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长时间里， 在国产历史题材电视剧

领域， 存在着古装剧的高歌猛进与历史剧

的逐渐式微现象。但今年以来，种种迹象表

明，古装剧热正在退潮，投放市场的几部大

古装剧基本上反响平平， 豆瓣评分也创下

新低。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剧能够自

动收复失地而重回主场。 今天的古装剧

固然需要提质减量，摆脱“怪力乱神”类虚构

内容的纠缠而实现其内容更新；历史剧要

“满血复活”，则需跳出“权谋政治”情结并

寻求新的审美表达手法。 实际上，古装剧

与历史剧， 并不存在一个非此即彼的问

题。 无论是用古装剧还是用历史剧，都可

以实现对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而在避免了二者各自存在的问题

和弊端，并相互吸取了对方的优长和特点

之后，我们或许可以期待一种新历史题材

创作的样式。

得失之辨：

古装剧与历史剧的此消彼长

作为中国电视剧的传统类型之一，

历史剧创作确曾有过辉煌的成绩，许多

历史剧甚至已成为了中国电视剧史上

的经典之作。 像《汉武大帝》《三国演义》

《雍正王朝》《天下粮仓》《大明王朝1566》

《大秦帝国》以及近年来创作的《赵氏孤

儿》《大清盐商》 等等， 都在人们的记忆

中，留有深刻印象。

但历史剧近年来被挤出创作主场，

除了产业环境的改变等客观原因之外，

其自身原因主要还有三条：传统的历史

剧往往过度集中于“帝王家谱”式的故事

内容 ，在题材狭窄的同时 ，也缺失了更

加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更加丰富的人物形

象；对封建的“权谋政治”“帝王权术”和

“宫闱密事”的描写兴趣过于浓厚，使君

臣的权谋争斗在剧中成了历史发展的主

线； 传统历史剧创作在观念突破和形式

创新上缺乏表现， 比起古装剧的内容多

元、类型多样和手法多变，历史剧愈来愈

显得面目呆板，在面对年轻观众和新的电

视剧审美潮流与技术手段上，传统历史剧

已落后了许多。

与此同时，古装剧在从历史剧中分离出

来之后，确实是开创了一种新的想象性历史

的叙事方式， 丰富了中国电视剧的内容和

样式，也适应了年轻人的观赏趣味，有一

些高品质的古装剧作，如《琅琊榜》《清平

乐》《长安十二时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

红瘦 》《鹤立华亭 》《庆余年 》等 ，它们在

虚构故事里融入的历史情结和表达出

的历史镜象都颇具历史意蕴， 故事讲述

得精致， 把握住历史感与想象力之间的

平衡，描摹和再现历史场景的细腻，也体

现出了创作者的才华和创新成果。 这些

作品不但得到观众认可， 同时也扩大了

中国电视剧在海外的影响力。 还有一些

古装剧，以青春励志、热血成长为主题，

将一些现代人的情绪与观念， 植入历史

语境中，丰富了古装剧的题材类型，如《大

宋少年志》等，这些也都应看作是古装剧

对中国电视剧的贡献。

但同时也有一些古装剧，从内容到形

式，都缺少了这种正向的创新力。 比如古

偶、古宠、言情等等，只求古今混搭反差后的

效果，而不顾内容与情节逻辑的合理等等。

未来之势：

对新历史题材剧创作的期待

对 “新历史题材剧” 抱以期待的前

提， 是避免古装剧和历史剧各自存在的

问题和弊端，摆脱当前古装剧“过度虚构

历史幻象”和克服传统历史剧“过度沉迷帝

王情节”， 在保持各自类型化发展的同时，

能优势互补， 各施擅长， 让厚重感与青春

化、历史文本与想象才华，依史写实与虚史

写意，传统魅力与流行时尚既能融为一体，

又有多元表达，实现各自的进阶与提升。

在此基础上， 新历史题材剧要具备

更加开阔的历史视野，把创作的目光面向

更加广阔的历史层面和社会生活层面，

既要有纵览历史风云的宏大叙事， 也需

要有寻常巷陌中的红尘烟火。新历史题材

创作也同样应该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立场。流传至今而魅力仍在的《清明上

河图》中所描绘的历史风物、社会场景、

生活状态、五行八作和人物百态，对新历史

题材剧创作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新历史题材剧要具备丰富的历史

想象力和艺术感染力。 之所以要强调历

史想象力， 是因为对历史题材影视剧创

作而言， 想象力不仅是一种更生动更形

象的对历史的开掘力、创造力和表现力，

某种意义上，它也属于让历史具备“艺术

真实”的能力。想象力更能让历史题材创

作具备“诗史相融”的品格和魅力。 因此

新历史题材剧创作， 在实现历史思维与

审美思维的结合上， 还要倾注巨大的艺

术心血， 让历史既能呈现出它自身真实

的力量，又能焕发出夺目的艺术光彩。

新历史题材剧创作要体现出对历

