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1915 年到 1921 年———《觉醒年

代》 用了 43 集的容量来呈现这短短的

六年时间 ， 正因为这六年的重要性和

关键性 。 该剧编剧龙平平在阐述创作

构思时就说 ： “今天中国的一切 ， 皆

是从这六年衍生而来的。”

和以往表现这段历史一般只关注

“五四运动”和“一大建党 ”两个重要时

间节点不同，《觉醒年代》 向前回溯，以

《新青年》（最初起名为 《青年杂志》）杂

志的创建和“新文化运动”为叙事主线，

意图重溯思想的源头。

编剧龙平平在谈到创作源起时

说 ： “很少有人知道赵世炎 、 邓中

夏 、 陈延年 、 陈乔年 、 蔡和森 、 俞秀

松 、 何孟雄 。 这些民族精英都是最早

的一批共产党员……” 可以说 ， 《觉

醒年代 》 的首要目的 ， 就是要去追寻

“红船是从哪里驶过来的 ”， 以及 “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发源地 ” ， 就

必须要从 《新青年 》 杂志讲起 ， 从白

话文运动 、 新旧文化之争讲起 ， 从思

想的源头和传播讲起 ， 由此在新文化

运动 、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之间串连起一条必然的因果线 ， 赋予

《新青年 》 杂志和主编陈独秀不可替

代的历史地位 。 在建党主题的影视剧

创作中 ， 这是一次眼光独到 、 视野开

阔的历史表达。

新文化运动 、 五四运动和创建中

国共产党 ， 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三

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 “都是由 《新青

年 》 的这一群人发动起来的 。 《新青

年 》 的这些人贯穿六年三件大事的始

终 。 这就决定了这部剧反映的是一个

群体， 而不是个人。”

