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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春瑜 1937 年生于苏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家、杂文家。出版

历史著作 10 余种，杂文、随笔集 14 种。主编的《中国反贪史》获中国图书奖。中

国出版集团学术顾问、宁波市廉政文化研究会顾问。 

 

  历史剧中的问题，最大的是背离历史真实 

 

  问：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如波涛汹涌，扑面而来。叫

好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王春瑜（以下简称“王”）：我喜欢看比较优秀的历史剧，也看历史小说。它

们的优势是形象生动，活灵活现，富有故事性。缺点在于，才华横溢的史学家写历

史小说、电视剧的太少，而多数作家的历史素养不如人意，因此作品中每有违背历

史真实处。 

 

  我坚持认为，读史可以明智，但是历史学家的学术专著永远只有少数人可以看

到，对更大范围公众的历史教育需要由更为通俗的出版物来完成。而历史剧因为有

着广大的受众群，当然地承担起了这一任务。优秀的历史剧虽然不是历史教科书，

但客观上起到了对历史知识通俗化、普及化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是历史专著和教

科书所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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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更要看到，现在的历史剧，问题最大的就是剧作者们随意编造，不

惜背离历史真实。如《西楚霸王》把项羽坑埋降卒 20 万和焚阿房宫，说成是“冲

冠一怒为红颜”，是痛失爱妾虞姬一怒之下所为，真不知悖到哪儿去了！更值得注

意的是，一些作品描写清朝的列祖列宗——从入关前的祖爷爷、祖奶奶开始，无不

英明贤淑，盛德巍巍，而明王朝，则腐朽、反动到了极点。这些作品的编导者根本

不知道明清之际那些充满血与火斗争的真实历史究竟是何情景，也不知“清承明

制”，大清王朝至少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恢复到明朝中叶全盛时期的人文规模。 

 

  问：能否结合例子具体谈谈您的观点？ 

 

  王：关于历史题材影视剧存在严重违反历史真实性的倾向，这方面有很多例子。

在一些作品中，明中叶不与发动叛乱的宁藩同流合污的大丈夫唐寅，成了武艺超群，

动辄打斗的流氓；雍正皇帝成了手执利器、飞檐走壁的侠客。这是对历史人物的严

重歪曲。而戏说乾隆、戏说纪晓岚之类作品，更让我难以接受。在此类作品中，刻

苦治学、为修“四库全书”而卖掉老家献县田产的纪晓岚的高尚人格不见了；他在

灯下孜孜不倦写《阅微草堂笔记》的辛劳、愉快，也不见了；他主持修“四库全书”

时的助纣为虐，大搞文字狱、删书、烧书的丑恶一面更不见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

纪晓岚，成了嘻嘻哈哈、油腔滑调的老油子。而乾隆皇帝，则成了多情多事，简直

是成天吃饱了撑的老痞子。这对历史上真实的乾隆爷、纪文达公来说，根本是风马

牛不相及也。 

 

  这类作品与《还珠格格》不能相提并论，还珠格格完全是虚构的人物，当然可

以戏说。记得《还珠格格》火爆荧屏的那年，我去上海看望思想家、文艺评论家王

元化先生，他正在津津有味地看《还珠格格》，说看时无需动脑，看累了就打瞌睡，

醒来再看。并说“像《还珠格格》这样戏说的作品，可以存在，因为历史上根本没

有小燕子这个人，可以一集一集戏说下去。当然，要编的合情合理”。元化先生的



这番话，对我们应当是有启迪的。 

 

  对封建帝王的隐恶溢美是不少帝王剧的通病，有人调侃：干脆“给雍正皇帝一

张入党志愿书吧！” 

 
问：读史使人明智，但前提是读真实的历史。与历史真相不符的历史剧，会给人们了解历

史、学习历史知识带来什么不良影响？ 
 
  王：那些打着历史正剧或历史小说的幌子，实际上在胡编的作品，其危害性不能低估。

拍项羽火烧阿房宫、荆轲刺秦王的电视剧的是大牌导演，但灭秦英雄项羽，被拍成了残暴至

极之人；荆轲是位抗秦、勇刺秦王的侠士，被拍成敬畏秦始皇、临阵退却的懦夫。有的帝王

剧，比如，《康熙王朝》、《雍正王朝》，更是背离当时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抹煞了历史真实。

就国内说，虽然“清承明制”，清朝继承了明王朝雄厚的家底，并消除了明朝末年加剧社会矛

盾的种种严重积弊，促进了社会发展。但是，人民的反抗从未停止，小规模的起义不断。康、

雍、乾时期规模空前的文字狱，窒息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们被迫把精力耗费在考证草木虫

鱼的死学问上。而同一时期的西方世界，已开始工业革命，乾隆五十年（1785 年），英国建

成了第一个蒸汽机制造厂，轮船已经航行在茫茫大海中。而康、雍、乾三朝，继续奉行闭关

锁国的国策，以老子天下第一的天朝自居，妄自尊大，已全面落后于西方，脱离世界潮流。

清代御用文人，居然说什么康雍乾盛世。而虽然勤政，但用极卑劣手段剪除政敌、兄弟，为

人阴险残暴的雍正皇帝，成了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至情至性的一代明君，隐恶溢美，一至如

此，真不知悖到哪儿去了！难怪有人看了剧中的雍正皇帝后调侃说，干脆“给雍正皇帝一张

入党志愿书吧！” 
 
