是该剧最大的价值所在。
（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使观众更容易产生历史代入感
以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和物为原型， 是很多

商业传奇剧的共性

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中，孙俪扮

演的周莹传承“诚信”的商业思想，最终成

为一个人硬、货硬、脾气硬的“三硬”商人

《贾母接外孙女 》曾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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