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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过核验持记者证人员名单
为规范新闻采编人员的职务行为，加强新闻记者队伍管理，本报现将通过

年度核验的记者人员名单公示如下：

公 告

座无虚席的会场中不时响
起热烈的掌声，并伴着愉悦的
笑声。台上，全国政协外事委
员会主任赵启正正在发表“中
国文化的世纪责任”主题演
讲，演讲内容活泼易懂，富有
见地。这便是以“新思想、新
智慧、新视野”为主题的全国
友协联合年会之一景。会议旨
在搭建中国各界专家学者与全
国友协及其所属地区和国别友
协理事、嘉宾互动交流的平
台，围绕民间外交热点问题，
进行开放式研讨，达到启迪思
想、开阔视野、创新发展的目
的。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灵

魂和性格。它的进化比起经济
来讲难以突飞猛进，是一个渐
进的过程。因此，我们任重而
道远，肩负起中国文化的世纪
责任。”赵启正表示，京剧、
民乐、中医、小说等都是中国
的文化载体，我们要做的是传
递文化载体中的精神，让世界
感知我们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内
涵。

谈及为什么要让中国文化
走出去，赵启正列出了三点原
因：首先，中国要有好的“国
缘”，才能取得世界的信任和
尊敬。其次，一个伟大的国
家、民族必须要为世界做贡
献，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再
次，文化走出去能够产生巨大
的经济效益。他认为，中国有
着博大精深的文化，我们一直
以来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也
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继承
与创新。“我们不能总是分享祖
先的光荣，以祖先的灿烂文化
回答世界提出的关于今日中国
的问题。国学要发展为新国学，
要包括今日中国的国情，才能
回答世界关于中国之问。”
“只有具备文化的自觉和

自信，才能担负起中国文化世
纪责任。中国的民族复兴必须
要有文化的复兴，没有出众的
文化就没有美丽的中国。”赵
启正再次强调“世纪责任”，
畅想中国文化之壮阔蓝图。

+#"&年伊始，一部长达上百
集的 《隋唐英雄》 敲开了新年电
视剧荧幕的大门。随后，历史巨
制 《楚汉传奇》 和接踵而来的
《隋唐演义》 奠定了今年电视荧
屏的总基调：历史剧当道。而后
《大秦帝国 +》 《赵氏孤儿》 《精
忠岳飞》 等几部历史剧还将陆续
来袭。对“卷土重来”的历史
剧，有网友如此评价道：“开年
剧 《楚汉传奇》 值得品，这几年
看惯了谍战剧、穿越剧，甚至家
斗剧，历史正剧终于回来了。”
这部 +,* 亿打造的 《楚汉传奇》，
由高希希导演，陈道明出演，有
业内人士断言，“历史剧回归
年”将由高希希开启。

承接地气 靠近观众

高希希透露，拍摄 《楚汉传
奇》 的初衷源于自己的历史情怀
和责任感，“看着荧幕上充斥着
大部分伪历史剧目，我比较着
急”。高希希表示，自己的女儿
看完一些电视剧后，询问其中历
史人物的关系，自己却无法说清
楚，“因为那些历史人物是编造
出来的，基于这种情况和个人对
历史人物的偏好，便产生了想拍
尊重历史和接近真实历史的电视
剧”。

在充斥着各种“穿越桥段”、
“婆媳大战”的荧幕上，历史剧
的回归无疑需要走一条“接地
气”的道路。意大利哲学家克罗
齐有个著名论断：“一切历史都
是当代史”。在历史剧与当代观
众审美需求的对接方面，“我们
希望历史剧有温度、接地气，须
做到‘整容不变性’。”高希希表
示，历史剧应该引导观众认认真
真地去看、去面对那段历史所产
生的东西，一段历史的真实性是
逐渐渗透进观众心里的过程。
“比如 《楚汉传奇》 中刘邦的历
程，观众就是跟随剧情发展慢慢
了解、接受，最后融入这个人物
的过程。虽不能完全说是为了迎
合观众，但把戏剧结构做得更加
紧凑，把人物起承转合做得更加
细腻，才能得到观众的青睐。”
高希希举例说，刘邦这一人物，

