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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评

架空历史的宫斗剧会把观众拖离优秀传统文化的场域
警惕“宫斗剧泛滥”背后的创作误区和价值偏差①

王彦

古装剧在表现传统文化、 重铸传

统美学、 传承民族历史方面有着天然

优势，因此深受观众喜爱。然而需警惕

的是， 由于部分创作者缺失正确的历

史观、文化观，近期卷土重来的宫斗剧

热潮，正在把观众拖离历史现场，拖离

优秀传统文化的场域。

从去年夏天开始， 先有 《延禧攻

略》从视频网站刷屏到各大卫视，大半

年内演了近十遍；后有《如懿传》在“巨

额投资”“首播不利”“网播转台播”等

营销话题下不断轰炸观众视线；眼下，由

《延禧攻略》原班人马制作的《皓镧传》又

在视频平台强势推播， 剧集背景从清朝

前置到先秦，剧方甚至公开打出“某某某

某接着斗”的推广语。

值得反思的是，在创作者连续地、不

知疲倦地、无休止地复制“后宫连轴斗”

的同时， 历史在跳不出的三尺宫墙里被

草草虚化， 仿佛中华文明故事不过就是

“一个宫闱争斗叠加一个宫闱争斗”的演

进史。一连串的演绎背后，历史被严重虚

无化了， 中华民族勤劳善良奋斗不屈英

杰辈出的浩荡发展史被完全架空。

可事实上， 无论战国风云还是清朝

的世象百态， 绝不只是帝王后妃的恩怨

情仇，还包蕴着千里江山的治理智慧、朝

代兴衰的更迭逻辑、 贤者志士的高义情

操、 市井乡间的民风民俗等。 以先秦为

例，诸子百家能被解读的内容不胜枚举，

单是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警言

背后， 就值得深挖； 又如 《郑伯克段于

鄢》，它好似简笔画，告诉我们封建王朝

的源头何在，人性的欲望又出自何处。放

眼清朝， 丰沛的史料更为创作者提供了

富矿。仅是廉吏于成龙、名相陈廷敬两位

贤臣身上，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气

节，便大有文章可做。 而视野狭窄、精神

矮化的宫斗剧，其人物如同井底之蛙，只

看得到私欲和情爱，只关注争权夺势，中

华民族演进中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全部隐退。

历史完全空心化后的艺术创作只留下重

复复制， 失去了鲜活的故事逻辑和人物

意义： 多部宫斗剧中的角色如果互换身

份，故事竟然一样可以往下说。

更让人忧虑的是，历史消隐的背后，

历史虚无主义在宫斗剧里悄然滋长。

有观众发现， 史书上被明确差评的

赵姬，竟在《皓镧传》中摇身变成背负家

国大义的复仇女子李皓镧， 并与吕不韦

上演一段如泣如诉的爱情挽歌。 此间透

出的恰是许多宫斗剧重复过的架空 “创

作手段”：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

一篇。 这样的理念下，历史事件被剥离

历史语境恣意发挥，历史人物被胡乱篡

改 ，似乎 “艺术 ”只是幌子 ，“创作 ”沦为

挡箭牌。

如此套路中的宫斗剧， 罔顾史实与常

识的现象时有发生。《延禧攻略》里，现代京

剧大师梅兰芳的名段《贵妃醉酒》穿越到了

乾隆年间；《如懿传》里，身处深宫的皇后可

以操纵时局，与皇帝争权。 至于银针试毒、

麝香堕胎等宫斗剧老掉牙的桥段， 反复上

演，让历史越发面目模糊。 凡此种种，潜移

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判断。前段时间，

某网游篡改历史人物，将荆轲设定为女性，

让不少小学生深信不疑。再往前，屈原被描

绘为谈情说爱的纨绔子弟， 唐三藏被歪曲

为花花公子，孔夫子成了情圣，杜甫被“再

创作” 为杂耍混混……亵渎先人、 亵渎经

典，莫此为甚。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

明得失”。作为五千年从未断流的宝贵

精神财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极

其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

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

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 可以为治国理

政提供有益启示， 也可以为社会道德

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若荧屏被宫斗剧承包， 我们的文

化立场和历史观终究会流于一纸空

谈。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不仅仅是知

识的欠缺。不知来路之艰难险阻，便只

能孤立地认识当下现象， 易从一种理

想化的概念出发建立认知， 每每把不

合水土的乌托邦，当成自己的桃花源。

如此， 我们怎能指望青年人深刻理解

中国的历史，洞见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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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婚纱摄影广告日前引起

