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产重大革命题材剧《破晓东方》表

现的新中国成立前后“战上海”“建上海”

往事，在我国文艺史上有着纵跨60载的

创作前史，先后有1959年的电影《战上

海》、改革开放初期1981年公演的话剧

《陈毅市长》（之后黄佐临先生将之搬上

银幕，影响更巨），以及上海交大教授刘

统先生撰写、2018年出版、获得“五个一

工程”奖的纪实文学《战上海》——《破晓

东方》也即改编自这部书。

丰富的创作前史有力说明“战上海”

这段中国革命史建设史岁月是怎样地惊

心动魄，其间的“立国之战”对几代创作

者们又有着多么强大的吸引力，由此也

赋予了《破晓东方》在剧作上得天独厚的

优势。该剧将《战上海》与《陈毅市长》有

机结合在一起，借助电视剧的叙事体量，

全景深入地展现了这一历史过程，在追

缅、致敬中回应着过往的历史书写与互

文叙事，揭示、充实、补白，并在新的时代

背景下拓展出新的艺术表现空间，真切

演绎出人民军队在解放战争中英勇解放

大上海的革命颂歌，也感人肺腑地谱写

了一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这座

大城市与人民群众一道走向新生的恢弘

史诗。

《破晓东方》聚焦上海解放前后的重

大革命历史。

“战上海”武戏激烈，华东三野的将

士们为了保护上海的城市面貌，不用重

型炮，只用轻武器，前赴后继激战15天，

几万人倒在了共和国成立的前夜，“战上

海”之难、战士们的壮烈牺牲感天动地；

同时，武戏中又夹杂着变奏曲，开篇即表

现真实历史人物——上海地下党情报员

李白舍身发送解放军渡江战役紧急情报

而不幸被捕，共产党人舍生忘死的英雄

主义情怀与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同

名新编舞剧跨越时空、互文激荡。“战上

海”的武戏还夹杂文戏，所谓武戏文唱、

文武结合。剧中，纪南音和陆修远假扮

成国民党军官夫妻，以过人胆识深入敌

部，劝降国民党上海临时司令官；再如

表现年轻的迟浩田带着两个士兵通过

下水道来到国民党兵营前、威慑千余敌

人缴械投降等都让“战上海”在充沛的

历史感中，平添了自然可信又曲折多姿

的戏剧性与传奇色彩，将“战上海”的老

故事演绎得壮怀激烈又引人入胜。

“建上海”之艰从解放军入城前后就

已开始，这一阶段虽以文戏居多，但文戏

中的节奏感与紧迫感让作品张弛有度，

有着较强的戏剧张力。其中有当下观众

不太熟悉的丹阳整训，也有影视剧中多

次表现过的战士们不入民户、睡在街上

的著名场景，该剧的艺术处理翻出了新

意，让人耳目一新。再如陈毅市长和人

民政府面对国民党留下的旧上海烂摊

子，经历了一个个难关——推行人民币

的艰难，与投机商人进行银元金融战，米

粮、面纱与燃煤的“两白一黑”战以及稳

定物价战……在这些经济仗的文戏之

间，陈毅市长与人民政府广泛团结社会

各界人士，其中黄炎培先生北上、请工商

联的秦老板从香港返沪等都是剧中充满

紧迫感的文戏段落。剧中还表现了上海

底层百姓的生存境遇、工人当家作主、自

主研发锅炉改造，也包括对多对年轻人

爱情的节制表现。

同时在以上文戏戏码中，还有人民

政府、公安人员对国民党残渣余孽——

搞破坏的罪犯流氓、潜伏下来的特务、兴

风作浪的投机商人进行坚决专政，作品

还对国民党轰炸破坏上海建设、台风肆

虐、政府救灾都有着细腻呈现。再有，从

谍战到国安的类型转换更增加了抓捕特

务的难度。如此这般，“建上海”以文戏为

主、武戏为辅，文戏武唱、文武搭配，还糅

合了多种题材元素，经济/行业、民生/年

代、国安/谍战……大小事件、叙事线索、

各类人物紧密有序地编织在一起，作品