史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弘扬。中国历史是

宏大的也是复杂的，新历史题材剧在思

想价值和审美发现上的着眼点和落脚

点， 应以弘扬中华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

纽带和核心价值观， 发现中华民族最基

本的文化基因和最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

力量， 展示出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气场

和魂有所定、 行有所依的精神特质为旨

归， 这也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历

史动力。

新历史题材剧要继承和弘扬中华美

学精神，展现中华审美风范。特别是在今

天， 影视创作观念手法和制作技术日益

国际化、流行化和时尚化的前提下，更不

能忽略中华文化所特有的审美特征。

现实之需：

哪些题材领域可以重点关注

任何意义上的“历史感”，都无不包

含着对现实的思考和当下的需求，要寻

找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对话途径”，这应

该是新历史题材剧创作当前要确立的

选题思路和关注焦点。

从中国历史发展进步的宏观趋势来

思考新历史题材剧创作，可以有以下几

个创作关注焦点：国家统一题材、民族融

合题材、社会变革或社会治理题材和“治

世盛象”题材。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四个

正向趋势，体现了历史进步潮流所向，是

最具历史张力和戏剧张力的创作母题，

也是中国古代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和

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源流。

从优秀传统文化角度来思考新历史

题材剧创作， 可以有以下几个题材关注

焦点： 一是要关注中华民族优秀历史人

物序列，在他们身上，都集中体现了中华

优秀文化的精华和被优秀文化所浸染出

的独特性格与人格。 许多前辈文艺家的

历史题材作品如鲁迅的《故事新编》，郭

沫若的剧作《屈原》《蔡文姬》，曹禺的剧

作 《胆剑篇 》《王昭君 》，田汉的剧作 《关

汉卿 》等 ，都是从优秀历史人物序列中

获取了宝贵的历史资源。二是要关注对

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 像古

代神话，民间传说、历史传奇，文物典籍

以及名人名篇名著的改编等。其实，中国

古代的神话谱系和民间传说， 比今天古

装剧中所编造的那些仙侠玄幻类的内

容，要丰富厚重和精彩得多，我们完全没

有必要也不应该舍本逐末和数典忘祖。

而当下在文化领域出现的“国潮热”，也再

次证明了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流行文化

之间，完全可以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同构。

三是要关注新的历史研究成果和新的史

料发现以及重大考古发现， 选取新的角

度，激发创作灵感 ，为历史题材创作注

入最新的历史内容和当代话题 。 比如

不久前在南昌的汉代海昏侯刘贺墓中，

出土了一万多件文物，光黄金就塞满了

棺材， 还有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中呈现出

的众多历史文化之谜等等，都可以使人

们对过往历史有更多新的认知，从而获

得更加丰富的艺术想象和历史剧创作

素材。

从中国古代百姓日常生活角度来

思考新历史题材剧创作，可以聚焦中国

历史中的社会生活主题或话题，从人民

性的立场出发， 来描摹出历史风物、社

会风貌、生活风情。 从民间市井到家庭

生活中，写出中国人特有的情感伦理以

及敬贤能、重和睦、守气节、讲互助等等

人性的善良与美好，进而表现出东方文

化所特有的人情美善， 以及饮食起居、

邻里关系 、为人处事 、世态人情等方面

的优长与特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古代

的家庭生活剧。

（作者为文艺评论家、 中国广播电
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

卞芸璐

电视剧“脱虚向实”，题材只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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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新历史题材创作的破题
李京盛

