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党百年之际，《觉醒年代》在
众多主旋律作品中尤受瞩目，以其
所展现的浸染着特定文化色彩的
深层世界和厚重的精神力量，感动
和吸引着观众。 这样一部关于中国
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将历史看作是
整个生命的复活 ， 用影像重现
1915 年到 1921 年间波澜壮阔的
历史风云，揭示了主义的选择和理
性的召唤的必然，在真实的历史现
场感和精神化的心理驱动基础上
讲述了抒情的革命史。

《觉醒年代》在
广阔的社会文化背
景下讲述了一个有
关思想探索与 “觉
醒”的历史进程

从剧名“觉醒年代”便可看出，

这部电视剧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
景下讲述了一个有关思想探索与
“觉醒”的历史进程。 电视剧的开篇
从 1915 年开始讲述，时值日本逼
迫北洋政府签署“二十一条”，面临
被如此凌辱的国家， 中国的知识分
子忧心忡忡， 共和的失败让他们陷
入痛苦和迷茫。 第一集李大钊和陈
独秀刚见面争论的就是如何找到救
中国的出路。 究竟中国的未来之路
在哪里？ 如剧中人李大钊所言，选择
怎样的道路正是主义的选择， 其特
点是两个层次的改变： 第一个层次
是改变人的生存意识与世界观，并
进而驱使第二层， 即符号和信仰体
系的改变。 而这种文化上的改变将
会促使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革。 这
也是《觉醒年代》的核心要义所在。

编剧龙平平在谈到创作剧本
的过程时指出 ，“按照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
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像当
时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
民地半封建国家是不具备搞社会
主义条件的。 这种情况下，陈独秀、

李大钊为什么会选择信仰马克思
主义，为什么要用它来指导中国革
命，创建中国共产党？ 他们当初是
怎么想的 ， 是怎样找到这条道路
的？ ”于是，《觉醒年代》重点讲述了
人的思想的改变和觉醒的艰辛 。

1915 年到 1921 年之间， 尽管寥
寥数年， 可沧海一粟中风云迭起，

相继发生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
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大事件。

有趣的是，与以往对这段历史
的着墨有些不同，《觉醒年代》不仅
关注五四运动和一大建党 ， 还对
《新青年》 杂志的创办和新文化运
动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描摹。 这来自
这样一种基本设定：文化的思想的
改革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

符号、价值和信仰体系的改革反映
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探索趋向。 五
四运动的起点意义是有思想源头
的 ，这一改变人的生存意识 ，改变
人对世界 、 生命的根本看法的回
溯，体现出《觉醒年代》在历史观上
的开阔视野和独特表达。 编剧在编
排情节时采用了纵横结合的写法，

由此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
国共产党的建立之间形成一条内
在的思想逻辑链条，是“觉醒”何为
的最好注脚 ，也回应了 “今天中国
的一切 ， 皆是从这六年衍生而来
的”（编剧语）。 共 43 集的《觉醒年
代》花了九成的篇幅来讲述新文化
运动和五四运动，它们相当于中国
共产党成立的前史，其间无论是历
史事件的还原还是历史人物的塑
造都可圈可点，体现出拆解文化模
式 、改变人的思想 、改变人对宇宙
和人生现实所持的整个观点也即
“觉醒”之艰难。 与第一集对中国未
来道路的迷茫和痛苦相比，最后几
集中，马克思主义的逐渐认定笃定
给出了答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
是历史的必由之路。

在对 《觉醒年
代》 交口称赞的好
评中，“真实” 是出
现最多频率的词
语， 这也是它之所
以破圈的主要原因

在对《觉醒年代》交口称赞的好评

中，“真实”是出现最多频率的词语，这
也是它之所以破圈的主要原因。 求真
是文艺作品的重要品质， 已是老生常
谈了， 就像导演张永新所说，“任何一
部作品都离不开真实二字， 创作者要
塑造真实的人物、表达真实的情感，要
用一种真实的、历史的、辩证的视角看
待和展现事物。”然而很多电视剧无法
获取观众的好感，恰是不真实而致。

有鉴于此， 如何以开放性的中
西文化交汇、 撞击为背景营造真实
的历史现场感，便成为《觉醒年代》

的重中之重。 在“大事不虚，小事不
拘”的原则下，一个个在教科书里出
现的历史人物成为了可感的真实形
象， 完成了从概念化到形象化的转
变，这也是此剧的可贵之处。 在塑造
历史人物时， 往往会陷入因人设事
的误区， 为了制造戏剧冲突而导致
人物性格的模糊和人物行为逻辑的
不自洽，矫饰和遮掩是很难避免的，