《觉醒年代》 所写的是一组群像。

不同于以往一些同样严肃而具有思想

深度的历史正剧 ， 该剧应该是第一次

写出了一组思考者的群像 ， 还写出了

这组群像中的每一个人 ， 与群体 、 与

时代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 ， 由此写出

了一个思想的场域 ， 一场真正从书斋

里走出的革命。

这一组思考者 ， 他们的身份首先

不是政治家 ， 而是 “坐而论道 ” 式的

教育者和思考者 。 当剧中的鲁迅问 ：

药在何处 ？ 寻药之人是谁 ？ 陈独秀回

答： 我， 我们。 这里的 “我们”， 是陈

独秀 、 李大钊 、 蔡元培 、 胡适 、 赵世

炎 、 邓中夏 、 陈延年 、 毛泽东 ， 甚至

也包括了辜鸿铭 、 黄侃 ， 这是一组从

旧式文人到新式知识分子到革命先驱

者的人物群像 ， 他们的书生意气 ， 绝

非古装历史剧中的快意恩仇 ， 他们的

唇枪舌剑 ， 更非利益纷争下的权谋诡

谲。 他们每一个人， 都全然一派天真、

一腔赤诚 ， 只为给古老的中国找到沉

疴已久的病根。

这群思考者 ， 他们身处的是怎样

一个时代 ？ 整整 43 集 ， 从海外到北

大 ， 从红楼内外到街头巷尾 、 田间地

头 ， 从学校 、 家庭到工厂 、 乡村 、 监

狱 ， 《觉醒年代 》 用极大的篇幅展现

了这些思想诞生的场域。 对 《新青年》

编辑部的每一次会议 、 每一场辩论 ，

都事无巨细 ， 极尽描述 。 正是这样一

种描述 ， 使得剧中的每一个思想者 ，

尤其是李大钊 、 陈独秀 、 胡适这 《新

青年》 的 “三驾马车”， 完完整整地展

现出他们中西贯通的思想来源 ， 循序

渐进的思想理路 ， 更有矛盾痛苦的思

考过程。

如同剧中蔡元培所比拟的 “先秦

时代”， “觉醒年代” 是一段 “百家争

鸣” 的时代， 一切争论的焦点就在于：

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保守和革新，

哪条才是正道 ？ 改良和革命 ， 哪样才

能救国 ？ 研究问题和信仰主义 ， 青年

人该何去何从？ 坚持理想和面对现实，

教育的目的和意义为何？

《觉醒年代 》 提出了一个又一个

大时代中的急迫问题 ， 却并不让任何

一个思考者仓促地给出答案 。 剧中的

他们常说的是 ： 我要好好地想一想 。

这是一个多么重要和关键的历史时刻，

容不得武断 ， 也容不得犹豫 ， 既要研

究问题 ， 更要研究主义 。 而如何以一

己之思考去影响他人， 影响更多的人，

去改变时代 ， 这便是思想的较量 ， 是

教育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在思辨之外 ， 剧中还有大量为人

称道的生动细节 ， 具有高度隐喻性和

象征性的视觉符号 。 如开篇的车辙 ，

鲁迅出场时的人血馒头 ， 写作 《狂人

日记 》 时地上的一盘辣椒和后院的两

株枣树 ， 陈独秀和李大钊登上的残破

的野长城……此外还有各种 “动物入

画 ” ———踏在镜头上的骆驼蹄子 ， 陈

独秀演讲时一只爬上话筒的蚂蚁 ， 陈

独秀放生的青蛙 ， 陈延年组织的工读

互助社里的小羊 ， 毛泽东冒雨穿过的

长沙街道上的老牛 、 一群鹅和一条鱼

缸里的金鱼……

这些被称为高度写意的影像风格，

体现出的不仅是一种美学的追求 ， 更

是思想的高度 。 是细节 ， 也是整体 ，

见微而知著 。 正是所有沉默的见证者

和众生相 ， 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思

想场域。

没有一种思想是空穴来风， 没有一

个个体的思考不和他的时代息息相关。

只有当李大钊走出校园， 走进工厂， 毛

泽东离开北大， 走向民间， 当每一个个

体觉醒了， 才会有觉醒的时代， 才能得

出最终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 是中

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

思想的呈现 ， 最直接的途径是文

字和语言 。 剧中几段重要的演讲 ， 今

天听来也振聋发聩。

如蔡元培就职北大时的演讲：

“现在外面常常有人指责北大腐

败 ， 是因为来此求学者都抱有当官发

财的思想 ， 以此为捷径 。 因为一心要

做官 ， 一心想发财 ， 所以从不问教员

之学问深浅， 唯问教员官职的大小。”

如陈独秀在震旦学院的演讲：

“当代中国的新青年 ， 我以为应

该有六个标准 ： 一 、 自主的而非奴隶

的 ； 二 、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 三 、 进

取的而非退隐的 ； 四 、 世界的而非锁

国的 ； 五 、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 六 、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 六条标准 ， 总的

来说， 就是科学与民主。”

还有胡适的演讲 《大学与中国高

等学问之关系》：

“国无大学， 无公共藏书楼， 无博

物馆， 无美术馆， 乃可耻耳！” “今天

我终于回来了 。 我胡适回国后别无奢

望， 但求以一张苦口， 一支秃笔， 献身

于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程！”

