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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诗化风格电视剧的基本叙事策略 

2012-2-24 15:34:47  来源：《现代传播》

  摘要:史诗化风格电视剧在中国电视剧作品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并且已经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叙

事策略。史诗化风格电视剧所特有的长篇历史编年体的宏大叙事结构，及其宏观的全局展示与微观的生活细节刻画相结合、历史

真实与艺术虚构相统一、当代视野与历史视野相融合的叙事方式，对建构史诗化风格电视剧所特有的雄浑博大、崇高壮美的审美

品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史诗化风格电视剧一般是指真实再现中国历史或中国革命史上关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历史事件，重点塑造对中国历史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人物，叙事规模宏大，场面壮阔，具有雄浑博大、崇高壮美的审美品格的历史叙事电视剧。此类电视剧往

往立意高远，视野开阔，能够站在国家、民族甚至世界的角度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宏观的、全方位的把握和再现，并能在

对历史的宏观再现中揭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审美效应。本文主要探讨史诗化风格电视剧在

叙事方面的基本叙事策略。 

  一、长篇历史编年体叙事结构 

  在中国历史上，由《春秋》开创的编年体历史叙事手法为后世的许多史书所继承，编年体叙事结构也成为后世许多历史演义

小说和历史剧使用的基本叙事结构。小说 《三国演义》、 《水浒传》等无不因其编年体叙事结构而体现出强烈的历史沧桑感和

“历史长河”意识，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当代的史诗化风格电视剧在叙事的整体结构上继承了我国传统历史叙事文学的编年

体结构，在叙事上基本采用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进行记叙的长篇历史编年体结构。 

  细分起来，史诗化风格电视剧的历史编年体叙事结构又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以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为表现主体的编年体

叙事，如《汉武大帝》、《贞观长歌》、《雍正王朝》、《长征》、《延安颂》、《开天辟地》等。这类作品往往以事件带人

物，对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进行历史整体的观照和把握，既有对历史事件的宏观表现，又有对历

史人物的微观刻画，但叙事主体以对历史事件的宏观再现为主，是所谓“事前人后”的叙事结构。比如《长征》以 24 集的篇幅

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进行的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全过程，叙事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长征的开

始，直至取得长征的全面胜利。《雍正王朝》则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再现了雍正王朝的兴衰成败，比如作品的前半部分主要围绕九

王的夺嫡争权，再现了康熙晚年一系列的重大事件——追比户部欠款、刑部顶凶大案、废立太子风波、争夺《百官行述》、太子

密谋兵变、争夺大将军王、康熙68岁大寿和王位争夺等，并以这些事件的此起彼伏、前后相续、事事相生，带动了对康熙年间晚

期历史进程的描绘。这种“事前人后”的编年体叙事结构，有利于作品全景式地再现历史的进程和重要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揭

示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另一种叙事结构是以主要历史人物的事迹或性格的发展变化带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的编年体叙事结构。这类作品往往把历史

人物放在前景，以历史人物的塑造为叙事主体，让历史事件的表现为人物塑造服务，是所谓“人前事后”的叙事结构，《大明王

朝1566》、《北平战与和》、《成吉思汗》、《陈赓大将》等作品都是如此。比如《北平战与和》站在历史的高度，选取独特的

叙事视点，突出傅作义的人格魅力及其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傅作义的态度直接决定着北平能否和平解放，以其态度的转变和

心理历程为主要叙事线索，无疑是作品最好的选择。这样不仅再现了历史，更突出了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并最终选择了“和”



的傅作义的民族大义和英雄壮举。电视剧《成吉思汗》则以对“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独特的性格塑造为叙事主体，突出其善良、

