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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重建认识华夏文明之根的新视野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创作辅导讲座举行，中国神话学会会长叶舒宪在首讲上呼吁———

“新世纪畅销文学作品 《达芬奇密

码》， 灵感完全取决于考古新发现———
女神的文明 。 莫言小说 《蛙 》 中 的 青

蛙， 也并非凭空蹦出的， 它是至少有着

上万年历史的重要神话原型 。” 昨天 ，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 文艺创

作与文化传播工程创作研究系列辅导讲

座 （以下简称 “创世神话辅导讲座 ”）
于中华艺术宫首度开讲。 讲座嘉宾———
上海交通大学志远讲席教授、 中国神话

学会会长叶舒宪， 不时以深入浅出的举

例提醒听众， 遥远的神话是我们值得珍

视的创作灵感库， 也是我们值得栖身的

精神故乡。
这个 7 月， 总计五场创世神话辅导

讲座亮相中华艺术宫， 根据市委宣传部

的统一部署， 由市文广影视局主办， 上

海艺术研究所、 中华艺术宫承办。 除了

叶舒宪昨天带来的 《从神话学看中国文

化》， 还包括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

所教授田兆元 7 月 6 日的 《中国创世神

话的类型与谱系》，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

授 、 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陈连 山 7 月

14 日的 《中国古代神话的涵义》， 中国

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黄德海 7 月 19
日的 《中国古代神话损益》， 上海社会

科学院研究所副研究员毕旭玲 7 月 20
日的《中国上古神话的组合与解构》。 记

者从主办方了解到，参与讲座的听众，一
部分是来自本市各高校、文艺院团、美术

单位、 影视机构从事创作和研究的一线

人员， 另一部分是社会听众， 他们对神

话题材的浓厚兴趣超乎预料， 开放的预

约名额数小时内就被全部预约完。

需要探寻的是 “神话中
国”，一种来自神话的思维方式

世界文学史的惯例， 似乎都是从神

话开始讲述； 一提中国的神话， 人们习

惯从 《诗经 》 《楚辞 》 《山海 经 》 讲

起。 叶舒宪却强调： “神话不是属于文

学的。 把神话归为文学， 归为民间文学

的一个体裁， 这是一种窄化。 神话来自

没 有 文 字 的 史 前 时 代 ， 它 是 文 、 史 、
哲、 政治、 宗教等一切人文学科的共同

源头 。” 在他看来 ， 人们需要探寻的 ，
不仅仅是对应希腊罗马神话等文学本位

概 念 的 “中 国 神 话 ” ， 而 是 “神 话 中

国”。 这是一种来自神话的思维方式。
经史子集等传统国学资料固然是了

解中华创世神话的一重途径， 叶舒宪更

提出另外三重或许被人忽视的途径， 一

是出土的文字资料， 一是口耳相传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 一是以文物及图像为代

表的艺术史和考古学资料———这是他的

“四重证据法”。 “从有汉字记录的小传

统拓展到传说、 文物等先于文献而存在

的大传统， 有助于揭示我们很多以前不

知道的文化来源问题。”

“熊图腾”“玉文化”中，藏
着创意与想象的源泉

讲座中， 叶舒宪以 “四重证据法”

