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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产影视剧生态中，

表现古代中国市井人情和政

治图景的历史剧始终占据着

特殊的位置。这些年，历史

剧的变与不变是什么？今

天，经由影视剧视觉化、戏剧

化的转码讲述历史的意义何在？作家

孙甘露、演员黄志忠和导演张挺日前

做客上海图书馆东馆阅剧场，与学者

赵思渊、朱康等一起探讨“我们这个时

代的历史剧”。

有价值、原创性，好的影
视剧是洞察历史的一种方式

评价一部历史剧好不好的标准，

一直是困扰业界和学界的难题。“有些

历史学家会批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不

符合历史，但在严格知识论的意义上，

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完全地复现历史，

包括历史学家在内，没有一个人能够

把历史原汁原味地呈现在今天的观众

和读者面前。”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

授赵思渊说，关于历史是什么，早在20

世纪初英国史学家爱德华 ·卡尔就给出

了答案：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

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是现在

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我们不是历史的搬运工，搬不回

来历史，但是可以在和历史对话的过程

当中，向今天的读者呈现我们对于历史

的理解，帮助大家去理解历史。”赵思

渊表示，面对同一段历史，可以用不同

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来提问。尤其在

史料停止的地方，是历史提问开始的地

方。这之中，影视剧可以被作为一个有

价值的甚至有原创性的洞察历史方式，

参与创作的导演、制片人、演员和观众

则是关于过往集体性思想实验的共同参

与者。

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尼斯 ·赫勒在其

研究莎士比亚的著作《脱节的时代》中

提出了史学真实与诗性真实的概念。华

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朱

康认为，历史剧所提供的是一种基于史

学真实的诗性真实，它与历史是否相

符，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那么重要。“一

部历史剧无论何时上演，它发生的时间

是而且将一直是现在。我们在这样一

个时刻拍这样一部电视剧，是想表达

出我们这个时代怎样的精神、思想和

观察，这才是历史剧所要承担的诗性

真实的任务。”

“所谓历史剧，是当代人透过历史反

观自己的一种方式。”曾执导《大明风华》

《天下长河》等历史剧的导演张挺直言，

观众不会不假思索地相信影视剧中所看

到的一切。“就好像拿着《西游记》和唐史

对照，找不着孙悟空，也没有金箍棒，但

是不重要，任何一个真实的猴都不如孙

悟空有魅力，这就是戏剧的本事。”在他

看来，历史剧的落脚点是剧，不是历史，

历史只是戏剧的创作素材。从莎士比亚

时期一直到当代，评判一部剧好不好的

关键，从来都是戏好不好。

诗性真实的历史剧创作，
逐渐由大历史观向私人化历
史转化

“任何一个演员创造出一个鲜明的

艺术形象，离不开强大剧本的文学支

撑。”黄志忠说。从在《曹操》中饰演曹植

开始，他塑造了《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

瑞、《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杨立仁、《中

国远征军》中的韩绍功、《鹤唳华亭》中的

萧睿鉴、《功勋》中的袁隆平和《天下长

河》中的靳辅等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历

史人物，他的演艺生涯也见证了国产历

史剧的发展与成长。黄志忠谈到，在具

体的表演上，要不断地试分寸和火候。

比如，在《天下长河》长达几个月的拍摄

过程中，他不断地调整自己，努力找到对

人物建立有帮助的支点。

那么，不强求于史学意义的真实，在

电视剧中做历史的讲述者容易吗？“在任

何时期，历史剧都不是一个创作频率

最高的类型。经由影视剧视觉化、戏剧

化的转码讲述历史，从来都不容易。”