正直、讲义气、顾全大局、勇猛、威武、智勇双全的性格魅力，同时又不忘揭示其独断专行和多疑的性格缺陷。其性格中的正面

因素决定了其在各派势力相互纷争的蒙古草原上从无到有、由寡到多、由弱变强，一步步统一了辽阔的草原，表现了 “一代天

骄”独具的豪情和英雄气概；而其性格中的多疑和专断也给他的人生带来了许多痛苦和遗憾，杀死手足兄弟的悔恨、对妻子和长

子的狐疑和猜忌、意气用事招致的失败等，使这个人物充满了强烈的悲剧色彩。这种“人前事后”的编年体叙事结构有利于塑造

独具性格魅力的历史人物形象，使历史人物更加有血有肉、真实可信。 

  二、宏观的全局展示与微观的生活细节刻画的结合 

  史诗化风格电视剧大多采用的是客观化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因为“历史不仅要多方收集材料，全面地实录史实，而且要探

其因果原委，来龙去脉，以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没有全知视角，是难以全方位地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复杂因果关

系、人事关系和兴衰存亡的形态的”①。《汉武大帝》、《雍正王朝》、《解放》、《太平天国》、《开天辟地》等都是全知全

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这种叙事视角的好处在于，既可以宏观地鸟瞰和再现历史的客观进程和历史背景中的历史人物，又可以游刃

有余地深入微观的生活细节和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 

  史诗化风格电视剧往往从居高临下的角度对历史进行全面的把握和整体的观照，表现为一种“王者视野”和霸王气势，不仅

立足点高，立意也高。就像胡玫导演在《雍正王朝》的创作谈中所说:“我们将随着摄像机镜头，随着国家之主雍正的眼睛，俯

瞰着他的家国大地和万千子民的生息，看他如何救民富国。”②这种宏观的、高屋建瓴式的叙事角度，是许多史诗化风格电视剧

共有的。比如电视剧《延安颂》对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复杂纷乱的十年历史和国内、党内的多重矛盾进行了全景式的再现。作品抓

住主干，理清枝叶，“紧紧围绕民族矛盾、抗日战争这条主线，穿插展现了国内矛盾(共产党与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阎锡山

为首的晋绥军、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党内矛盾(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王明的投降主义) 。在这些众多复杂的矛盾

事件中，全剧通过两个主要贯穿人物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视点，独具匠心地将毛泽东所扎根的陕北高原——延安与周恩来奔波穿梭

于西安、太原、南京、上海、武汉、重庆等各大都市的国统区相互穿插，展现出宏大的、气势磅礴的多层次、多信息的抗战

史。”③正是这种宏观的叙事视野，造就了该剧“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意识和结构宏伟、时空跨度大、场面壮阔、气势恢宏的史

诗化审美特质。 

  然而，史诗化风格电视剧仅有对历史的宏观总揽是不够的，真正优秀的作品都能够充分利用其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优势，把

叙事触角探入任何历史生活的角落，把对历史进程的宏观叙述与对历史生活瞬间的微观刻画结合起来，在紧张的政治和战争等宏

大历史事件的间隙穿插富有情趣的生活细节或抒情性的段落，以便史诗化作品的叙事既不至于因宏观的鸟瞰再现而流于空疏和单

调，又可以使剧情显得张弛相间、起伏跌宕，富于历史生活的质感。比如 《长征》就在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转战四川、云

南，袭击贵州，勇夺腊子口的紧张激烈的战争间隙，插入了许多节奏相对舒缓的生活细节和叙事段落，如毛主席与贺子珍相互体

贴、老秀才献诗赞红军、毛泽东战场赋诗词、陕北老乡送大饼、毛泽东会见活佛等。这些段落和细节有的凸显了工农红军与人民

鱼水相亲的深厚情谊，揭示了得道多助、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历史规律，而有的虽并没有对叙事主体产生多少直接的影响，但可以

肯定的是，这些段落和细节都因其与紧张的战争场面的间错进行，起到了使整个叙事显得张弛有度、有缓有急、节奏感强的作

用。 

  王国维在 《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

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史诗化风格电视剧这种宏观的全局鸟瞰与微观的生活细节刻画相统一的叙事

策略，使其中的一些优秀作品对历史的反映基本上做到了“出乎其外”与“入乎其内”的统一，既表现出一定的“高致”，又体

现出一定的“生气”。 

  三、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统一 

  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统一问题一直是所有历史叙事艺术创作面临的首要问题，小说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经典名