不少人的关注。 广告推进中，围绕

“去哪里拍婚照”的“一问一答”从

一对新人之间的重复弥散到满屏

的新人之间。类似的广告观众并不

陌生。 某届世界杯转播期间，中场

休息时就出现过类似的广告。 “为

什么旅游要先上某某某？ ”“找工作

直接跟老板谈！ ”一问一答在十几

分钟内滚动重复， 再滚动再重复，

不多说一句话，就是硬生生要观众

记住品牌和行业的关系———要旅

游就找我，要找工作就找我。

简单粗暴的“求关注”，有人将

这样的广告形容为饱和轰炸，看似

效率很高，却难掩其对营销和商业

文明的误解。

从商标命名到街面店招再到

电视广告、网络弹窗，商品的包装

和营销手法经历了从等待被看见

到追着受众跑的过程，广告也早已

从简单的信息传递化身为一种文

艺作品，不仅传递品牌价值、促进

购买， 甚至还起到引领消费习惯、

构建营商环境的作用。

在这样的前提下，追求简单的

信息覆盖和所谓到达率，缺乏美感

的广告，很可能适得其反。比如，某

年新春，在一则电视广告中，广告

语也是简单的“某某品牌”加上十

二生肖的滚动更换，且播音速度极

快，搞出了“故障效果”。 如此排山

倒海的营销的确能让人留下印象，

但是留下“印象”和留下“好印象”，

一字之差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马

季先生曾在相声中讽刺过类似的

“促销”， 香烟火柴也出一套一系

列 ，“八仙过海一套你最少买我 8

盒， 金陵十二钗你买我 12 盒 ，苏

杭三十六景买我 36 盒 ，一百单八

将买我 108 盒，五百罗汉买我 500

盒……嫌少？ 我那还有百万雄师

呢……”

尤其在信息密度极高的“互联

网+”时代，人们等电梯、等地铁的

碎片时间，都被广告商用来推送信

息。 成为生活陪伴的广告作品，更

需 要 思 考 什 么 才 是 优 秀 的 创

意———在商业诉求之外，还有值得

欣赏令人回味的地方，优秀的广告

创意不仅能够留住受众，更能通过

作品传递出人文价值。当在故乡的

爷爷拿出粉色的铸铁鼓风机“小猪

佩奇”， 这则原本旨在拉动票房的

电影预告片触及了很多人心中

最柔软的部分———爷爷或许跟

不上流行 ，但是家人和爱就在那儿 ，就在那个叫老

家的地方 。

品牌广告实质是一种价值诉求， 优秀的策划可以

成为产品诉求与人文价值交融的商业文明。

通过精心的编剧设计、优质的声画表现，广告既可

以影响人们对产品的接纳程度， 也让很多人在潜移默

化中将其中的呈现视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后者恰恰是

作为文化产品的广告必须思考的价值维度———越过单

纯的商业推广藩篱， 在社会生活中展现出商业文明的

塑形功能。

梅花因花开五

瓣 ，寓意美好 ，也被

称为五福花。 冬去春

来，上海植物园梅园景区一株株寒梅竞相绽放，吸引游

人前来观赏。 截至目前， 上海植物园已收集梅花品种

80 个，涵盖 11 个品种群，园区展示梅花品种 60 个。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影报道