为听众掀开的 “神话中国 ” 一 角 ， 令

人大开眼界。 他认为华夏文明神话的历

史渊源中 ， 就藏 着 未 来 的 创 意 与 想 象

源泉。
原来， 中华文化的图腾崇拜中， 先

于 “龙图腾” 的， 有过流行千年却失落

已久的 “熊图腾”。 “为什么黄帝号有

熊、 伏羲号黄熊、 楚国有 25 位帝王留

下的名字都叫熊某？” 对此， 传世典籍

是没有什么解释的， 出土的文物与口传

的非遗却给出了证据。 在一方近几年考

古发现中新采集来的画像石上 ， 只 见

“熊 ” 被置于左青龙 、 右白虎的正中 ，
占 据 主 神 位 置 ， 而 华 夏 文 明 向 来 以

“中” 为尊。 相互佐证的， 还包括考古

发掘的 5000 年前红山文化女神庙中出

现的神熊塑像和真熊头骨， 甘肃礼县秦先

公墓出土的青铜熊车，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

址出土镶嵌绿松石熊形铜牌， 距今 28 万

年的辽宁金牛山旧石器时代人类洞穴遗址

中的熊头骨等等。 而最好的非遗证物则来

自华佗五禽戏中的 “熊戏”， 用模拟神熊

的修炼姿势， 完成中国版的仿生学神话的

养生实践。
原来 ， 相比秦始皇以武力 统 一 ， 玉

文化以神话信仰统一要足足早上两千年。
“神话中国的一个核心观念是昆仑， 与这

一座神话宇宙山相联系的还有玉山 、 群

玉 之 山 、 黄 帝 、 白 玉 、 玄 玉 、 西 王 母 、
瑶池 、 不死药 、 仙桃之类的系列观念 。”
叶舒宪说 ， 有了对文化大传统的这类深

度新认识， 人们不难看出， 凤翔、 宝鸡、

天水 、 张掖 、 酒泉 、 玉 门 、 乾 齐 、 敦

煌 、 玉门关等都是典型的神话 中 国 之

地名。

创作与传播的一系列尝
试为中华文化培根固源

举办创世神话辅导讲座是与 “开天

辟地———中华创世神话” 文艺创作与文

化传播工程相配套。 这一工程是上海市

委宣传部、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共同组织实施的一项重大创作项目， 通

过创作一批优秀文艺作品梳理中华文明

起源， 展现中华民族精气神， 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提供文化源头上的支

持 。 目前 ， 工程已启动一年多 ， 在 文

学、 美术、 舞台、 影视等文艺创作各个

领域全面推进 。 比如 ， 30 本连环画将

于 8 月出齐； 上海木偶剧团讲述女娲补

天故事的海派木偶剧 《创世》 目前剧本

初稿已完成； 上影前不久启动 “开天辟

地———中华创世神话” 板块中的第一部

影片 《大禹治水》 创作以及系列艺术动

画片 《创世神话》 的创作。
围绕 “创世神话” 的一系列文化传

播方面的相关活动也正在推进 或 酝 酿

中。 比如， 一系列与创世神话相关的美

术公开课、 艺术体验与互动活动、 美术

教育校园行活动等已经或者将在中华艺

术宫举办； 刘海粟美术馆正在筹备以中

华创世神话为主题的互联网艺术大展；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年底计划推出 “中
华艺术史冬令营 ”， 帮助儿童从陶器 、
青铜器等艺术的起源上了解中华文明的