但《觉醒年代》的主创却有意识地规
避了这些做法，从日常的维度来丰盈
剧中人物和历史具体性。 如此，观众
看到了开篇里蓬头垢面的陈独秀，是
那种“一切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
头流血，都不推辞”的人，尽管他在社
会中受人尊重和敬佩，和儿子的关系
却一直很紧张，且这一矛盾的解决并
没有在简单的几个冲突里完成闭环，

而是经历了一桩桩事件后的“水到渠
成”。 像这样的例子在电视剧中不胜
枚举，于是，观众看到了正在家里洗
脚被来客撞见后尴尬中带着可爱的
蔡元培，嘴上说着不去光顾儿子的早
餐铺子行为却很诚实的陈独秀，被陈
独秀、 李大钊打趣晚上得按时回家
睡觉后无奈又呆萌的胡适之， 戏弄
父亲后嘴角上扬的陈延年……更可
贵的是，《觉醒年代》中没有绝对功能
性的反面形象，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
的辜鸿铭支持张勋复辟，与陈独秀等
人多次论战，然而面对国会议员张长
礼和教育部李司长的收买行为，他与
林纾、黄侃、刘师培愤而离席，绝不与
此等小人为伍。 另如黄侃与陈独秀、

胡适之多次就新文化运动争得面红
耳赤， 可在陈独秀要离开北大时，黄
侃还是由衷地不舍并好言挽留，尽显
君子和而不同的高尚品质。

同时，《觉醒年代》真实的历史
现场感还离不开服化道的“精”，细
节中随处可见剧组的严谨。 拿“巴
黎和会 ”上各国的国旗来说 ，剧组

特意组织专班进行考证，如制片人
刘国华所说，“为了求得一个 ‘真’

字 ，能发动的关系都发动了 ，能调
动的一切资源都调动了。 ”剧中大
到北大红楼的搭建复原，小到深深
浅浅的车辙 、残破的野长城 、陈独
秀放生的青蛙……这些都巧妙地
融入情节中 ，自带叙事功能 ，构成
一个自主的世界，作为叙事结构和
文化预设进入历史的真实中。

《觉醒年代》 的
动人之处还在于书
写了抒情的革命史

《觉醒年代 》的动人之处还在
于书写了抒情的革命史。 以往革命
史的讲述常常掉入干巴巴说教的
桎梏，而《觉醒年代》塑造一个个带
着忧患意识，对人的生存状态充满
关怀的智识者 ，却以 “情 ”贯之 ，使
整部作品主题原型与艺术表达在
显示出剧中人物灵魂之深的同时
呈现出一种含蓄浪漫的美学品格。

与兵舰大炮结伴同行的西方
文化的入侵，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构
成历史性的挑战。 许多知识分子睁
眼看世界，而于世界性的比较参照

中发生了强烈的震动。 作为既定模
式的拓展，影视剧创作不能割裂地
去看待抒情与启蒙、 革命的关系，

它们并不是各司其职，而是彼此相
融 ，在这个层面上 ，抒情的革命史
及其感性精神特点构成社会与主
体经验的本真性的确认，更符合历
史与艺术的逻辑。

《觉醒年代》在讲述“其首在立
人”的革命的历史时，“情”之深之重
是浸染其间的。 最后一集，陈独秀、

李大钊和胡适之三人对坐， 把酒言
欢， 在政治诉求上无法达成一致的
他们在“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中惜别， 但友情之美妙确是革命史
里的佳话。陈独秀与儿子陈延年、陈
乔年爱恨复杂的亲情与他们自身的
革命历程相交织， 不仅表现出中华
民族的自强自主自立与彻底解放的
民心所向的历史大势，也是“尊个性
而张精神” 的抒情的革命历史的存
照。更不用说剧中一次次激情澎湃、

伟大而湛深的演讲， 它们熔理性和
感性于一炉，符合抒情的修辞策略
和冷然神行的革命史的逻辑，听命
于历史的召唤和精神化历史的驱
动 ，超越了时空 ，与当下中国人的
精神家园和独特而深在的心理定
式形成跨时空的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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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亚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

《觉醒年代 》 是一部历史剧 ，

也是一部思想剧。 中国现代史上最
顶级的革命家、 思想大师、 文学大
师如同群星在剧集中闪耀， 哪怕是
镜头构图中的一个配角， 也有可能
是位有着赫赫声名的历史人物。 对
于编创者的考验不仅仅在于考证每
一个人物的细节， 更在于如何用影
像来传达那些如浪涛般奔涌翻腾的
思想。