细数近年电视剧创作的新趋势 ，

“现实转向”算上关键词之一。 之所以如
此， 一来与流量追逐失效与 IP 迷信的
破除有关，二来与主题创作规划与文学
精神复归有关。

具体到今年的电视剧创作， 越来越
多的剧集在题材上趋实避虚。 不少原本
不在电视剧选题视野中的历史、 现实切
面，开始在荧屏上与观众相见。 比如在民
国乱世风云中讲实业济世、 金融救国的
《光芒》， 以抗日为背景却侧重表现后方
支持的《烽火抗大》，以及用三代航空人
串起中国 70年航天工业发展的《逐梦蓝
天》等，都是其中代表。

这些摸着时代脉搏下笔，以历史、现实
为据的选题能够脱颖而出、形成规模，自然
是好事一桩。但从剧集具体呈现看，选题的
现实转向与艺术表达的现实主义复归，却
并非总能步调一致。 此类电视剧在题材与
艺术表达上的偏差，值得深入探讨。

年轻化的迷思

在如今媒介融合的剧集接受环境
下，一部剧年轻观众关不关心 、认不认
可，会对作品的口碑形成和二次传播产
生很大影响。 因此，充分考虑剧集对年
轻人的作用和影响，已经成为当下电视
剧工作者的创作自觉。 此类从史实和现
实原型中取材的剧集也不例外，但对于
年轻化表达究竟是什么，如何与严肃题
材适配，有些主创却考虑欠周。

追求年轻化表达， 塑造青年主角，

赋予年轻观众更容易代入的同龄人视
角，这自然是捷径一条。但在不同历史时
期、现实背景下的年轻人，大到集体性格
与思维偏好、中到家庭结构与情感模式、

小到言行举止与体态习惯，都有所不同。

同样是个性张扬， 当代年轻人的玩世不
恭和战争年代青年人的桀骜不驯， 就区
别很大。如果主创想当然地合并同类项，

把当代青年的生活重心、 热议话题乃至
语言习惯植入到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青
年， 甚至是革命战士身上， 就难免造成
“穿越”感。 这也是当下不少题材严肃但
表达失准的电视剧在创作上的通病。

追求年轻化表达，更不意味能够脱
离历史与现实背景，随意添加爱情的佐
料、女性独立的爽感。 如今，因为年轻观
众们要互动、要表达、要社交，所以部分
主创就养成了在情节中埋话题 、 藏焦
虑、戳痛点的创作习惯。 但这些技巧在
需要现实主义深挖的严肃题材创作中，

往往会生出割裂感。 本该在斗争与建设
主线上发光发热的主角，非要在一见钟
情中消耗热情 ， 在多角关系中反复纠
缠。 不管是富家小姐还是质朴要强的农
村女性，都要把女性觉醒的台词挂在嘴
边。 这非但不能激起话题、戳中痛点，反
而容易让情节逻辑脱轨。

这些关于年轻化表达的迷思，归根
到底是因为把年轻观众特殊化了。 虽然
不同年龄层的观众审美偏好不同，但终
极的艺术标准是一致的，那就是有没有
活生生地表达一个时代 ， 有没有说真

话、演真人。 《烽火抗大》中，镜头只要一
对准课堂就生动，哪怕是军事地形课上
拿窝头、 萝卜当教具教等高线的戏，弹
幕都好评涌动。 可见，只要真字当头，年
轻观众并非只爱撒糖与爽感。

传奇套路的惯性

从艺术规律上讲，传奇化与现实主
义并非完全对立，但传奇套路就另当别
论了。 具体到电视剧创作传统中，以民
主主义革命为背景的民国剧、 抗战剧，

和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背景的年代
剧，都曾各自发展出了一套求奇 、求异
的强戏剧性叙事模式。 如今，有些剧集
在取材上找到了荧屏表达的历史空白、

现实断点，但在叙事传统上却不自觉地
沿袭了传奇惯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题
材的深度挖掘。