源头。

■本报记者 范昕

文化 广告

三国人物艺术重塑
能否保持历史质感

电视剧《军师联盟》主创希望包含当代人对历史的新理解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

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

知？ ”白居易的这几句诗意思明了：评
价忠奸，盖棺定论也就差不多了。偏偏

历史上有个异类，他身后的骂名，棺材

板都盖不住。
司马懿，最近热播电视剧《军师联

盟》的主角。鉴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
的普及， 司马懿在众人印象里， 就是

“老谋深算”“狼子野心”“腹黑”的代名

词，更是仿佛出生就自带一把山羊胡。
所以，当《军师联盟》从曹魏阵营

的视角讲述司马懿的谋略与无奈时，
当剧中主角是下巴光洁的司马懿时，
争议便出现了。 反方认为剧里的时间

线索与史书不符；正方也拿历史说事，
指出剧中不少细节与典故严丝合缝。
一言蔽之，这是部难以归类的剧，既非

历史正剧， 也绝不是借了历史人物的

名号却离题万里的“同人故事”。 评价

这样一部将历史片段打碎再重新戏剧

化的古装剧，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戴清

一语中的：“它既包含当代人对历史的

理解， 又不违背历史环境及人物的总

体走向， 其中的分寸拿捏正是艺术匠

心和功力的体现。 ”某种角度而言，该
剧为国产历史剧的创新提供了新的范

例———在改写中依旧保持历史质感。

“月旦评”，并非史书的
照本宣科

《军师联盟》的开篇不同寻常，第

一分钟便出现一幅奇妙画卷， 它不讲

述历史背景，而是辅以汉代壁画，叙述

“月旦评”。
月旦评， 东汉末年由汝南郡人许

劭兄弟主持， 对当时人物的诗书字画

等进行品评，常在每月初一发表，故而

得名。无论是谁，一经评点，声名大噪，
引为美谈。这一情节的设置，分明写着

主创的艺术构想：秦汉帝国末期，世家

大族的人才垄断已成大势， 但曹操颁

布 《求贤令》 并借月旦评网罗天下人

才，这份唯才是举的初衷，与汉室王朝形

成根本对立。由此，编剧常江以一个新的

评判标准把一代奸雄从图谋帝位的反派

形象中拉出来。
巧妙的是， 常江并不回避自己的剑

走偏锋， 反而在月旦评中开宗明义———
《军师联盟》 并非历史志书的照本宣科，
也非《三国演义》的新版翻拍。 剧中的这

场月旦评，杨修是主持人，正当他羞辱司

马孚的文章时， 司马家的老二司马懿登

场了。论辩场上棋逢对手，司马懿祭出观

点“史书记载就当真无错吗”，这或许可

视为本剧的创作宗旨———不拘泥历史课

本，不纠结于不可虚构。
这般摆脱历史束缚的情节在剧中比

比皆是。最受人诟病的便是时间线。譬如

前五集，剧情进展飞快，不仅曹操、曹丕、
曹植父子三人、杨修、荀彧等司马懿的周

边人物尽数出场， 还囊括了不少重要事

件：司马昭出生，华佗被赐死，月旦评，董
承自尽，郭嘉病逝以及官渡之战。虽说这

些事件都真实存在过， 但依次发生在公

元 200 年到 208 年， 岂是剧中所表的顷

刻之间。再比如前 20 集呈现出来的司马

懿，活脱一个“宠妻狂”。次子司马昭出生

时，他陪产；夫人张春华一言不合就拔剑

揪耳朵，他一并笑纳；更不消说秋千架上

赏月，携手种花养龟，哪一样都是当代观

众眼里的风花雪月， 与史书里那个贬损

发妻为“老物”的形象大相径庭。 尤其让

许多历史爱好者扔出差评的还有一段，
被夫人逼急了的司马懿嚷嚷着要家法处

置，孰料“家法”只是小拳头轻捶胸口，张
春华报以甜甜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但从戏剧结构的角度，也有人认为，
如此重组恰是精妙招数。三国是乱世，而
司马懿又有罕见的寿数。 要将散落于他

