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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播出的四十二集传奇历史电视连续剧 《瀛寰之
志》 以道光年间福建巡抚徐继畬的一生为主线，以“放眼
看世界第一人”的传奇经历为脉络，生动再现了署理福建
对外开放一线的徐继畬审视变局的世界眼光、探求世界地
理新知的全球视野、顺应时变、务实理性的外交策略和政
潮冲击下的坎坷命运，全面展示了一个半世纪前思想先驱
们在救亡图存、强国富民、融入世界这些重大主题上面的
开阔视野、理性认知和思想光辉，堪称一部历史题材大
剧。该剧大胆摒弃宫斗、言情、戏说和解构历史人物的潮
流，坚持以史为本，艺术再现，开创了中国古代文人名士
剧的新风，为探讨历史文化名人剧如何更好地将历史价值
和现实意义、艺术价值与观赏体验完美对接，为同类题材
影视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经验。

一、 《瀛寰之志》 的历史价值

历史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胎记，是留给后代最宝贵的财
富。历史知识的传承往往体现一个国家整体的文明程度和理
性程度，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体现。在当今这个读图和
视屏时代，文化传承的形式正悄然发生变化，历史题材的电
视连续剧已成为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和培育历史意识的最佳
媒介形态。但是，纵观近些年的电视荧屏，历史题材的电视
剧充斥着穿越、恶搞、戏说、宫斗，普通公众的历史观正在
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解构时代。那么，好的历史剧到底应该
如何去表现历史，做到既叫好又叫座，《瀛寰之志》 在演绎
历史题材的过程中，有三个方面经验值得借鉴：
（一） 反映历史真实是历史剧成功的基础和前提。历

史剧一个必须承担的功能，就是认识历史。这给历史剧在
艺术审美上提出了真实性和严肃性的要求。如果失去了对
历史的尊重，也就不能冠之以历史剧之名。 《瀛寰之志》
的题材属于历史人物剧，徐继畬是一个冷僻生疏、评价反
差较大的面孔，过去曾被说成是林则徐的对立面，也有国
外学者称他为十九世纪中国最具远见的思想家。如何做到
真实再现这个人物？该剧没有贴标签，简单化，而是在十
分详实的史实基础上真实再现了徐继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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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为官、
治学生涯，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可信、性格鲜明的廉吏、
放眼世界经世致用的学者、英勇抗敌、理性处事的官员、
锐意进取倡导改革的先驱。还原了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认识历史人物的历史功过，这样的历史剧才具有历史价
值。
（二） 表现出历史复杂性是历史剧成功的关键。历史虽

有惊人的相似，但不可能完全相同，任何简单化、概念化地
表现历史都不会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当前有些帝王剧存在
千篇一律问题，显然是没有对历史的丰富内涵和复杂性进行
深入的研究。《瀛寰之志》在人物刻画、描写事件、评判历
史上，狠挖史料素材和历史细节，反映了历史的复杂面向。
譬如面对“议和”与“主战”的选择问题、“民气”的利用
和抑制问题，“入城”的方式方法问题、“侵略”和“通
商”问题，都存在因时、因地、因势而异的复杂性，不可能
简单化。可以说正是历史的复杂性，成就了该剧故事的传奇
性、情节的趣味性和性格的多样性，保证了作品的可看性。
（三） 透视历史规律是历史剧成功的本质要求。人们

观看历史剧的首要目的是认识历史规律。今天历史必然性
在电视剧中的消失，从文化背景上讲，是非本质主义和告
别主流价值观的结果，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讲，是创作者没
能树立自己独立的世界观的结果。 《瀛寰之志》 以人写
史，通过人物的经历命运来反映历史的轨迹、历史的趋势
和历史的规律。晚清政治积弊反映在徐继畬为官艰难曲
折、官运多舛上；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反映在闭关锁国、国
力衰败、腐败统治上，要摆脱落后挨打局面必须开放改
革、放眼世界、学习西方。这些规律都是该剧基于正确的
历史价值观展示的必然结果。