张挺认为，近年来历史剧来到了新的

关口——创作逐渐由大历史观向私人

化历史转化，越来越关注历

史中个人的命运、观点的表

达，以现代人的视角洞察

历史。历史剧的拍法，逐

步从远视镜到近视镜再到

显微镜。

孙甘露对此深表认同，

他表示，除了历史剧，历史

写作现在也越来越多地从私人史、器物

史等各种不同维度来丰富。比如，被视

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古代文

化的必读之作《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

来品研究》，通过家畜、野兽、植物、书籍

等生活所需、日常所用，展现了唐代社会

文化、物质生活的生动画面。在评论家

看来，在长篇小说新作《千里江山图》中，

孙甘露也将看似庞大难以触及的历史风

云落实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赋予历

史肉身更为具体和感知的审美形式。小

说以小人物写大时代，在历史叙事中摹

画出时代的背影以及生活在历史现场的

人的多样情状，以写实手法营造出洗去

浮华而细腻真实的历史叙事。目前，《千

里江山图》已经进入影视化改编的关键

时期。

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剧，有何不同？

■本报记者 宣晶

■本报记者 李婷

近年来，纪录片采用多元的叙述

手法和创新的传播方式，让平凡生活

中的美被更多人看到，显现出独特魅

力和强大潜力。据艺恩数据统计，

2018年至2021年，我国纪录片制作及

播出量均呈稳定增长趋势；2022年纪

录片制作时长超9万小时，播出时长

超80万小时，典型视频平台上新数量

1040部，市场热度与口碑双升。

在纪录片大步奔向“网生代”的当

下，全球纪录片市场并非岁月静好，网

飞（Netflix）出品的历史题材纪录片频

遭质疑，BBC拍摄的自然题材纪录片

也曾传出造假丑闻。“我们应该唤醒纪

录片应有的姿态。”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何苏六认为，虽然网生纪录片蕴藏着

勃勃生机，但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

问题。比如盲目追逐热点的“短视”现

象，资源严重倾斜已有回报作品和大

IP，导致题材趋同、失衡；沉醉技术呈现

的“迷离”现象，大量使用VR/AR技术，

画面眼花缭乱却没有为内容服务；一

味追求流量的“失态”现象，丧失了这

一艺术品类的核心价值——“真实”。

脱离枯燥刻板印象，以
“真实”灵魂与年轻人对话

真实是纪录片最重要的特质，也

是最直击人心的力量所在。近年来，

历史题材纪录片采用演员演绎“情境

再现”的拍摄手法变得越发常见。在

视听效果追求“电影级”水准的同时，

如何把握表演的边界，确保作品呈现

的真实性，成为创作者必须面对的问

题。近日，网飞纪录片《埃及艳后》持

续引发争议，观众指出片中的人物形

象、服装道具、历史事件等均有不符史

实之处。目前，这部4集纪录片的豆

瓣评分停留在2.3分，而在海外影视剧

评分网站IMDb上仅获1分（满分10

分），堪称史无前例的最低分。

作为《埃及艳后》的导演之一，蒂娜 ·

