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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

多部反映党史，或与党史关系密切的
电视剧陆续亮相各大电视台，《大浪淘沙》

是很有嚼头、回味悠长的一部。

该剧对观众的吸引力大致落在
三个层面。

首先是该剧能利用时间体量和影
视结构来贯彻、传递大历史观。《大浪淘沙》

的故事以五四为起点，结束于1945 年的
中共七大，前后跨度长达 26 年，这样
的时间体量在已亮相的数部党史电视
剧中是比较大的。 正因有如此饱满的
时间体量，《大浪淘沙》 才有可能更为
贯彻“大历史观”。

所谓“大历史观”是指要全面地看
历史、联系地看历史，最重要的是要长
程地看历史。 长程地看历史扎根于唯
物史观的基本要义即探求历史发展规
律，阐明历史发展趋势，很难想象若无
足够的时间体量， 如何能在中国近现
代历史过程的展示中把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充分揭示清楚。

编剧收束在中共七大显然也有
深意存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
主义的中国实践早在抗日根据地时
期就已开始 ， 而不是 1956 年才开
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党一致
与全民一心则是在中共七大胜利召
开之后， 也不是从 1949 年才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样的历史节
点自然无比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
中共历史发展的丰富脉络中重要历
史节点的单一化，就党的自我革命来

说， 中共七大亦是同样重要的历史
节点。

除了用饱满的时间体量来贯彻
大历史观，《大浪淘沙》还巧妙地利用
影视结构来向观众传递大历史观。 只
要看过《大浪淘沙》，观众都会注意到
这部电视剧的叙事是以双重时空的
结构来推进， 一为当代青年逐渐了
解、不断探知党史的历程，一为中国共
产党自身的光辉历史， 且二者相互勾
连，互为转合。这一巧妙的结构安排在
视听语言上的作用自有专家来评断分
析， 笔者想说的是其对大历史观传递
的作用。社会大众要树立大历史观，先
要让其明白历史是什么？ 在大众的一
般认知中，历史仅是过去发生的事。这
个定义大致不错，但未免简单化。

历史其实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
无休止的对话，它如大江大河奔腾不
息，取一瓢长江水，其中每一滴水珠
都既与上游发源之水有关，又与日后
入海之水有关，亦与此时此刻之水有
关。 因此在党史学习中，过去、现在、

未来三位一体，要在光明宏大的未来
的指引下， 立足日新月异的现在，重
现苦难辉煌的过去。 在这个意义上，

《大浪淘沙》 或在当下情境与过去故
事间的起承转合上尚有进一步顺畅
的空间，但此种匠心安排在大历史观
传递上的作用实不容小觑。

第二，此剧在充分吸收学界较新
成果，厘清不少史实的基础上，呈现
了从建党到中共七大的那个大时代。

兹举两例： 一是法租界警务处的探

目、捕房巡捕突然闯入会场、陈公博
被问他是不是日本人、 董必武看到
《法租界取缔集会新章》等一组细节；

二是以往反映一大的电视剧几乎都
未揭示何叔衡在一大期间遭张国焘
排挤，中途离去，并没有赴南湖参加
后续的会议。

对于前一组细节，剧组明显地把
握住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
的兴起就是当时的世界大势”这一重
要论断。 根据学界研究，共产党上海
发起组所在的新老渔阳里（时称铭德
里） 及其周围的上海法租界西区，政
治团体众多，跨国政治活动频繁。 这
里有苏联、共产国际人士，有日本、韩
国的共产主义者，有来自欧洲的无政
府主义者。 像维经斯基、杨明斋来华
的同行者中即有韩国人；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创建时，亦有日本人、韩国
人参加。这些中外人士在上海的活动
是当时世界大势和中国潮流的缩影，

动摇着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财阀
和北洋军阀政府罪恶秩序的梁柱，因
此自然会引来北京当局、各国驻上海
总领事馆、警察局等的关注。 这些关
注汇聚到法租界，症相表现则为前述

的那些细节，《大浪淘沙》可谓以寥寥
一叶反映了 1921 年上海各种主义
并存的政治大舞台。

第二个细节则更引人深思。 一大
的十二位代表当然来自不同地域，年
龄有差距，性格有差异，对马克思主义
认识的程度也参差不齐。 但何叔衡的
中途离去却不仅仅是因为他和张国焘
个人在籍贯、年龄、性格和对马克思主
义认识的不相凿枘， 而是有大时代的
深刻背景。