这些语言配合上演员马少骅 、 于

和伟和朱刚日尧形神兼备的表演 ， 思

想的铿锵有力和激情澎湃 ， 都转换成

了可见的人。

以影像表现思想 ， 表达观念 ， 往

往会流于空泛， 但这恰是 《觉醒年代》

通过人物塑造到达的成功之处———把

思想转换成形象 。 形象本是泥塑 ， 打

理好外型 ， 语言附着于上 ， 再吹一口

气 ， 人便活了 。 这口气 ， 就是人物的

精气神 。 如于和伟所说 ： “我们有一

个明确的创作原则和方向 ， 就是抓其

神 ， 抓住神就等于抓住了灵魂 。 神似

要远大于形似 ， 我们所有演员都是尽

最大限度去抓角色的内在精气神”。

这股 “内在的精气神 ” 除了体现

在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讲里 ， 更体现在

一段段日常细节中 。 《觉醒年代 》 的

人物塑造最为醒目之处在于， 寓思想、

大义于人之常情中 ， 以情感的力量凸

显思想的力量。

剧中着力表现的 ， 是蔡元培 、 李

大钊 、 陈独秀 、 胡适的 “君子和而不

同 ” 的友情 ， 陈独秀 、 陈延年 、 陈乔

年父子三人 “爱恨交织 ” 的亲情 ， 李

大钊和妻子赵纫兰青梅竹马 、 相濡以

沫的爱情 。 就在一幕幕人间烟火中 ，

一段段平实的家常中 ， 有着丝毫不输

于礼堂演讲的思想力量和庄严崇高 。

这些饱含着人间情感的日常画面在剧

中所占比例 ， 甚至远远超出那些更具

仪式感的场面 。 《觉醒年代 》 “全景

式的 ” 景观 ， 不仅展现出一个大气磅

礴的时代 ， 还有这个时代中至真至诚

的情感。

把思想转换成活生生的 ， 足以引

发崇敬 、 怜惜 、 感动 、 羞愧等各种情

感的形象 ， 这是一次对思想者的再度

赋魅， 是一种 “偶像叙事” 的新策略。

只有通过一种可见的 、 可爱的 、 能被

广为接受的形象 ， 思想才能得到行之

有效的传播 。 因此 ， 如果把 《觉醒年

代 》 视作一次真正的党史学习教育 ，

不仅要看剧本身 ， 还要去看豆瓣 、 热

搜上的数万条评论和视频网站上不计

其数的弹幕 ， 去看这一次的思想传播

在现实语境中究竟达成了怎样的效果。

不过，在“震撼”“泪目”“热血沸腾”

“热泪盈眶”之外，我在豆瓣上还看到一

条有意思的评语：“《觉醒年代》 剧本最

大的问题是把那个年代的人拍得过于

激情澎湃了，就好像每一次普通的对话

都是在作革命演讲，旁边有无数个摄像

机录下来要作证据一样。 ”

这个冷静的旁观者所发出的不同

声音值得探讨 。 的确 ， 《觉醒年代 》

的 “激情澎湃” 正是一种情感的策略，

是以情感对思想者再度赋魅的 “偶像

叙事 ” 策略 。 那么 ， 这些思想者是否

配得上这一策略？

历史自有其内在的真实逻辑 ， 这

一逻辑既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合理性 ，

也是打动人心 ， 催人泪下的戏剧性 ，

而价值判断就不动声色地蕴含于其

中 。 这一判断就是 ： 觉醒 ， 是一场发

自内心的运动 ， 需要精神的引领 ， 需

要思想的返魅 ， 这些思想的先驱者 ，

值得被塑造成为我们今天的精神偶

像 。 他们的形象走出教科书后 ， 却依

然自带光环 ， 饱含深意 。 只有思想的

光环能让人热泪盈眶 ， 而能读出那深

意的 ， 是依然渴慕思想的我们 ， 那些

假想中 “无数的 、 无形的 、 围观的 ”

摄影机 ， 正是无数的 、 我们当代人的

眼睛。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名家新作

一种关注

陈捷

何建明的《德清清地流》（浙江摄影
出版社） 着笔于声名渐起的 “德清样
本”，浙江省一个县市的社会发展，民生
进步，人文风华，是对所谓“人有德行，

如水至清”的“德清文化”的文学表达和
生动诠释。 作品以激情的阐述，理性的
思考，生动的细节，描绘了德清县近几
年经济进步，民生安乐，文化发展的巨
大变化，是一部画面清丽、诗味凸现的
作品。

如火如荼的现代化建设，全面实行
小康的战略，华夏大地生机勃勃，也生
发出许多样板典型。 立足于区位特色，

进行现代性的全新改造，一个地区一个
县市，就有了独特光彩。 有山水文章可
作的德清，就从这山清水秀、绿水青山
开始，进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全面
提升，就有了不一样的德清。 这里有山
水风光，有人文风华，有社会发展和经
济建设的诸多骄人的成绩。仅从自然生
态面貌，从书中的描绘可见一斑：“你说
山，它是青的，峻奇的，莫干便是；你说
水，它是碧的，绿的，下渚便是；你说地
上，它飘着稻香和麦香，映着花木茂盛，

以及万千农家乐与洋家乐……”

作品题旨适时、及时，体现了报告
文学的现实性强功能。作品敏锐展现了
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的现代化进程
中，县域经济，民生变化的重要性，从改
革大势中，书写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变
化和历史趋势，举一反三，为时下现代
化中国改革成就鼓与呼。