著之所以长盛不衰，正在于其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完美统一。记载历史是史书的任务，而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演绎历史，



才是历史叙事艺术的任务。史诗化风格电视剧属于历史叙事艺术，它必须以严肃的态度反映历史的真实，同时也要有尽可能鲜活

的艺术虚构，表现艺术的真实。 

  在中国电视剧史上，优秀的史诗化风格作品无不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为作品的叙事主干，尽可能再现历史的真

实。比如《陈赓大将》就选取陈赓一生中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进行叙事，突出其传奇性的人生经历，从黄埔军校时期救蒋介石、

上海特科时期铲除叛徒、30年代初期被捕和逃往根据地、红军长征时期从病魔之口救出周恩来、抗日战争时期率兵屡屡重创日

军、解放战争时期屡胜黄埔时期的国民党同学、抗法援越和抗美援朝中屡建奇功、创建我国第一所军事工程学院、迎接导弹专家

钱学森回国等，直至1961年病逝。作品在选材上尊重历史事实，所叙内容都选自陈赓一生中经历的重要事件，同时又在生活细节

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艺术虚构，较好地再现了陈赓富于传奇性的一生。 

  亚里斯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或然率或必然率可能发生的

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

事。”④黑格尔也强调，“如果一部民族史诗要使其他民族和其他时代也长久地感到兴趣，它所描绘的世界就不能专属某一特殊

民族，而是要使这一特殊民族和它的英雄的品质和事迹能深刻地反映出一般人类的东西。”⑤史诗化风格电视剧所反映的历史，

应该是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历史，必须能够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必然性。而只有在反映历史真实的同时，遵循艺术创作的基本规

律，对历史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进行合理的演绎和虚构，才能通过个别的历史现象反映某些普遍的历史规律，揭示历史的本质。比

如《长征》、《延安颂》、《开天辟地》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对共产党与广大受压迫的农民之间鱼水之情的表现，就生

动形象地揭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得民心者得天下，虽然这些作品中相关的情节和具体农民的形象不少是虚构的。 

  史诗化风格电视剧首先是“剧”和“诗”，其次才是“史”。“史”须借助“剧”这个载体得以表现，而剧之能够被观众接

受，则在于它的吸引人，在于它的生动性和故事性。受到观众好评的史诗化风格电视剧，大都在真实再现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了精

彩的艺术虚构。以同样反映中国盛唐历史上“贞观之治”的电视剧《贞观之治》和《贞观长歌》为例，前者由于打着“历史纪录

片”的旗号，在历史事件的表现和历史人物的塑造上过分拘泥于历史而遭遇了收视率的失败，后者却由于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的塑造上都进行了较多的艺术虚构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比如在《贞观长歌》这部男人戏中最吸引观众眼球的安康公主这条线，

其故事内容就几乎全是虚构的。《新唐书》中关于安康公主的记载只有十几个字:“安康公主，唐太宗第十四女，下嫁独孤

谋。”电视剧却以极大的篇幅演绎了唐太宗对她的宠爱和她曲折的爱情故事。可见，遵循艺术创作规律，对历史进行合理的、生

动的、适合当代观众审美趣味的艺术虚构和演绎，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作品才能吸引观众长期收看下去，实现其应有

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审美效益。 

  史诗化风格电视剧之所以必须进行适当的艺术虚构，还因为史书对历史的讲述是简略的，许多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和具体的

细节、历史人物的生活故事和喜怒哀乐在史书的记载中是缺席的。狄德罗在《论戏剧艺术》中说:“历史家只是简单地、单纯地

写下了所发生的事实，因此不一定尽他们的所能把人物突出；也没有尽可能去感动人，去提起人的兴趣。如果是诗人的话，他就

会写出一切他以为最能动人的东西，他会假想出一些事件。他可以杜撰些言辞，他会对历史添枝加叶。对于他，重要的一点是做

到惊奇而不失为逼真。”⑥作为历史叙事艺术的史诗化风格电视剧，只有在史书记载的基础上对历史事件发展过程中的细节、历

史人物的生活情感细节等进行合理的虚构，即以历史为骨干，以虚构为血肉，才能使作品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加真实