饱满扎实、主次分明、不枝不蔓，节奏沉稳

而富变化、张弛有度。借用戏曲界评价

才艺全面的演员是“文武昆乱不挡”的说

法，《破晓东方》也是文戏武戏精彩迭出；

在对历史真实还原的前提下，多种题材

元素彼此交融、别开生面，有力开拓了重

大革命题材剧的艺术表现空间。

《破晓东方》在情节上以文武戏结合

巧妙推进，人物上则采取真实历史人物

与虚构人物彼此搭配，虚构人物的戏份

较重，对情节有较强的推动力，如此通过

虚实搭配也拓展了重大革命题材剧的表

现空间，其艺术探索值得肯定。

作品将陈毅市长放在特定的历史环

境、背景、事件中展现他的个性特征，并

在丰富的人物关系中多角度展示其人格

魅力。在剧中，“关关难过关关过”——

身处新旧政权交替的历史转折中，该剧

充分表现陈毅元帅“文能提笔安天下,武

能上马定乾坤”的文韬武略：与黄炎培等

民主人士相谈他敬重有加、真诚相待；和

荣毅仁等爱国商人交往他平易近人、爱

护支持；面对为所欲为的狂妄投机商人

赵丰年，他的宣战振聋发聩、言出必行。

他更是为灾情中的老百姓心力交瘁的好

市长、把老战友放在心尖上的实诚人，他

还是为大学生热忱讲述血与火革命往事

的激情演说家……在上海只做了一年市

长的陈毅元帅能够带领上海新政府和上

海人民共同克服无数艰难挑战、居功至

伟，也是至今人们无法忘怀、不断歌咏追

缅他的原因。其间，更有力回答了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重大历史命题。演员

张嘉益的表演自然、神似，塑造出陈毅元

帅深入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共产

党人风采与伟岸的人格力量。

其他群像人物如毛主席、周总理、黄

炎培、宋庆龄、陈云、曾山、荣毅仁、张茜

等都有较好的演绎，曾山的宽厚务实、陈

云的经济头脑与干练作风、荣毅仁处事

待人的真诚宽厚都各具风采。

虚构人物如纪南音、陆修远、田国

立、林秉良几人戏份较多、人物比较丰

满，人物行动情感紧紧围绕重大事件展

开，又开阔了表现空间。再如米知礼父

女，米时节所在的铅笔厂迁往哈尔滨，对

父亲不舍、父女深情的表现都十分感

人。其他如对特务潘立忍不断捣乱失

败、直至灭亡的过程表现得也并不简单

化模式化，或过于弱化敌人，而是一波三

折、惊险不断，增强了情节的戏剧张力。

当然，剧中个别情节段落在细密精

彩程度上还有提升的空间，个别演员功

力不足也多少制约了人物塑造的深厚度

和情感表现力。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中国传媒大
学”基地副主任、教授，此文由作者本人
根据日前在京召开的《破晓东方》研讨会
发言修改整理而成）

古风类网络文学写作有了新变，
虽然故事依旧以朝代框架和东方色彩
为基础，脱不开历史文化的传统内涵，
但它们总能在传统的基础上令人耳目
一新，显示出网络民间小叙事的多样
动能。

比如《边关小厨娘》用专精的技术
扭转炮灰命运；《成何体统》在宫斗中展
开智力博弈；《太白金星有点烦》《早安，
三国打工人》则一反经典同人文逆天改
命换主角的讲法，将目光投向出其不意
的角度……

在传承与发扬历史文化的过程中，
网络文学经历了从观望、研读向体验、
领会的转变。广大网民赋予这一领域
充分的动态和活力，让历史类网文不再
追求戏剧性的壮丽，而是在虚构场景下
强调情感和逻辑的真实，挣脱早期统一
的浪漫儿女英雄梦，逐渐分化为戏谑与
平实双峰并立的幻想共同体。现实与
想象的双向奔赴，在对传统文化的继
承、化用与赋活中，赋予网络小说向更
高精神境界开拓的动力。

依托史实讲述的历史小说，一直是
网络文学中老少咸宜的类型。早年《明
朝那些事儿》《家园》等作品虽然发表在
网上，但它们以贴近正史、信史为追求，
阅读感受也近似书本。只有从较以往