用现代的词语来讲就是“草根”，
所以他的对白设计尽量口语化，
使其具有向观众靠近的温度。

历史剧首先要唤醒创作者本
人，然后它才能唤醒观众。一部
成功的历史剧靠的就是对历史的
尊重，对历史观的重新反思，对
历史人物的重新解读。正确的态
度和历史观犹如脊梁，而细节的
展现和人物的诠释更是锦上添
花。“在所有的电视剧中，细节
都很重要。同时，在历史剧中，
细节是历史的表情。”高希希强
调。

摒弃戏说 修正偏颇

在历史剧混战中，由刘晓
庆、陈冲、张卫健、赵文瑄等联
袂主演的 《隋唐英雄》，由于与
大家熟知的隋唐传奇故事相距甚
远，该剧一经播出就因剧中各种
“颠覆”掀起一阵热议。打从一
开始， 《隋唐英雄》 就没有端着
“正剧”的面孔：李世民早出世
了十年，下盲棋就是跟盲人下
棋，瓦岗寨英雄忙着三角恋……
台词穿越，服装山寨，但这部
“戏说剧”的收视率却一路直上。

对此，该剧导演王响伟表示：
“《隋唐英雄》 是一部集合历史、
传奇、演义等多种元素的戏，有
历史，也有戏说和杜撰。”该剧
编剧之一骆烨谈到李世民提早亮
相时则解释称：“创作剧本时，
是想把李世民作为主角，所以让
他在第一集中出现，这的确和历
史有出入，但电视剧毕竟是艺术
作品，隋唐英雄也是一部演义的
作品。”

但戏说真的无妨吗？面对影
视作品频繁戏说历史的现状，历
史老师张光强承认，这样的作品
会误导学生，混淆学生的历史
观，也确实出现过有学生把电视
剧剧情当做史实来讨论的状况，
因此“我们得经常在课堂上跟学
生强调，影视作品仅仅是娱乐，
不等于真实的历史”。
“真实的历史我们很难触摸

到，我们面对的是一段记录的历
史，但即便我们做不到还原历
史，也要做到尊重历史。”高希
希说，真实的历史如今无人知
晓，所以当下应该认真面对所看
到的、记录的历史给予的材料提
供。他表示， 《楚汉传奇》 是以

《史记》 为考据，加入文学传播
的历史和民间传播的历史，作为
剧本的主要故事来源。

尽管 《楚汉传奇》 摒弃当今
历史剧的胡编乱造，在拍摄和制
作时下了很大工夫，但这部长达
(# 集的剧集中仍不免存在一些
“硬伤”。面对网友的吐槽和板
砖，高希希非常包容和坦然：
“网民们很厉害，他们一针见血
地指出问题，值得思考。我们也
在不断地修正剧中存在的偏颇，
在二轮播出时，我也把网友们提
出的瑕疵和误差重新进行了调
整，& 月再和观众见面时， 《楚
汉传奇》将更加精彩。”

电视剧中存在瑕疵是容许
的，观众并非眼里容不得一点沙
子。而如今历史剧的问题不是出
在形式，而是价值观。有些历史
剧或自我标榜为“正史”，或摆
出“严肃”的架势，事实上却以
现代情节剧的模式裁剪史实，过
分追求娱乐化、商业化，这显然
不妥。“‘戏说’最好打上标
签。”高希希表示，历史剧要
“正”也要好看，呈现历史厚重
感，才能抓住观众。

“我走在蓝天红墙绿瓦中，按捺
不住激动的心，脚下生风，龙飞檐凤
绕柱-麒麟望苍穹，大屋顶红宅门让
我仿佛穿越了时空。”敲起京韵大鼓，
字正腔圆、铿锵有力地唱起这《海棠
花儿红》。