  康熙也好、雍正也好，距今不过二三百年，他们的事迹，档案、实录、正史、野史，均

有详细的记载；研究清史的学者，老前辈如孟森，今人如王钟瀚、王戎笙、杨启樵、杨珍等，

都有可观的研究成果可供参考。以康熙为例，康熙皇帝确实是我国古代很杰出的皇帝，虽然

因出天花，脸上留有麻子，但他刚毅、沉静，内秀于中，刻苦攻读，为政讲求实效，反对空

谈浮夸。他曾站在正阳门城楼上，指挥扑灭不远处一家店铺燃起的熊熊大火，也曾在新安郭

里口，指挥救灭赵家庄一家百姓的大火，见损失惨重，当场救济；他厌恶政治马屁精，他一

再反对上尊号，直到晚年仍如此。如此等等，如果把这些搬上银幕，康熙皇帝的形象，不但

崇高、可亲，而且有意义。但是，这些素材在《康熙王朝》中基本上踪影皆无。 
清朝统治者怎会自称“满清” 
 
  问：细节决定成败。近年来，批评历史剧细节荒谬的言论不时见诸报端，您对这个问

题怎么看？ 
 
  王：不光历史剧，其他类型的历史题材作品中也存在违背历史细节真实性的问题，甚至

已闹到匪夷所思、荒唐可笑的地步。比如，一部写郑成功的长篇历史小说，写郑成功大军是

用尿壶连结在一起，渡过台湾海峡，打败荷兰殖民者的，真让人笑掉大牙！历史剧中更是如

此。《康熙王朝》里的人物，包括孝庄太皇太后，动辄自称“满清”，实际上，“满清”一词是

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反清时使用的，是贬义词，包含敌意，清朝统治者怎会自称“满清”？
“孝庄”是孝庄文皇后的简称，也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谥号”，即死后的荣



誉头衔。可是，在《康熙王朝》里的孝庄皇后，竟然说“我孝庄”如何、如何，太没历史常识

了。 
 
  问：那按照您的这个思路，是不是历史剧就只能是历史的再现，而不能有任何的虚构？ 
 
  王：不是这样。恰恰相反，我认为，合情合理的虚构同样显示了历史真实性。历史真实

性更多地就表现在：历史上虽没有这件事，但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氛围，是完全可能发生

这样的事的。优秀电视剧《长征》，博古在沼泽里摸鱼，把眼镜都弄丢了，状甚狼狈，但他

关心重病战友，想摸鱼熬汤增加其营养的同志之爱，打动了观众的心。红军长征，历经艰难，

翻完最后一道雪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全体同志，笑逐颜开地集体滑雪下山，虽于史

无据，却同样显示了历史真实性，增加了艺术感染力。在影视作品、历史小说中，皇帝及名

臣、宿将，常常会出现一个乃至几个情人，我认为都符合历史真实。试想，在那个古老的年

代，他们特权在握，找女人、情人，还不是易如反掌？ 
 
  怎样做才算是达到了历史真实？  问：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您认为在历史剧中怎

样做才算是达到了历史真实？历史真实与艺术性怎样统一？ 
 
  王：既然名为历史剧，那么首先就要尊重历史。我国有举世首屈一指的大量文物，有浩

如烟海的文献史料。史学家通过刻苦的、不懈的努力，考证、分析，是可以恢复历史的本来

面目的。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就能明白，历史剧的真实性首先体现在：作品描写的历史人物

或历史事件，总体上必须符合那个人物及所处时代的本来面目，如，不能把秦始皇简单地写

成暴君，也不能对他的“焚书坑儒”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不能看到南宋的经济、文化有一定

的成就，就歌颂偏安一隅、不思恢复中原、悍然杀害抗金民族英雄岳飞的宋高宗，甚至为汉

奸秦桧翻案，等等。优秀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武则天》、《长征》、《血战台儿庄》、《新四军》、

《周恩来在上海》、《重庆谈判》等，都显示了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的统一。其次，如前

所述，要重视历史细节的真实性。历史不断变迁，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社会生活，都会有

种种差别，从而构成那个历史时期的特征。如喝酒，元朝以前国人喝的都是黄酒、米酒（酒

酿），元朝从阿拉伯传来烧酒，但直到清朝中叶后，才风行天下，因此武松喝的十八碗酒，

不可能是烧酒；若然，他肯定醉死、烧死了。又如打麻将，虽然清初出现雏形，但真正的麻

将，要到道光以后，才流行开来，成了无数人沉湎其中的“国粹”。作品中，如果宋朝人、明

朝人就打麻将打得热火朝天，那就是大笑话。以《武则天》为例，陈加林导演特地邀请唐史

专家担任历史顾问，并一直跟随摄制组，随时指出拍摄中有违唐朝历史真实的问题。《武则

天》中上朝时的群臣朝仪，都是严格按照《唐六典》等史籍拍摄的，如此严谨，难能可贵。

犹忆十多年前，陈加林筹拍一部明朝小说的片子，他不仅派助手、美工来我家请教明朝的衣

食住行，借去相关资料，还请我到他的住地，给他讲解明朝文化，此片虽后来因故停拍，但

剧组重视历史细节的真实性，至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个丧失历史尊严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重视历史剧的历史真实性，杜绝胡编戏

说，是其时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