二、 《瀛寰之志》 的现实意义

表现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是为了让后人从历史汲取
丰富的营养。 《瀛寰之志》 通过徐继畬一生与国难相伴的
经历真实再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客观进程，其中包含丰富
的历史内涵，对于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向世界，实现
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该剧展示了徐继畬“简政养民、官风清正”为

政作风和治吏思想，结合我们的现实生活，仍有不少借鉴

及启发之处。

徐继畬认为，为官者的主要任务是“养民”而非“治

民”，“富国而不知富民，固不足曰养”。处理好国家富和
百姓富之间的关系，是国之政要。他多次上书建言实行
“简政”“实政”，不要搞花架子、形式主义，要“教令宜
简、条例宜简、处分宜简”。他对跑官要官之风、官场回
护消弭习气、官商勾结之害深为痛恨，多次上书立陈整顿
吏治之急。他自己为官几十年，始终清正廉洁，在他从福
建巡抚任上被落职后，当地官绅赠送他数以万两计的资斧
银，他一概婉言拒绝。身边亲友建议他考虑一下家人以后
的生计，适当收一点。他厉声呵斥说：“凡人肯受辛苦，
便能生活，哪有饿死翰林、督抚勤俭人的道理。毋多言！”
徐继畬决计以教书养家糊口。

（二） 该剧再现了徐继畬“救亡图存、观念先行”的

睿智胆识和清醒思维，开启历代追求强国富民、民族崛起

理想之先河。

身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徐继畬亲历了两次鸦片战
争的惨败。在抗击英军、参处洋务、通商的过程中，他不
为民愤所牵、不为派系所绊，保持清醒头脑，深怀忧患意
识，放眼世界、探盛衰迭变之源，渴求新知，思千年变局
之势，他边为官边治学，最终凝结为一部 《瀛环志略》，
被称为“通知世界之南针，中外奉为指南”，展现了一个
真实的地球和世界，系“救亡图存、观念先行”的启蒙先
路。其中的崭新观念有破冰醒世之功。他率先突破天朝意
识和华夷观念，将中国定位于世界的一隅，引进了西方民
主政治思想的价值体系，记录了当时世界各类民主政体，
介绍西方民主制度和理念，对通过选举取得合法性的各国
民主制度推崇备至。他精研西方强国盛衰之变，探讨西洋
诸国强国之源，开启了中国历代励精图治、强国富民、民
族崛起之思想先河。

（三） 该剧展现了徐继畬“兼容并蓄、思想解放”的

宽阔胸怀和开放改革精神，对于今天的改革开放实为一个

巨大的思想资源。

一名出生在内陆的封建高官，其文化观的转变、开放
意识的形成绝非偶然，而是在外来资本主义的冲击和压迫
下，在图强治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于外来文化和新
事物，他不故步自封，盲目排斥，而是博采众长、兼容并
蓄、见贤思齐、择善而从。这种良好的开放思想，还有赖
于他具备超越一般官员的文化心态和文化素养。在经济方
面，他追本溯源，透过西方的科技和物质文明，揭示了工
商可以富国的道理。在人才培养和教育方面，他目光远
大，力主在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倡导中体西用、洋为
中用，以为国家培养经世致用、精通中西之才。徐继畬的
开放思想及其实践活动，启示后人打破坚冰，发展先进生
产力及其生产关系，诚为当今改革开放事业颇有教益的宝
贵资源。

此外，该剧在艺术创作上巧设戏剧情节、合理虚构人
物、凸显矛盾冲突、追求细节真实，合理运用电视元素，

并将一些新模式合理融入其中，与人物经历紧密相联，增
加了故事性和悬念感。

该剧的成功，带给我们一个深刻启示就在于：尊重历
史事实、巧妙安排剧情和深入描摹人物，是一部历史题材
电视剧成功的必备要素。而对历史文化名人进行深入挖
掘、艺术再现，是新形势下培育正确历史观、保持文化自
觉和培养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放眼世界察大变局 开放变革启强国梦
———电视连续剧 《瀛寰之志》 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初探

姚泽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