继早年的《四世同堂》、《茶馆》
等京派电视剧后，作为央视开年大戏
的《全家福》一登场，便尽情展示了
这京派生活流，人艺的老戏骨们都以
典型的京腔京调粉墨亮相，吐词高亢
脆灵，“横是”、“打小儿”、“二乎
了”、“抽不冷子”、“腻歪”、“死
嘎嘣”等纯老北京话说的是地地道
道，幽默风趣，再加上四合院里青砖
黑瓦大宅门的衬托，最大限度地还原
了古都景象。冬天屯白菜，煤筛子，
胡同里吆喝的卖糖葫芦，戏园子门口
的茶汤，孩子们玩的斗蛐蛐，玉泉山
的泉水，老北京炸酱面，全聚德烤鸭，
东来顺涮羊肉，月盛斋酱肘子等，围绕
着四合院几家人的悲欢离合，展示了
老北京 $#多年的生活变迁。

中国的古建筑文化是中国优秀民
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
化屹立于世界优秀文化之林最为灿烂
的部分。在年代戏范畴里，该剧首次
把老北京古建筑的发展史搬上荧幕。
从前清格格打算在宅院里建成仿造紫
禁城的碧螺亭开始，解放前梅婷的搭
建，解放后整修东直门、西直门、天
安门以及为新中国 "# 周年建成的
“人民大会堂”，让观众从中领略了这
种庭院式组群布局所造成的艺术效
果，比起西方建筑，中国的古建筑群
更像是一幅中国画长卷。
《全家福》 塑造了以京城古建工

人群体，作为京派文化的电视剧主
角，填补了一直以来现代影像中对古
建筑工人形象缺失的空白，首次把北
京古建队的群体形象搬上荧幕，他们
同样是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在他们
身上体现了中国优秀民族文化和绝世
高超的古建技艺。

在这个四合院里，住着隆记的传
人王满堂和大妞一家，小寡妇刘姐，
她的儿子福来、曾是戏子的儿媳小粉
蝶、曾是国民党军医的周克明以及一
位常客，王满堂的拜把子兄弟，祖上
世代在宫中行走的风水先生萧益土，
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在一起经历了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公私合营、抗美援朝、与苏
联决裂、反右、大炼钢铁、人民公
社、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
革命、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拨乱反
正、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他们
互相救济、共同搀扶着走过了那段动
荡不安的年代。福来不顾家人反对娶
进戏子小粉蝶；为抗美援朝的战士们
捐衣捐物；在红卫兵面前全家人奋力
保住老祖宗留下的“影壁墙”；刘姐
保护打成右派的周大夫；老萧冒着生
命危险收藏起古建筑残余的古董，这
些重大历史事件在我们内心所形成的
烙印，身处其中的各种感触与感动，
流淌在曾经的记忆里，沉淀在一代代
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从中不难看出，
新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
德”在老北京中早有根基，有传承，
是从历史中升华发展而来的。

结尾处，四合院拆迁，偷渡到香
港的老萧终于回归了这四合院，身为
摄影师的福来，为全家人留下了这张
难忘的“全家福”。老北京的胡同拆
迁，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变革，造就着
一种情怀的寄语。+##( 年迎来了奥
运会，)# 多岁高龄的满堂和老萧又
来到这古建筑群落，感叹道：“我怎
么感觉这城门楼子变小了呢”，“还
是我们北京城变大了！”正如主题曲
中所唱到的：“四合院里雕花窗带回
了儿时的梦，绿柳垂摆蛐蛐叫海棠花
儿红，汉玉青瓦护城河抬眼看风筝，
我站在那牌楼前感受着祖先的光荣，
站在这龙的京城，脚下时时传来的轰
鸣，岁月阵阵卷来的热浪，它撞击着
我的心，它震颤着我的心，隆格里格
隆。”共同凝聚成我们特有的“岁月
随想”，成为其共同怀旧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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