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述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朱棣成长史的电视剧《山河月明》日前在北京卫视热播，
作为近年来市场少见的历史剧类型，它的厚重大气让人眼前一亮，也收获了良好口
碑。历史剧回归正剧，既符合政策导向，又顺应了当下观众的口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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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剧作品质来看，《山河月
明》叙事风格沉稳扎实，服化道准确
精致，演员普遍演技在线，应该算得
上是一部水准线以上的作品。伴随
着剧情深入，不少观众发现，《山河
月明》中刻意为主角朱棣增加了一
条蒙古公主的故事线，按照往常的
叙事逻辑，这个意外闯入的角色身
上应该有不少戏份。可是蒙古公主
的出现莫名其妙，在故事里和朱棣
也没有产生太多交集，这条人物线
变得有些没头没脑。

此外，根据该剧的拍摄记录来
看，原定80集的长度在正式播出后
仅仅保留了45集。这种大幅的改
动可能源于近两年国内对于电视剧
的长度有了新的规定。2019年，国
产剧集数不得超过40集的新规开始
生效，过去动辄五六十集、七八十集
的长剧不再符合播出标准。拍摄于
2018年的《山河月明》，按照原定长
度自然也不符合要求，要压缩一半的
内容就势必需要对剧情做出取舍。

如果查阅历史就会发现，朱棣
本人的感情生活中并没有蒙古公主
这样的人物存在，历史上朱棣与徐皇
后情意深重而传为佳话。因此，《山
河月明》中关于蒙古公主的戏份就属
于虚构情节，删减自然也可以理解。

这几年来，国产剧市场似乎很
少见到历史剧的身影。根据国家广
电总局官网上发布的“2021年全国

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名单一览”统
计，2021年全国电视剧拍摄制作备
案公示的剧目中，各类型剧共498
部，古代题材剧只有15部，且大都
为“古代传奇题材”。这意味着，像
《山河月明》这样被列入“重大革命
和重大历史题材”的历史正剧，在
2021年更是少数中的少数。

在剧评人杨文山看来，历史正
剧的生产量相对较少，与这一题材
本身的创作生产规律相关。“一方
面，国产剧这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
历朝历代帝王的故事几乎都被翻来
覆去地讲过了，在题材广度上很难
找到新意。另一方面，从深度来看，
历史正剧有过《雍正王朝》和《大明
王朝1566》这样的巅峰作品出现，后
来者想要超越几乎是不可能的，毕
竟既是历史学家又是编剧的，除了
刘和平，几乎找不到第二个。”

因历史剧正剧生产困难，更为
市场化的历史戏说剧就成了新方
向。从早年间的《铁齿铜牙纪晓岚》
系列，到后来把历史剧与偶像剧结
合的古装历史剧，各个朝代的皇后、
帝王都被历史剧以大女主、大男主
的方式解读，几乎每次播出都会受
到观众的指责。这类剧集被认为剧
情过于悬浮，与历史不符，有误导之
嫌，在过于泛滥后也直接导致了历
史剧近几年来的过审困难。

尽管可能存在剧情衔接的问题，

但是《山河月明》至少保证了正剧的
表达方式，从该剧播出后收获的口碑
反响来看，也给国产历史正剧带来了
一些希望。根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还有不少历史正剧处于待播状态。

这批历史剧涵盖了汉、唐、北
宋、明、清等多个历史朝代，如聚焦
唐初贞观盛世的《天下长安》，展现
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的《大汉赋》。
除了帝王故事，也有著名历史人物
的传记史，如讲述宋代著名中医王
唯一后代王陵直故事的《大中医》，
讲述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故事的《阳
明传》，还有展示小人物生活的作
品，如《显微镜下的大明》《广州十三
行》《天下长河》《人生若如初见》等。

前两年，属于架空历史，但在表
达上有明显创新的《长安十二时辰》
在播出后广获赞誉，也让历史剧的
观众缘和市场价值得到了提升。在
豆瓣网上，《大秦帝国》系列历史剧
的评分始终居于高位。待播剧中，
《天下长安》《大汉赋》《人生若如初
见》等剧的呼声也一直很高。

历史正剧已经摆脱了过去死气
沉沉、被年轻观众所抛弃的收视困
境，目前已养成了一批能够欣赏正
剧表达方式的观众群体。正在生产
的历史正剧，或许应该抓住新的时
代机遇，在尊重历史的同时注重表
达创新，再创历史正剧新的辉煌。