一生的各个人物悉数串联在 42 集中，打
乱时间线或只为直切主题， 增加戏剧冲

突。至于他夫妻二人的互动，谁又能说不

是伏笔，此刻多甜蜜，将来就有多糟心。

历史质感的营造，植根于
美学氛围与人物精神

历来讲三国， 英雄常为第一视角，

司马懿则为诸葛亮的陪衬或阴谋家代

表。戴清说：“这自然和《三国演义》‘拥
刘反曹’创作立场的长久影响有关。 ”但
是否有历史质感， 甚至能否称得上良

心剧，与是否虚构并不直接划等号。
事实上， 近年来尝试重构并 “另

说”历史的良心剧不是孤例。好比前阵

子重播的 《大明王朝 1566》，虽说 “改

稻为桑”纯属虚构，但嘉靖还是那个高

智商的权谋家， 海瑞还是那把宁折不

弯的利剑，谁会说它消遣历史？又好比

《琅琊榜》，直接架空，但其历史质感却

被观众认可。在戴清看来，历史质感的

营造，一靠历史美学氛围的营造，二靠

贴合历史的人物精神基因。
《军师联盟》里，曹操与荀彧的经

典一幕落在二人最后一次对话，决裂

并诀别。 荀彧说，平乱锄奸，我与明公

同行；封王拜相，无法同行。 曹操言，
天下皆错看我曹孟德。 至此，老一辈

的曹操和荀彧基本完成了戏剧使命，
且人物形象仍不出历史。而新一辈的

曹丕、 司马懿虽然初登舞台中央，但

此前好多细节均有史料打底。比如曹

丕犯错 被 骂 走 ， 曹 操 旋 即 对 卞 夫 人

道，“以后不要把铜镜放在床上”。剧中

这一出其实有典可循。 曹操早年刺杀

董卓未果，就因董卓借助床上的铜镜，
看到了身后曹操的异动。 而曹操以同

样方式，窥破曹丕和母亲的双簧戏。又

比如，崔琰谏言曹丕烧猎具，同样是在

史料可查与戏剧鲜活中自圆其说。
更难得的是， 该剧的人物对白古

韵十足，却又不泥古晦涩。 剧中，才华

横溢的杨修总是旁征博引、出口成章，
他与荀彧有段对话，引用乐府古辞《公
无渡河》：“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墮河

而死，将奈公何！ ”彼此问答，言简意

赅、耐人寻味。 有人粗略统计，仅前20
集里化用的古诗文不下30处，且几乎处

处能嵌合进历史与戏剧的双重框架里。
如果说前 20 集只是描绘了司马

仲达出则气壮如牛， 回则曲意逢迎的

双面人生， 那么后 20 余集， 如何在

主角 “黑化” 的过程中安置电视剧的

价值底牌， 这才是成败关键。

九十高龄艺术大家探求认真无止境
《听蕉长春———韩敏书画展》在龙华古寺染香楼举行

本报讯 （记者范昕）昨天，《听蕉

长春———韩敏书画展》 在龙华古寺染

香楼举行。 画展的主人公海派书画名

家韩敏，今年已九十岁高龄。
韩敏幼承庭训，浸润翰墨。他书画

根基深厚，书法风格脱胎于“板桥体”
而独具一格，被业界称之为“韩体”。书

法大家周慧珺以 “借古创新， 笔力雄

浑”释义“韩体”书法之精妙。作为当今

海派绘画中 为 人 乐 道 的 古 典 人 物 画

家，韩敏的画注重线条勾勒，其绘画刚健婀

娜，色调浓烈。 他笔下的达摩图禅意机趣，
匠心天成；侍女图人物灵动，含羞如诉；花

卉图飘逸秀雅，大气不群……无论画什么，
韩敏都力求与当下观众的审美情趣相契

合。 世间万物在他笔下，化为至情至性，满
纸跃动，显现蓬勃生机。韩敏的艺术风格自

成一体，却从不恃才傲物，坚持践行学无止

境的追求。 虽至耄耋，他仍每日精进，不辍

笔墨，不断有新作问世，对每一幅作品都精

益求精。
此次龙华古寺、上海大慈公益基金

会举办 《听蕉长春———韩敏书画展》之

际 ，与韩敏相知相交多年 、情义笃深的

龙华古寺方丈照诚大和尚捐出韩敏 20
余年馈赠他的书画作品 60 余幅办展并

义拍 ， 在大慈基金会中设立韩敏文化

专项基金 ， 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 韩敏

为照诚法师的社会担当所感动 ， 特意

为义拍书写了一幅长卷。
《军师联

盟》走的是历

史志书与 《三

国演义 》之外

的 第 三 条 叙

事道路。 但在

突 破 套 路 的

同 时 还 能 完

成逻辑自洽 ，
这 对 当 下 的

历 史 剧 创 新

具 有 借 鉴 意

义。 图为该剧

剧照。

施晓颉创作的 《伏羲创八卦》 连环画内页。罗玲创作的 《羿除四凶》 连环画内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