思想是抽象的， 思想的阵地则
是具象的。 《觉醒年代》确立了叙事
时空的两个中心位置， 即新文化运
动的主阵地《新青年》杂志与北京大
学。之于《新青年》，电视剧编创者采
用了文字时空与人的时空彼此呼应
的叙事策略。 那些在中国现代思想
史上熠熠生辉的文章， 在电视剧中
通常以写作、约稿、研讨、论战等人
物故事的方式呈现， 诸如陈独秀发
表《敬告青年》，李大钊发表《青春》，

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鲁迅发
表《狂人日记》，毛泽东发表《体育之
研究》等。 《新青年》杂志纸墨留痕，

在电视剧镜头表现中， 我们看到的
依然是当年的文章原版样式。 所以
当角色在剧中奋笔疾书或者热烈讨
论时， 就仿佛打开了时空隧道的大
门———被凝结在文字中的时光刹那
间流淌起来，那些充满激情、勇气、

担当与智慧的思想， 也在转瞬间照
亮所有过去与当下的读者心灵。

此外，《新青年》 杂志及其文章
也成为电视剧叙事结构中自然而然
的转场结点。 比如第三集中表现《新
青年》杂志前身《青年》在上海创刊
的段落，在画外音提示《青年》杂志
的意义之后， 镜头立即游转于广袤
的时空： 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
兴奋地赞叹陈独秀 “一出手就是个
惊天大炸雷”，二十八画生（毛泽东）

在长沙与蔡和森、 李立三等人谈论
“《青年》杂志是个宝贝 ”，周恩来在
天津南开中学礼堂满怀激情地诵读
《敬告青年》， 民间艺人在上海街头
以沪腔小调的形式介绍创刊号内
容，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在人群中奔
走叫卖杂志。 这种平行蒙太奇的场
景联结方式， 既在叙事上巧妙地安
排了毛泽东、 周恩来这样的重要人
物在电视剧中首次出场， 也暗示着
新思想在旧时代无远弗届的传播力
与影响力。

之于北京大学， 编创者则采用
了内部时空与外部时空交错展开的
叙事策略。 《觉醒年代》真实还原了
蔡元培任校长时期 “兼容并包”、人
才济济的北大氛围， 继而很自然地
聚焦于北大校园内部的新与旧的思
想碰撞图景。 这些生动活泼的故事
往往既自成单元，讲究悬念、巧合、

对比等叙事技巧运用； 又极注重表
现人物的丰富细节， 便是对立阵营
的人物也不脸谱化———比如辜鸿铭
就被塑造为一个外表保守但内心火
热的圆形人物， 这就大大增加了电
视剧的戏剧张力。另一方面，剧中的
北大校园又绝不是封闭的， 在先进
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思想的汇聚中 ，

始终激荡着“为中国寻找出路”的指
向外部社会时空的强大力量。 也正
是这种力量， 最终将奔涌的文化启
蒙带向壮阔的革命行动。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但人的思
想却可以通过语言文字载体恒久流
传。 面对百年之前那些著名的演说
稿或者报刊文章，《觉醒年代》 创造
性地将其转化为一场场镜头前浓墨
重彩的演讲段落，这些或辞采飞扬、

或鞭辟入里、或睿智深沉的语言，是
那个时代最振聋发聩的声音。 当历
史当事人的语言通过电视剧中的演
员声情并茂地被艺术化再现时 ，便
每每构成剧集单元中的叙事高潮。

试举第 38 集中陈独秀和李大
钊带领学生登居庸关长城这场戏为
例。天高云淡，长城蜿蜒盘旋在群山
之中，陈独秀在感慨“何处望神州 ，

满眼风光望故楼”之后，一个转身 ，

面向学生们开始宣告 “我们理想的
社会是诚实的 、 进步的 、 积极的
……” 这段演说即取自于五四运动
之后陈独秀发表的《本志宣言》；掌声
响起，李大钊向孩子们提出忠告，“我
希望你们以青春之力量……”， 而学
生们则合诵“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
之家庭， 青春之国家， 青春之民族
……”作为回应。 这段诵读也取自于
李大钊《青春》的原文。

任何华丽的台词分量都比不上
这些真实历史文本的分量———历史
用自己的声音做注解会更恰如其
分。 先驱们历史现场的“原声”映照
着编创者按照历史逻辑与思想逻辑
设计的人物台词， 形成了电视剧叙
事“思想引领时代”的主基调———铿
锵有力而又激情飞扬。 这样的旋律
曾经在中国现代史的深处一次次奏
响， 如今又在屏幕前召唤着新时代
的中国人。 跨越年龄世代阻隔的集
体审美图景分明喻示着： 历史是人
们精神生活的原乡， 那些照耀历史
的思想光芒同样会点亮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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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觉醒年代》

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
作歌靠少年，努力与天争

《觉醒年代》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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