生动，具有艺术感染力。电视剧《雍正王朝》对历史骨干的表现和对历史生活细节的虚构就做得比较到位，基本做到了大事不

虚，小事不拘。比如据史书记载，雍正在位十三年就朱批谕旨一千多万字，显示了雍正的勤政；雍正在位施行了许多革新措施，

比如官绅一体纳粮、火耗归公、清理钱粮亏空等，显示了雍正的治理才能。对这些历史事件，电视剧都给予了大力的表现。而对

雍正的个人生活和情感故事以及一些历史事件的具体细节，电视剧则进行了大胆的艺术虚构。比如雍正临死前独自一人在批阅奏

折，死去的八爷突然在他的幻觉中飘然而至，人鬼之间进行了一番心理较量后，雍正皇帝溘然长逝。这一情节显然是虚构的，但

由于其既再现了雍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勤政，又生动地表现了雍正一生心中萦绕的与八爷之间解不开的仇恨情结，故很好地

表现了艺术的真实。《恰同学少年》在这一方面做得也很好，剧中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求学经历，比如入学考试第一名和社

科成绩全优、数学倒数第一等事件是历史的真实，而剧中毛泽东与蔡和森等同学在岳麓书院畅春亭的高谈阔论、赏雨豪情等情节

和细节，以及男女同学之间一些朦胧的感情戏等则大多是艺术的虚构。史实与虚构的有机统一使青年毛泽东和蔡和森、杨开慧等

早期革命者的形象显得生机勃勃、光彩照人。 



  值得注意的是，虚构固然不可少，但虚构必须符合历史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符合历史的逻辑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否则会

给人以胡编乱造的感觉。《雍正王朝》等优秀作品虽然在整体上基本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统一，但在个别细节的处理上

却难免有违背历史真实之嫌。比如《雍正王朝》的原小说作者二月河就曾经严厉批评改编后的电视剧某些地方不符合历史的逻

辑，他说:“电视剧里有雍正在金殿里带领群臣向天下人下跪的镜头，那是皇帝吗? 那简直是人民公仆啊……从这个角度上讲，

这部电视剧是不及格的。” ⑦ 

  四、当代视野与历史视野的融合 

  德国的古典解释学认为，对历史文献的解释必须符合其固有的原意，解释者在解释时必须排除自己的主观成分，达到与历史

文献作者同知同构的地步；解释时间的误差是解释的障碍。而被学界广泛接受的现代解释学则认为，对历史的解释不是对历史本

身的求知认同，而是解释者对历史的积极参与、筹划和构建；解释时间的误差不是解释的障碍，而是使被解释对象产生无限意义

的源泉。史诗化风格电视剧作为创作者对历史的一种“解释”，必然是创作者以当代人的身份与历史进行的一次对话，是创作者

以自己作为当代人的意识和价值观对历史进行的构建，因而其“解释”的当代性色彩是不可避免也不必避免的。无论是《一代廉

吏于成龙》和《雍正王朝》等剧对反腐倡廉和政治改革的表现，《汉武大帝》和《康熙王朝》等对盛世的歌颂，《恰同学少年》

等对教育问题的探讨和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还是《北平战与和》和《解放》等对国民党将领一分为二的表现，都体现着创作

者明显的当代意识。这种对历史进行的当代化阐释，是创作者的当代视野与历史视野融合的结果，而正是这种融合才使作品能够

贯通今古，起到“古为今用”的作用。 

  黑格尔说: “历史的东西虽然存在，却是在过去存在的，如果它们和现代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关联，它们就不属于我们的，尽

管我们对它们很熟悉……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过去事物必须和我们现代的情况、生活和存在密切联系，它们才算是属于我们的。”

⑧史诗化风格电视剧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们所反映的历史与我们当下的现实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它们或为现实提

供了某种历史的鉴戒，或隐喻了历史与现实的某种相似或关联，或表达了当代人的某种诉求。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就以深受青

年观众喜爱的青春偶像剧的形式反映了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等爱国学子的爱国热情和学习、爱情生活，使当代青少年观众在审美享