江南名镇、“杭嘉湖” 区位优势突
显的德清市， 在改革开放进入纵深发
展后 ，在实施振兴乡村 ，落实好 “两山
理论 ”的历史进程中 ，有着别样作为 。

书中着眼于几个关键要素———政策和
决策成功，开阔的视野，主事者的胆识
与智慧，认清和找准自身优势，特别是
利用好美丽山水， 做振兴乡村的大文
章。 其中，有全新理念和现代意识，比
如，人脑与电脑的转换开发，行政手段
的数字化、 大数据， 农民的研究院建
立 ；有世界性的眼光 ，比如 ，与联合国
的结缘，打造世界信息小镇高地，对外
国友人的生意落户开启方便； 有传统
的人文精神与现代意识的结合，比如，

以德仁和智性，建设良好的风习规范，

开掘历史文化中的 “德行清流” 的传
统。 其中，德清人不封闭，擅包容，不满
足 ，自我加压 ，主事者把民生福祉 ，百
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当作检验工作得
失的标准， 以及新经济发展与人文特
色的和谐共生，最是亮点。

作品以事件为主，辅之于人物形象，

事件的梳理与人物的刻画相结合， 既有

广阔的背景，又有生动的个案。在事件展
示中， 以德清著名的的两大山水———莫
干山和下渚湖（大漾），近年来所做的山
水经济， 民生进步的大文章， 以及作为
“中国第一个‘城市大脑’”，引进和举办
世界地理信息大会， 打造莫干山的农家
客厅、“裸心谷”“万鸟归巣”的生态景观，

土地流转， 沈家墩的股票田等， 书写了
“一座山，一个湖，一个小镇，一座村子”

的精彩故事。人物的描绘不是领导者，虽
有官员的作为， 也只是职务身份没有姓
名，而是以改革弄潮儿的描绘为主。有农
民企业家的“珍珠人生”，外来的打工者
的精神面貌， 给人印象较深的是，“洛舍
钢琴达人” 王惠林， 最美的麻疯病护理
员，20多年任劳任怨的南丁格尔奖获得
者潘美儿，还有七十多名“德清好人”，以
及“好人奖”的最初设立者马福建等。 人
物着眼的是他们的精神气质， 或是大胆
创业之举，或是为乡里贡献智慧，或默默
无私地奉献。人物风采生动，故事绘声绘
色，多在对比中展现，或是历史感与当下
性的结合上描写。

作品语言清丽文雅，写人，绘事，思
绪飞扬，展现这方“仁德水清”的美丽宜
居，以及美好的人与事，情感浓烈。解释
这地名内涵：“德清是一种状态，一种不
服输的状态，也就是我们说的奋斗与进
取的精神状态。 ”德清，德清，人有德行，

如水至清，是俚语，也是现实写照，也是
作品的题旨。 作品以诗化语言，描写德
清山水人文，书写了这方优雅山水名胜
之地的自然生态和谐，也描述了德清作
为一个特别的词语的人文意义。 仁德，

水清，人的行状修为，玉成了这方山水
的面貌，在历史的延续中，这方“仁德”

之地，有了现实的光彩，有了持续发展
的内在动力。 所以，这个书名，“德清清
地流”，颇有深深蕴涵。

王必胜

德仁清流
文学书写

《觉醒年代 》作为一
部历史正剧，其首要贡献
不是客观地描述了关于
那个年代的历史细节和
历史真实（那只是一种有
效的艺术方法）， 而是以
一种罕见的勇气，用影像
书写了中国现代思想史
上一段重要的历程———

从文化启蒙到思想启蒙
到政治觉悟到革命行动
的完整思想史。

———评何建明新作《德清清地流》

《觉醒年代》启示录：
影视剧如何呈现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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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电视剧 《觉醒年代》 剧照

《新青年》和新文
化：重溯思想的源头

个人、群体和时
代：重构思想的场域

可见的人: 寓思
想、大义于人之常情中

这些思想的先驱者，值得被塑造成今天的偶像。他们的形象
在走出教科书后依然让人热泪盈眶

▲ 《觉醒年代》 高度写意的影像风格体现出的不仅是美学追求， 更是思想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