加拉威还曾拍摄过纪录片《寻找非洲女

王：恩津加》，讲述17世纪恩东戈和马塔

姆巴王国（现安哥拉）女性统治者的故

事。该片在网飞播出后，不少人质疑其

内容错漏百出，甚至连演员的口音都出

错。不满的安哥拉观众将此片定义为

“伪纪录片”，指责拍摄者用谎言代替真

相，“扇了‘事实’一个耳光”。有海外历

史学家和文化学者表示，纪录片有查实

义务，要以科学的事实为拍摄基座，才能

确保历史和文明不被造假。

当下，随着媒介跃迁和用户更迭，纪

录片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数字拍摄与

制作、虚拟现实、航拍、VR等技术领域不

断革新，促进纪录片内容创作形态多元

化，为丰富纪录片的视觉效果呈现和用

户体验提供有利条件。“Z世代”逐步成

为纪录片主力消费人群，知识高浓度、思

想深层次的纪录片更契合当下年轻用户

对精品影视内容的需求。创作手法上，

纪录片逐渐脱离以往“严肃枯燥”的刻板

印象，用更加新颖的形式吸引网生用

户。纪录片《历史那些事》引入历史小剧

场模式打通古今时空壁垒，融入时下流

行的网络梗、说唱等，以“稳中带皮”的叙

事打破纪录片的常规画风，在严肃的历

史故事中发掘接地气的一面。这部实验

性系列纪录片获得了年轻用户欢迎，在

B站播放量超过7000万。

值得注意的是，仍有部分作品热衷

炒作名人隐私，刻意引导争议话题，一味

追求吸睛效应。网飞纪录片《哈里和梅

根》号称呈现英国王室的日常生活，但个

人叙事用力过猛，夹带观点有失偏颇，播

出后未获得广大观众的认可，使名人传

记型纪录片的真实性再遭质疑。而在社

会人文纪录片中，英国广播公司（BBC）运

用各种“镜头语言技巧”进行心理暗示、

情感操纵的做法，更为人诟病。最终，这

些作品被观众判定“一眼假”或“拉偏

架”，极大消解了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

彰显文化与美学价值，以
  为核心探索全产业链运营

年轻群体的求知欲增长，是纪录片

市场发展加速的内驱力。越来越多年轻

用户倾向于在互联网上学习提升自我，

泛知识类视频内容的崛起，使网生纪录

片成为青年学习的新场景。随着规模稳

定增长，纪录片为年轻用户提供了更丰

富的选择，人文社会、历史文化、美食仍

为热门题材，并形成自然、传记、科教、艺

术、天文等在内的多元创作格局。与此

同时，融媒体环境正在重构纪录片内容

与用户关系，电视台、视频平台和制作公

司深化合作模式，探索以IP为核心的全

产业链运营可能性。

作为美食纪录片头部IP，《人生一

串》系列以充满“油烟味”的镜头，生动展

现深夜路边火热的市井人生，让平凡的

人间烟火一时间变得风头无两。热门

IP《但是，还有书籍》系列细腻讲述爱书

人的温情故事，串联起当代图书的“奇幻

漂流”。从人文视角切入，《人生第一次》

《人生第二次》真诚记录普通中国人的片

刻时光，建立人文纪录片新“厂牌”。为

何要打造纪录片IP？“目前纪录片行业

的投入产出比依然还没有完全对等。”

《人生第二次》总制片人张昊认为，打造

纪录片IP有助于实现价值最大化，推动

行业良性发展，让观众能够看到更好的

作品。“只有打造IP，建立属于自己的厂

牌，才能更好地发挥纪录片的价值，在盈

利的基础上去推动行业更好地发展。”