▲老人们在 “27 院儿 ” 的庭院参加

游艺活动。 （“27 院儿”供图）

荩后海南沿的银锭桥胡同 7 号院，是

“共生院” 项目在北京西城区的首个试点

地。 光顾民宿的游客和院里的四户居民成

了一片屋檐下的“邻居”。 图/视觉中国

五福花开香满园

（上接第一版） 全面提高新时

代备战打仗能力， 具有重要意

义。

《条例 》 共 10 章 61 条 ，

明确了军事训练监察的职责权

限和工作重点， 规范了组织实

施军事训练监察的方式方法和

程序步骤， 构建了覆盖军事训

练各层次各领域、 贯穿军事训

练全过程的军事训练监察组织

运行模式 。 《条例 》 依据党

纪军规细化了军事训练违规

违纪问题认定标准 ， 确立了

有权必有责 、 有责要担当 、

失责必追究的鲜明导向 ， 督

导全军持续推进训练与实战

一体化 、 持之以恒抓好训练

作风建设 ， 为把备战打仗工

作抓得实而又实提供了有力

制度保证。

（上接第一版） 要坚持务求实效， 提高服务水

平， 不折不扣减环节、 减时间、 减材料、 减

跑动 、 减成本 ， 研究探索第三方评估机制 ，

千方百计提升企业和群众的体验度。

“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的新亮点、 新标

识， 使营商环境成为上海的金字招牌。” 李强

强调， 重中之重是打响 “一网通办” 政务服

务品牌， 把 “一网通办” 作为深化 “放管服”

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 一以贯之

深化推进， 让企业和群众更多受益。 要增强

融合度， 业务融合要集成， 数据融合要提速，

线上线下融合要贯通。 深入推进业务流程革

命性优化再造 ， 实现政府部门公共数据

100％归集、 按需 100％共享， 加快电子证照

归集和应用， 推进线上线下政务服务一体化。

要实现全覆盖 ， 教育 、 医疗 、 住房 、 社保 、

民政等要全部纳入 “一网通办” 总门户， 实

现面向企业和市民的所有政务服务 “进一网、

能通办”。 要提升便利性， 充分利用大数据等

现代技术手段， 主动研判潜在服务需求， 推

送更多个性化、 精准化服务， 推出更多 “减

证便民” 举措， 让群众和企业办事像 “网购”

一样便捷。 要把 “店小二” 服务品牌落到实

际行动中， 全市各级党政公务人员要强化服

务意识， 眼睛亮、 反应快、 手脚勤， 热心热

情、 贴心周到， 主动想企业所想、 急群众所

急， 做到有求必应、 无事不扰。

李强强调， 要加强领导、 形成合力， 狠

抓任务分解落实。 全市各级领导要亲自抓部

署 、 抓推进 、 抓督办 ， 逐项落实责任单位 ，

及时出台配套政策。 牵头部门要抓方案制定、

抓计划实施、 抓统筹协调。 各责任单位要进

一步细化举措、 主动作为， 确保思想重视到

位、 制度配套到位、 任务执行到位。 要强化

协同配合、 系统集成， 拿出 “硬实招”， 打好

“组合拳”， 做到任务共担、 工作联动、 服务

协同。 要强化督查整改， 确保每一项任务举

措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

应勇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指出， 全市各

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市委、 市政府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 ， 提高政治站位 ，

狠抓推进落实。 要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形

成任务清单， 拿出具体方案， 一项一项抓好

落实。 要完善工作机制， 以更高效率办成一

件事为目标， 系统重构办事流程和业务流程。

要加强统筹协调、 沟通协作， 形成强大合力，

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市领导陈寅、 翁祖亮、 诸葛宇杰、 肖贵

玉、 许昆林、 王志雄， 市高级法院院长刘晓

云， 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出席会议。 市大

数据中心 、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

浦东新区企业服务中心作交流发言。 全市各

区、 部委办局、 行业协会负责人以及各类企

业代表等约 500 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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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营商环境成为上海的金字招牌

胡同里的“共生院”：留住古都肌理和文脉

在北京， 星罗棋布的胡同不仅塑造了

城市的特有脉络， 也是老北京文化的重要

符号———适度改造这一古老建筑形态 ， 使

其在传承历史文脉的同时， 满足当代居民

的宜居需求， 融入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与

文化， 是北京老城改造的难题 。 现在 ， 北

京正以 “共生院 ” 的方式 ， 探索胡同老

居民与新业态共生共存 、 新旧相融 、 有

机更新 。

新老居民的“共生”