近代中国不是一个浑然的整体，

大致可分为两个世界， 一个是由通商
口岸城市勾连的沿海洋世界， 另一个
是由广袤内陆拼接的内地土世界。 两
个世界彼此联系却又差异巨大。

由此，一大开会虽然在上海“洋
场”和南湖泛舟之中，但一大代表的
到会之旅和离会之途却都可以经历、

观察和思考一整个的但又有巨大差
异的“中国”。 张国焘从北京出发，他
要先乘火车到天津，到天津后可以选
择坐海轮直接去上海，也可以选择搭
津浦路车南下，先到南京，再通过沪
宁线到上海。这一路张国焘或能看到
1895 年后沿海中国的 “畸形现代

化”：“现代”由火车、铁路、海轮、口岸
城市等构成，“畸形” 则由军阀的火
并、路匪的枪声、原先繁华城市的衰
落、 沿途憧憧的贫病死亡暗影来浮
现。 但在北京大学读书日久，已成学
生领袖中坚，名声鹊起的他未必能对
此有太特别的感受，他对马克思主义
的理解大多来自纸上，而非实践。

与张国焘相比， 从湖南出发的毛
泽东、何叔衡则很有不同，他们更能看
到内陆中国与沿海中国的差异———火
并更剧、枪声更密、衰落更彻底，憧憧
暗影变为处处可见。 《大浪淘沙》中以
安源煤矿工人的极度困苦与上海租界
中洋人的横行霸道呼应了这一点。 对
中国差异性的认识令毛泽东、 何叔衡
们较早意识到以革命改变中国的艰巨
性、长期性和乡土性。他们对马克思主
义的原典理论有掌握，有所知，但对马
克思主义的活学活用品格更天然匹
配，更擅长。由此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径
言来自内地的代表“土气”。 而“土气”

二字大概正是理解中国革命为何能够
成功的一把钥匙。

在厘清史实 ， 反映时代之后 ，

《大浪淘沙》第三个吸引人之处在其

不仅“论世”，而且“知人”，剧中不少角
色的塑造令人印象深刻。比如陈独秀，

演员很好地把陈独秀的多面性演绎了
出来，即其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是
一个时常容易急躁的大读书人， 也是
一个有家长作风的党的领袖。 出演历
史中的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真”是
基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最知道
自己的是他本人。 “似”尤其是“神似”

已是很高的境界，而所谓“神似”，其呈
现的准确状态以笔者浅见应该是历史
人物本身的魅力通过演员的表现散发
出来，而不是演员借历史人物来散发
他个人的魅力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大浪淘沙》中青年毛泽东的演绎也
以其“富含激情但又不失沉稳”的基
本状态做到了“神似”。

在中共领袖之外，《大浪淘沙》塑
造了周佛海、戴季陶、张东荪、邵力子
等一批在早期党史中留下不少印迹，

而在以前则因汉奸、国民党等身份而
不宜出现于影视作品中的人物。 这反
映了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史叙述
和党史宣传的大气度与大格局，正符
合毛泽东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里所说的：“世界上没有这方面， 也就
没有那方面”。因此以上人物的出现一
方面可以让党史更加丰满与丰富，另
一方面也能对党史提供更多映衬与
对照，党的发展就是在各色人物的起
起落落中走过来的，自然各色人物的
高低浮沉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党的发
展历程。

最后，《大浪淘沙》非常值得一提
的是它有先前党史电视剧中少见的
鲜活女性角色。演员们很好地把握住
了高君曼、王会悟、杨开慧、李慧馨等
当年革命女性应该有的气质和神韵。

她们不再只有作为花瓶的惊鸿一瞥，

也不再是男性革命家的附庸，而是有
精彩的故事、丰沛的情节和独立的镜
头来使她们在一部电视剧中真正地
立了起来，这和该剧导演作为女性的
视角和观照密不可分。

转型大浪迎面而来， 呈现不易，

变革故事如恒河之沙 ， 驾驭甚难 。

《大浪淘沙》很好地呈现了在近代中
国历史大转型浪潮的冲击洗刷下，披
沙沥金，终显英雄本色，厘清人间正
道的党史故事。这样的剧从目前看未
必大火，但会作为长久的精品保留下
来，值得一观，亦值得细品。

瞿骏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披沙沥金， 终显英雄本色
拨云见日， 厘清人间正道

◆历史其实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
对话，它如大江大河奔腾不息，取一瓢长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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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后入海之水有关，亦与此时此刻之水有关。

因此在党史学习中，过去、现在、未来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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