更充沛的情感和不时跳出语境的评述
方式里，才可见网络人气即时互动的
痕迹。相比之下，《新宋》《覆汉》以及
《秦吏》《汉阙》等作品，则彻底实现了
自历史小说向历史网文的转变，虽同样
以史书真实记载为框架，却利用流行网
文套路赋予角色重生穿越等属性。主
角虽已知结局，却并非以预言家或救世
主的幻想身份制造爽感，而借助个人遭
际感应历史的壮丽与悲怆。虽然人物
是幻想性的，但其当代意识和共通感受
却浓缩了广大网友重述历史的意愿，能
够在差异化的网络大众之间构建情感
的真实。

玄幻仙侠文看似天马行空飘忽不
定，但对中华传统的表现也绝非仅停留
在视觉的发髻、汉服，或是音韵层面诗
词套改的生僻句子上。逆袭少年一路
上进，仙人侠客着力修行，秉持的是“君
子以自强不息”的信念；四海八荒的神
仙女帝，虽然在言情虐心的套路中简化
为古今穿越谈恋爱，但设定也总是离不
开古代神话、民间传说与历史故事的融
汇。无论最后隐居山林还是重振朝纲，
都脱胎于古代文人朝堂——天下的理
想，在独善其身之外，常有一个追求天
人和谐、为苍生请命、恢复天道人伦的
高层次理想。它们虽以疏离真实为根
本，但其历史基调、时间感、对神仙的向
往与牺牲精神，流露着与道家的超脱、
楚歌的狂放、诗与酒的浪漫情怀相互映
衬的审美追求。这种不拘一格的张扬
想象力，在我国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流

的当代文学中一度较为缺乏，却在网络
小说中复活，成为网民续写传统意象的
辅助。

借助史料传说和网络文学特色手
法，这些小说从现实界向想象界不断演
进，让真真假假的网文讲述在大众的认
知和情感之间达成最大共识。架空年
代、幻想身份以及贯穿“无为而治”思想
的不确定结局，为想象赢得更广阔的空
间。它们并非着意戏说历史，而相当于
一个放大镜，将屏幕对面网民的目光投
向细节，达到让当代人“亲眼见、亲耳
听”的效果。网络手法与历史现实的融
合，是技术助力下网民好奇心和发声欲
的综合产物。在漫无边际的想象中，古
老中华文明向不同维度伸展，搭建起民
间视野中的传统世界。

盗墓文、寻宝文和民俗传说文，将
都市传说、神怪妖蛊等无形物与切实可
感的文物、科考相联，以文字营造类似
考古的现场，不仅为风雨不近的都市生
活开辟冒险通道，也像博物馆一样提供
了神游古老文明的机会。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文物
虽不能言，却最容易引发讨论。早期盗
墓文《鬼吹灯》成功点燃民众热情，《盗
墓笔记》使正邪莫辨的“盗墓”转化为好
友探险，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题材在法律

和伦理方面的限制。这一题材后续转
为寻宝、鉴宝和异能，如《黄金瞳》主角
拥有X光加数据库般的双眼，《大宝鉴》
则通过捡漏暴富令人兴奋。

风水五行、巫蛊妖咒等是盗墓鉴宝
文营造悬疑恐怖气氛的秘诀，而这一类
写作也对传统神怪体系进行了拓展，如
南派三叔新作《王母鬼宴》写尽墓中妖物
后，开始渲染不可见的天机；南无袈裟理
科佛也从最初偏远的《苗疆蛊事》步入了
《平妖二十年》宽广的平行空间。与现实
生活的距离感，与信仰相关的神秘仪式，
有形的宝物与莫测的神祇，以及恐怖描
写的流变构成类型兴奋点。

利用人们对古老年代、失传技艺和
昂贵价值的窥探欲，盗墓寻宝文让博物
馆展柜里一尘不染的展品从默默无声
的器物转化为神力附着的灵物，开口讲
述千百年繁华与多舛交织的神秘故事。

网络文学发展二十余年，与历史文
化相关的作品贯穿始终，几乎不受付费
模式、媒介转型和话题潮流等因素影
响，是领域内经久不衰的题材。历史时
序和王朝脉络提供框架，古代名人的传
奇经历构造情节，文物、工艺乃至文化
经典都构成想象源头，而网络趣缘社区
对话题的集中整合，又鼓励人们将好奇
心变成文字。以上因素共同酝酿网络