在后海南沿的银锭桥胡同 7 号院 ， 红

色的随墙门外贴着春联， 门上点缀两颗门

簪， 一旁写着 “海堂画院” 四字。 推门进

去， 海棠树静立一隅， 老居民住房与现代

化民宿错落两旁， 游客与买菜归来的本地

居民一进一出， 有股别样的烟火气息。

这里是 “共生院” 项目在西城区的首

个试点地 。 在此之前 ， 北京市政府提出 ，

对于东西城区等北京历史文化最丰富 、 深

远的核心老城区， 要改变以往大拆大建的

做法， “按照申请式改善、 ‘共生院 ’ 改

造思路， 推进核心区平房院落有机更新”，

其中 “共生院” 强调的是建筑共生、 居民

共生和文化共生， 在保护老建筑与传统文

化同时， 完善新设施、 引入新居民、 注入

新文化。

据 “海棠画院” 店长王楠介绍 ， 院内

的民宿过去属于两户人家， 2016 年， 这两

户人家先后签署了腾退协议并搬走， 空出

的约 104 平方米建筑面积被改造为 3 间中

式风格的房间， 来此居住的游客和剩下的

四户居民成了一片屋檐下的 “邻居”。

在名为 “水墨” 的房间里 ， 两方具有

200 多年历史的诗碑镶刻在廊心墙上， 旧有

的雕花木门、 隔扇、 带有钢印的老砖与现

代化的家具设备杂糅相映。 为了最大限度

保留老房子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底蕴， 民宿

负责人甚至专门请了故宫的修复师来修复

房梁上的彩画和飞椽。

这一带有试验性质的民宿很受欢迎，春

节期间也是旅客不绝 。 “来的多是外地游

客。 ”王楠说，“其中许多都是想体验北京的

老胡同文化，也很乐意与本地居民聊天。 ”

“共生院” 改造也给老居民的居住条

件带来了一定改善： 公共地区原本坑坑洼

洼的地面被修复平整； 大门安装了电子门

禁； 公共庭院有了专人保洁， 增设了消防

设施…… “确实比以前更安全、 舒服！” 已

经在此居住了 60 多年的黄居荣老人说。 现

年 86 岁的他对什刹海一带如数家珍， 碰上

游客向他打听什么， 他会热情地跟人聊好

半天。

让胡同院落充满生机的往往正是这些

老居民。 新老居民的 “共生”， 似乎也让老

北京胡同里的生活情趣和邻里关系有了向

外流动的可能。

胡同里的“日常奇遇”

除了民宿， “共生院” 里还可以引入

许多其他业态。 坐落于东城区内务部街的

“27 院儿” 成立于 2016 年， 是东四南历史

文化精华区胡同改造中进入公共文化服务

的优秀案例。

这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内， 共有 10 间

对公众开放的房间， 各用一个字概括其功

能———“阅” 字房供人看书阅读； “练” 字

房供人健身、 排练戏剧； “创” 字房里有

老年人在写字下棋； “杂” 字房里会放映

电影， 举办音乐会……这里还不时举办沙

龙讲座 、 市集 、 主题日 、 嘉年华 ， 小孩 、

年轻人、 老人， 甚至还有外国人共聚一堂，

几百平方米的小院像一块 “文化磁石”， 把

不同的人吸引到了一起。

春节前夕， 四合院内挂上了一串串大

红灯笼， 附近的居民在小年之际举办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文艺汇演， 让不少 “老文艺

青年” 过了一把 “明星瘾”。 除了迎新春的

联欢节目， “27 院儿” 内还举办过传统年

画展、 四合院主题日、 小年庙会等。 春节

向院内的古树祈福是保留项目， 不少老人

会领着孙儿在红绸上写下新年愿望， 接着

又排起长队领取新春 “福” 字， 小院里一

派红火、 热闹非凡。

据 “27 院儿” 的团队介绍， 他们最初

受到朝阳门街道办事处的邀请， 把经过修

缮后的内务部街 27 号院改造成面向三个社

区的公共文化空间， 如今这里已成了当地

文艺生活的一个地标。

“公共文化的保障和提升是影响几代

人文化素养与艺术审美的大事。 我们期待

更多人才走到公共文化服务的第一线 ， 一

起到城市的核心、 有生活、 有故事发生的

地方来 。 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 ， 对 ‘人 ’

的关注一定要提上日程， 大家更希望得到

的是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对情感的关怀 ，

我们团队就是这样一个存在。” “27 院儿”

团队负责人说。

目前， 除了什刹海等地 ， 北京还将在

东城、 西城的草厂、 前门东大街、 南锣鼓

巷等地更大范围推广建设 “共生院”。

（本报北京 2 月 11 日专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