据北京日报

《山河月明》：国产历史剧回归正剧范儿
□李夏至

继在央视一套播出时打破多项
收视纪录后，现实题材电视剧《人世
间》之后又在央视八套、江苏卫视重
播，仍屡屡拿下收视率排名第一的
成绩，形成了“一家老少追重播”的
奇特文化景象。有意思的是，关于
该剧，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不是剧
中某个角色的逆天颜值，也不是某
个场景的精致养眼，而是老戏骨的
精彩表演和实力展示，是“光字片”
居民所经历的人间悲欢，是周家三
代人从未泯灭的温情和善良，是小
人物在历史巨变中秉持的家国情
怀。简言之，观众追的不是颜值而
是价值！

这种审美取向的变化，不由得
让人联想到2019年在北京举行的
一次国际论坛。当时一位发言者语
出惊人：“颜值就是生产力！”言罢，
很多人为之喝彩，认为他道出了高
颜值在这个“看脸时代”的重要性，
也和一些“颜控”语录遥相呼应，比
如“颜值即正义”“长得好看的才叫
吃货，长得丑的那叫饭桶”等等。在
影视行业中，高颜值更受关注，有媒
体宣称“颜值剧的时代已经到来
了”。似乎影视剧如果没有偶像参
演，没有高颜值，就不能吸睛，更难以
吸金，从而失去了市场号召力。文娱
领域屡遭诟病的流量至上、天价片酬
等乱象也与此观念直接相关。

这种“颜值有理说”看似言之有
理，但其实很难经得住推敲。从审
美的角度看，长得好看、颜值在线确
实是优势。高颜值是恰到好处的标

准，是合乎尺度的形式，让人赏心悦
目，不会产生不安与恐惧。不过，看
颜值毕竟只是审美的开始，“好美”
终究不是“美好”。先哲们说，“凡外
重者内拙”，“容貌、态度、进退、趋
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
庸众而野”。这些论述都将审美标
准指向了超越颜值的内容和价值
——只有丰盈厚重的内涵和情怀才
是影视剧真正的“颜值担当”。

从当下影视作品的创作和接受
看，特别是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

“清朗”行动开展之前，可以发现很
多影视剧，尤其是仙侠剧、谍战剧、
甜宠剧等，一度都刮起了“颜值风”，
整个剧组颜值爆表，小鲜肉小仙女
云集。不过，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再
多的光鲜亮丽也无法遮蔽作品本身
的硬伤：有的剧中人物形象“养眼”
到了辣眼睛的程度，如抗日战士妆
容精致、抹发胶、打耳洞、穿超短裙
等；故事逻辑混乱，事件悬浮，情感
虚假，甚至出现了“按地位、按财产
分配颜值，按颜值分配道德和未来”
的荒唐局面。这些作品脱离了现实
和人民的大地，脱离了文艺创作的
源头活水，变成了无根的浮萍、无病
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即使获得了不
错的市场成绩，登上了热搜榜，但口
碑却惨不忍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
影视剧无意拼颜值，满怀诚意和敬
畏，耐心地讲好每一个故事，用扎实
的剧本、精心的制作获得了口碑和
市场的双赢。2021年中国最火的

电影《你好，李焕英》最打动观众的，
不是俊男靓女，而是最普通不过的
母女真情和彼此成全、相互奉献的
精神；勇夺中国影史票房总冠军的
《长津湖》最震撼人心的，是抗美援
朝的志愿军战士们对战争正义性的
朴素理解，是他们视死如归、征服极
限的钢铁意志，是其中的历史深度
和情感厚度；电视剧《装台》塑造了
从事幕后舞台搭建的装台工人群
像，他们虽然其貌不扬，普通平凡，
却具有“不惧碾压的鲜活”和令人尊
重的责任担当；《山海情》中，在黄土
高原的尘土掩映下，演员的颜值已
不再是焦点，马得福和水花们的忍
辱负重、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才是
该剧最大的亮点；《觉醒年代》最出
彩的也不是偶像明星的风采，而是
激情飞扬的热血青年共同绘制的波
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些精品佳作
肯定了人的本质力量，维护了人和
社会的尊严，让观众听到了痛苦心
灵的回声和“黑夜中的呜咽与怒
吼”，铭记着“人的曾经的存在”，见
证着历史必然的命运力量，最终也
用质量获得了流量，用品质吸引了
关注，用价值铸就了丰碑。