然而，纪录片“IP化”亦是一把双刃

剑，一旦创作者锐气丧失，就可能患上

“IP依赖症”。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

横空出世，以美食为主题截取生活断面，

观照中国人的人生价值与精神世界，一

度成为国内美食纪录片的顶流。但

2018年亮相的《舌尖上的中国3》却被吐

槽主题跑调、逻辑混乱、详略失衡……最

让观众不满的是，全片展示食物制作和

品尝过程的内容单薄，时长甚至不如人

物采访和炊具特写镜头。国产纪录片大

IP“含金量”因此大跌，让人扼腕叹息。

延续纪录片IP的生命力，需要创作

者沉下心来扎根生活，鼓足勇气开拓创

新。从2018年至2022年，微纪录片《如

果国宝会说话》坚持创新，将全形拓、热

传感、微痕提取、高精度三维扫描等前沿

技术手段运用到拍摄中，融入弹幕、说

唱、动画等新创意，不断拓展文物纪录片

的可能性。作为“人生三部曲”IP的第

二部，《人生第二次》从多维度、多视角展

现普通人在面临决定性瞬间时的选择与

命运，全网播放总量超6亿。总导演秦

博透露，摄制组通过长时间蹲守拍摄获

得海量素材，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去丰富

故事的情感浓度。当沉浸式观察、非虚

构写作和电影化视听语言融为一体，文

化与美学价值得以充分彰显，纪录片将

获得永不枯竭的创作活力。

热度与口碑持续走高，纪录片该保持怎样的创作姿态

“玉树风，芳香送，挺立见精神，玉

兰花开欢喜人……”上海音乐学院零

陵路校区排练厅内，日前响起原创音

乐剧《春上海1949》中的悠扬旋律。

记者在现场采访中看到，在上音“教创

演研”一体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指导下，这部剧以“师生同台”“优秀学

长同台”的排演方式，迎来了自己的

“明星版”。歌、舞、演相融合，在信仰

的洗礼中激荡内心澎湃，无论是复排

还是初次进组、无论成名演员还是新

人同学，这个初夏是火热的。

《春上海1949》2019年首演于新

落成的上音歌剧院，此次复排自今

日起至28日亮相首届上音歌剧院歌

剧音乐剧节。演员班底可谓活力四

射——方书剑、王梓庭、蔡淇等已在

国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青年力量代

表，与上音师生同台献演。有意思的

是，其中多位主要演员都是四年前首

演版本的参与者。该剧作曲家安栋教

授欣慰地说：“成长很快，他们对角色

的驾驭、人物的理解更加深刻了。”

“岁月如歌，初心长存”

“春”，既是万物萌生的希望，也是

美好青春的象征。原创音乐剧《春上

海1949》由林在勇编剧、作词，安栋作

曲，钟浩、马良导演，以1949年中国命

运转折点为背景，以发生在上海虹口

继光高级中学（原麦伦中学）的真人真

事为原型——在黎明前黑暗的时刻，

一批高中十七岁的中学生怀揣着爱国

的初心、不畏白色恐怖，不断作出正确

抉择，迎向光明的新时代，做出令人惊

叹的英雄之举。

男主角郑扬帆的扮演者上音音乐

剧声乐专业研究生方书剑，深情唱响

新写的咏叹调《白玉兰》。“这是一首高

难度的歌曲，最后一个高音的时值拉

得很长，我必须用尽全力把它拿下！”

排练结束后，衣衫被汗水浸透的方书

剑对记者认真地说。这部音乐剧对于

他而言，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2019年，当时还是大三学生的方

书剑，凭借出演郑扬帆一角获得了上

海市舞台作品评选展演新人奖，“《春

上海1949》也是上音歌剧院刚刚建成

时的开院大戏，这部作品见证了我的

成长与蜕变”。“岁月如歌，初心长存”，

方书剑用这八个字来形容他对《春上

海1949》的感情。从2019年到2023

年，方书剑参与了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相关主

题演出活动，让他对今天美好生活的来

之不易深有感触，“当年的我在排演时

也许相对稚嫩和懵懂，今天的我会赋予

郑扬帆更加厚重和澎湃的家国情怀——

这是让他从一个国民党将领的儿子，毅

然决然地决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

的事业去奋斗的原因所在。”