历史文化类主题的繁荣。
从现实层面看，网民的求知欲、作

者的代言心态和分享欲望，是推进历史
文化类网络小说创作繁荣的重要动
力。网络提供低成本知识获取，数字资
源的普及将大部头史书变得轻巧易读，
拓展普通人接触稀缺史料的机会，而求
知欲推动网络群体不懈地探索，千年悬
案和历史谜题在公众的场域里面对集
思广益的演绎。作为网民群体言说的
代表，自发的网络作者未必拥有历史学
识和完备逻辑，却以分享意识和探索精
神著称。他们不仅独自阅读，更期望为
网民给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借助数据
库、网站和论坛，他们像学究一样翻阅
史书，像侦探一样回溯现场，在古老史
书寥寥的缝隙中连缀接地气的细节，更
以鲜活的网络语言和当代价值观，让简
略的古文生发出现代情与味的空间。
作者替网民读史书，在网上编故事，同
时也构建新的知识传播和分享体系。
他们是当代读者和历史人物的双重代
理，将书面文明规定读法和记忆点的史
书转变为屏幕中兴趣导向、情感丰沛的
写作专题。

从想象生发机制看，传统精神的包
容与概括，有形物质与无形技艺的传
承，在网络上营造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认
识基础。无论代码演绎的数位诗，还是
玄幻、架空小说，即便最时尚的潮流，也
融汇着与古老历史相关的文化想象。
国人凭与生俱来的文化亲缘，将与传统
文化相关的一切元素符号杂糅到传奇

故事中，充实网络文学的仓库。如《传
国工匠》《大旗袍师》《一脉承腔》等，将
历史民俗与新兴行业、青年娱乐结合，
让外行了解内行，从当代观望古代，把
抽象的传统文化知识变成具体生动的
故事。这类非遗传承文本是网络文学
为迎合现实题材引导的产物，却因丰富
中华文化的滋养而打开了网络构思的
新路径。

网络小说构架在将历史真实和虚
构想象融为一炉的大叙事基础上，以古
今穿插不受限制的个人言说构造连缀，
难免将严肃历史解构为泛娱乐化的小
趣味。而《唐朝穿越指南》《唐朝定居指
南》等在戏谑中展开反思，不仅展示出
公众追问的力量，也标志着网络写作可
信度、精密度的提升。因此，虽然情绪
和情感导向的网络写作挑战了历史的
严谨理性，但另一方面，网民的探索与
解读也凸显当代知识主体将历史从外
在对象内化为理解运用对象的过程。

在想象与现实联手、当代与过往贯
通的新时代网文中，传统文化不再是沉
淀在现代人集体无意识中的抽象概念，
而内化为情节、转换为感受，构成故事
的底蕴和脉络。在网络青年的构思、讨
论、评议与传播中，网络文学既传承过
往，也映照当下，每一个精彩的故事都
是想象与现实的双向奔赴。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
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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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先锋探索重新定义中国动画

 11版 · 文艺百家 10版 · 影视

踏上“寻色中国”的旅程

 12版 · 艺术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拓展出新的艺术表现空间
——评重大革命题材剧《破晓东方》

戴清

传统文化如何为网络叙事注入新动能
许苗苗

文武结合 多类交融

虚实搭配 群像生辉

历史真实与网文真实

博物馆内外的冒险之旅

现实与想象的双向奔赴

 《破晓东方》将陈毅市长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背景、事件中展现他的个性特征，并在

丰富的人物关系中多角度展示其人格魅力。演员张嘉益的表演自然、神似，塑造出陈毅元帅深

入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共产党人风采与伟岸的人格力量。图为《破晓东方》陈毅剧照

 《破晓东方》将《战上海》与《陈毅市长》有机结合在一起，借助电视剧的叙事体

量，全景深入地展现了这一历史过程，真切演绎出人民军队在解放战争中英勇解放大

上海的革命颂歌，也感人肺腑地谱写了一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这座大城市与

人民群众一道走向新生的恢弘史诗。图为《破晓东方》剧照
在对历史真实还原的前提

下，多种题材元素彼此交融、别开

生面，有力开拓了重大革命题材

剧的艺术表现空间

真实历史人物与虚构人

物彼此搭配，虚构人物的行

动情感紧紧围绕重大事件展

开，对情节有较强的推动力

电影越来越长，会成为趋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