受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该剧所触及的因材施教、学以致用等教育问题在当下社会也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比如在剧中，毛泽东社会科学成绩全优，而数理化音乐美术成绩却比较差，数学成绩更是倒数第一。湖南第一师范开明的校长和

老师们在经过激烈的讨论后，决定因材施教，对毛泽东给予了空前的肯定和照顾。湖南一师的校长和老师们超前的教育理念对我

们今天中国的教育现状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因为在当今中国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在小升初的选拔考核中往

往暗中以奥数成绩作为选拔学生的唯一标准，其结果是，不擅长学习奥数的学生也被家长逼着学奥数。而因为学奥数，无数孩子

的其他特长被无情地扼杀和泯灭。重庆等地教育部门严禁以奥数作为小升初考核科目、严禁办奥数补习班的规定，就是在《恰同

学少年》一剧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的情况下出台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恰同学少年》中对教育问题的表现起到了以史鉴今的重

要作用。而这一切，都得力于创作者以当代意识对历史进行的审美观照，得力于创作者的当代视野与历史视野的融合。 

  当代视野与历史视野的融合还表现在一些史诗化风格电视剧的创作者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一分为二地反映历史，使作品尽可

能兼顾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做到二者的有机统一。比如电视剧《秦始皇》一方面肯定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和雄才大

略，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与其帝王之业相伴而生的百姓所遭受的痛苦和家破人亡的事实。剧中的秦始皇要征用民夫修陵墓，正在举

行婚礼的万喜良被强行抓走；秦始皇要修驰道，本已回归乡里被免予劳役的原秦始皇的侍卫二更又被抓差；为了加快长城的建设

进度，因受伤被扶苏赦放的万喜良被再度抓到长城工地；秦始皇巡行郊野时，二更死在他经过的路边工地；秦始皇视察长城时，

亲眼目睹了得知丈夫死讯后的孟姜女跳下城台自杀。该剧把秦始皇的统一大业、帝王欲望与普通百姓孟姜女和二更等渴望安居乐

业、夫妻团圆交织起来进行叙事，很好地做到了历史视野与当代视野、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统一。 

  电视剧《三国》在这方面做得也比较好。在该剧中，编导挖掘了原著中没有或描写很少的孙刘曹各自阵营内部的矛盾冲突，

比如孙权内部增加了孙权与周瑜、鲁肃之间对刘备一方各持己见的观念冲突，以及孙权忌周瑜功高盖主而一度夺取周瑜兵权等君

臣之间的冲突；刘备内部在刘备过江入赘东吴时，增加了关张二人忌诸葛亮之才恐其取代刘备而率兵围困和威胁诸葛亮的情节

等，较多地表现了诸葛亮与关张的冲突；曹操内部则强化了曹操曹丕对司马懿的猜忌，增加了曹丕在争夺太子的斗争中对曹冲的



残害和继位后对曹植曹彰的猜忌和加害。上述矛盾冲突的增加或强化，显然是以超越原著的当代人的意识揣摩古人的结果，而这

些表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符合历史的可能性和艺术的真实的。 

  当然，当代视野与历史视野的融合，还要特别注意分寸的把握，如果不注意分寸，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过分的当代化

观照，就可能会使作品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沼。比如 《雍正王朝》主创人员的创作目的就是想从正面塑造一个励精图治的封

建帝王。从这一创作动机出发，创作者对雍正在历史上的负面信息如弑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色、好饮等野史的记载

就给予了或放弃回避、或轻描淡写的表现。而这种对雍正皇帝绝对正面化的塑造，却给作品造成了某种简单化和片面化之嫌，削

弱了历史与人物的复杂性。此外，《汉武大帝》、《贞观长歌》等对汉武帝和唐太宗等的一味歌颂也是如此。 

  总之，史诗化风格电视剧以其特有的历史编年体叙事结构、宏观鸟瞰与细节刻画并重、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当代视野

与历史视野融合等独特的叙事策略，建构了史诗化作品雄浑博大、崇高壮美的审美品格，也为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叙事提供了

某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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