作为《春上海1949》的女主角，上海

音乐学院音乐戏剧系声乐教师王梓庭，

也通过陈新新的角色扮演体悟了从青涩

的高中生成长为进步女青年的过程，用

歌声“激活人物血脉里的红色基因”。音

乐戏剧系研究生蔡淇在剧中饰演郑扬帆

的好友林安邦，“这是一个受到共产主义

号召的热血青年，善用鸽子来传递秘密

情报和革命信息。”2019年，还是大一学

生的蔡淇正式出演了他的第一个音乐剧

角色。如今重返舞台，蔡淇进一步打开

了林安邦热血外表下细腻温柔的内心。

很多年轻的学生需要在《春上海

1949》中，扮演跟他们父辈年龄一样大的

角色，“挑战很大收获也很多”，安栋说。

在音乐戏剧系教师、导演马良，舞蹈总监

李奇，艺术指导刘莎,数字媒体学院程瑜

怀副院长以及指挥李林等主要团队成员

的协力指导下，“大家正在快速朝着高水

平音乐剧演员的方向迈进”。

师生同台，教学相长

作为剧中年纪最长的角色，上海音

乐学院音乐戏剧系声乐教授汤爱民，在

《春上海1949》中扮演谢麦伦，对她来说

是一次特别的教学相长的经历。

“剧中的谢麦伦是美国人，教会的高

中校长。她虽不能完全理解中国命运的

大转折，但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而且，

她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挺身而出，也理解

每个人在动荡局势下所做的选择，并和大

家一起见证了上海的解放。”汤爱民表示，

作为教师应该多与同学们一同参与舞台

表演实践，“音乐剧是表演性很强的专业，

师生同台演出对教学有很多帮助”。教师

丰富的舞台经验和言传身教，带动学生们

更充满热情地投入到舞台实践中。

剧组里不仅有老师和学长学姐，也

有第一次参演《春上海1949》的新人。

现场乐队还协同上音多个系部，如管弦

系、现打系的师生力量共同参演，体现

了跨部门跨学科协同作战的能力。上音

也将剧中具有特色的剧目片段内容打造

成特色课程，邀请相关专家和这部剧的

参与者来指导学生。打通高校教学与演

出实践的最后环节，《春上海1949》的上

演，将为中国音乐剧市场注入新鲜活力。

红色题材音乐剧《春上海    》今起推出上音“明星版”

以不变初心唱响火热青春 本报讯（记者范昕）昨天上午，坐落
于浦东新区周家渡文化中心的“梦工坊

咖啡吧”迎来一场特别的艺术SPA——中

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携馆藏原作《上

海：红色起源地》在此举办导赏活动。这

是一家“有爱的咖啡吧”，由心智障碍青

年自行经营。这也是一场有爱的导赏，以

周家渡街道居民为主要观众，邀请艺术

家亲自讲解创作故事，赋能城市美育的

同时，标志着中华艺术宫精心策划的“美

在周家渡”社区美育计划正式启幕。

敞亮的咖啡吧大厅里，由中华艺术

宫收藏、洪健创作的《上海：红色起源地》

背倚落地玻璃陈列。这件作品虽然此前

曾多次在包括“日出东方——上海市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

展”“海上风华——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上海美术作品展”亮相，但以“原作

进社区”的形式与观众见面还是首次。

附近的居民们围坐在这里，仔细聆听起

艺术家洪健和中华艺术宫“文化志愿者”

的专场导赏。

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址等九个红色纪念地

作为表现对象，采用水

墨设色手法将不同时空

中的上海红色建筑组合

展示，多个红色起源地

相互映衬，集中展现了

深深根植于上海这座城

市中的红色基因。洪健

在导赏现场和社区居民

分享了这件作品的创作

思路。他坦言，以参差

错落的九宫格形式展现

中共一大会址、二大会

址、四大会址等九处见

证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

历史的建筑，是一种形

式上的尝试，他为每一

处建筑都绘制了单独的

小稿。“以往看画展，只能自己揣摩作者

的意图。今天听到艺术家亲自讲解创作

心路，感到大受启发。”周家渡社区学画

十多年的老先生徐陆钧告诉记者。

作为上海唯一的国家重点美术馆，中

华艺术宫坚持打造“艺术进社区”等城市

美育项目品牌。此次原作进社区，就是馆

方在充分了解社区市民对文化艺术的需

求的前提下，紧密结合高品质馆藏资源，

深化城市美育理念的又一具体实践。中

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党委书记、副馆

长王一川告诉记者，希望通过在街道社

区举行原作导赏等活动，让高质量的馆

藏艺术原作走出美术馆，进一步推进城

市美育，实现文化惠民，创新文化服务，

推动新时代美术馆事业高质量发展。

随此次原作进社区活动启幕的“美

在周家渡”社区美育计划，由中华艺术宫

与周家渡街道携手策划，包括“美的下午

茶”、原作导赏、“向美而行”志愿者团队

建设、无围墙美术馆、星梦空间等一系列

精彩活动。该计划接下来将面向全市各

个社区持续开展。

中华艺术宫“美在周家渡”社区美育计划启动

馆藏原作《上海：红色起源地》进街道

艺术家为街道居民讲解创作故事。（主办方供图）

红色题材音乐剧《春上海1949》排练照。 （演出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