比如，以往的传奇剧中习惯塑造身
世奇异、经历非凡 ，能力超群的世俗英
雄形象。 电视剧《光芒》在塑造男主角程
亦治时，也采用了类似手法。 他本出身
寒微，后因与银行家女儿的联姻迅速进
入传统钱业。 在钱庄，耳聪目明、长袖善
舞的他成长迅速。 但很快，他发现了旧
钱业的肮脏底细，于是选择走上了创办
新银行的道路，也开启了自己金融破浪
之旅。 剧中的人物塑造并非不精彩，命
运辗转并非不曲折，但既然已经铺陈了
时代细节，勾画了经济线条发展的云波
诡谲， 那么让主人公多一些底层磨砺，

少一些处境之奇 、 婚姻之奇是否会更
好？ 这值得我们多加思考。

再比如，传奇剧习惯放大人物关系
的戏剧性 ，大量运用偶然 、巧合元素把
人物的命运碰撞推向高潮。 诚然，我们
如今回看历史，常能在细微之处发现大
量的戏剧性。 但在一段以大干快上为背
景， 以科研攻关为戏剧主线的故事中，

毫无铺垫地把两位主角设计为失散多
年的兄妹，是否能够帮助人物塑造？ 在
社会主义建设中，牺牲在所难免。 一位
年轻女性因突然丧夫 、悲痛欲绝 ，却因
为怀有身孕重拾了生活的勇气，这样的
情节具有一定现实代表性。 但是否需要
像《逐梦蓝天》中那样，把戏剧张力集中
到一场投湖自尽的戏中，通过好友冲她
喊一句“你怀孕了 ”这样的极致台词来
展现，值得商榷。

向“快”看齐的副作用

随着电视剧观看环境从家庭向个
人的转化， 如今观众对剧集信息密度、

情节强度的要求变高了，电视剧的节奏
提速也成了普遍现象。 但是快节奏、强
情节、多反转的叙事方式 ，在某些现实
题材中是否适用需要仔细考量，其中尺
度的把握也是一门学问。

部分严肃题材电视剧的主创，担心
历史上真实的转折与矛盾有限， 没办法
保证情节密度，于是另设类型化支线，提
高情节强度。比如在反映抗大筹备、建设

与管理、发展的电视剧《烽火抗大》中，便
设计了大量的间谍潜伏与甄别的情节。

客观上讲， 这样的情节铺陈升级了冲突
强度，实现了情节节奏的加速。但如果能
换个思路，在小历史上下功夫，把思想政
治教育、课堂和实战教学中的小矛盾、小
冲突写好，是否会更有味道？

还有一些主创对快节奏、强情节的
理解走了极端，不仅人物和人物关系设
计得极为复杂， 主线情节也飞速推进。

这样盲目地向“快”看齐，对人物塑造产
生了不小伤害。 很多好不容易塑造起来
的生动配角 ，本来有组成群像 、侧写时
代的潜力，但却因为情节提速沦为了功
能人物，突然下线。 对于有成长弧光的
主角，为提速而提速的主线 ，也失去了

“情节是性格的发展史”的功能。 一个关
键的性格成长，常在一两句台词的功夫
就“想通了”，有时候为了服务于情节发
展，甚至出现了性格逻辑“下跳棋”这样
的非现实主义表达。

正常的剧集创作生态中，现实主义
和浪漫主义相伴而行 ， 引领之作与娱
乐之花各司其职。 近年来的问题是，题
材的现实转向步伐稳健 ， 但配套的现
实主义创作论却慢了半拍 。 我们不仅
期待看见更多取材现实的电视剧 ，更
希望这些好题材能彰显它们应有的荧
屏影响力。

（作者为广播电视艺术博士 、山东
师范大学讲师）

——— 剖析今年几部以历史、现实为据的电视剧

▲ 90后演员蔡文静在电视剧《光芒》中饰演吴丽姿

古装剧开创了新的想

象性历史的叙事方式 ，其

中不乏 《琅琊榜》《长安十

二时辰》《庆余年》 等高品

质剧作。图①为《长安十二

时辰 》海报 ，图②为 《琅琊

榜》剧照，图③为《庆余年》

剧照

③

①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