这些文艺作品的得失成败和当
代审美主潮都在提醒着我们：对行
业而言，颜值固然是生产力，但并非
第一生产力；颜值虽然有价值，但绝
非最重要的价值。始于颜值，成于
品质，终于价值，这才是影视作品的
成功之道。

据光明日报

从《余生，请多指教》到《才不要和老板谈
恋爱》，青春剧再一次成为网络话题的焦点。
对于喜欢这类剧集的观众来说，剧情走向摆脱
了早年恋爱剧车祸、绝症、四角恋等极致化戏
剧元素，将初遇的悸动、恋爱的甜蜜、相处的磨
合以轻松明快的氛围娓娓道来，辅之以精致养
眼的场景服饰、文艺甜美的情话梦幻呈现。而
对于另一部分观众来说，不够专业的职场呈现
与过于美化的生活场景，依旧没能较好地修正
这类剧集缺乏“烟火气”“悬浮感”的通病，日常
的“甜蜜”多少带了点工业量产的“糖精”味道。

“偏见”与“滤镜”正成为国产青春剧的“一
体两面”。带有对爱情憧憬滤镜而来的观众，
满足于“撒糖”情节的密度。而另一部分观众
则听到“甜宠”二字避之不及。甚至于还未开
播，就在心中将其与“剧情悬浮”“脱离现实”画
上等号。两种声音的激烈碰撞，某种程度上是
工业量产思维下，对于青春剧创作不断窄化的
结果。制播平台与营销方与其说是用“甜宠”

“虐恋”这些标签来细分受众市场，不如说是在
以“甜就够了”“虐到上头”来驯化观众，有意让

“青春剧”与所谓“正剧”“职场剧”作出区隔，面
对观众不够真实、专业的批评“讨饶”。可殊不
知，观众忠诚的不是某一个标签，某一个类别，
而是作品的质量与深度。这种“甜就够了”的
创作思维，遏制的是青春剧话题拓展的可能
性。当影视制播方热衷以“糖精”小视频为卖
点宣传时，也阻碍了其成为现实主义佳作的上
升路径。

这两年，青春剧不是没有向现实靠拢的努
力。盘点这两年的青春剧，都热衷于通过男女
主角的职业身份带来新鲜感，比如《你是我的
荣耀》里娱乐明星与科研人员的组合，比如《你
是我的城池营垒》里特警队员与新手医生的组
合。《余生，请多指教》也延续了这一趋势。男
主角顾魏是三十而立的外科医生兼医学院副教
授，而女主角林之校是音乐学院在校大三学生。
因为林之校父亲罹患胃癌，顾魏机缘巧合成了他
的主治医生，二人由此邂逅产生感情。但匪夷所
思的是，面对抗癌的父亲，观众根本看不到女主
角为父母分担的成长与担当，选择医生的草率与
照料细节的敷衍，令人感到就连亲人也沦为编剧
谱写二人“命中注定”的“工具人”。

看不到职业生活背景带来的现实代入感
与人物独特性，二人“非你不可”的恋爱宣言多
少有些苍白。当观众追剧“上头”的热情褪去，
回味追忆，除了被短视频高度凝练的男女主牵
手、拥抱、吃醋、接吻等常规“撒糖”套路合辑，
除了男女主角的深情注视与明媚笑容，很难找
到留有深刻印象的台词、情节。更残酷地说，
倘若剔除场景服饰、唯美镜头、青春靓丽演员
这层层滤镜，青春剧，何其空洞、老套。

诚然，观众收看青春剧，主要憧憬的是美
好爱情，也以解压养眼为第一诉求。可美好绝
不止于“甜”，止步于吃饭看电影游古镇的流水
账呈现，观众看到的，充其量只是“玩伴”；单凭
公主抱、系鞋带、披衣服等所谓“男友力”情节，
观众看到的，只是停留在分泌多巴胺、刺激肾
上腺素的梦幻。影视主创对于婚恋如此幼稚
的认知，决不能用一句“观众喜欢撒糖”就能够
敷衍。

真正的甘甜，不是建立在平顺优渥的环境
之中，不是建立在从天而降的幸运之上，而是
贯穿于勇于面对现实、携手共渡的点滴累积之
中。甚至，只有品尝过逆境的苦痛，才能感受
到感情的珍贵、相伴的甜蜜。无须谱写传奇，
只着眼当下，我们为身着防护服隔空比心的抗
疫“90后”夫妻感动，为丈夫送别“逆行”妻子许
诺做一个月家务的故事而暖心，是因为“比心”
这个动作“甜”吗，是因为承诺“做家务”就是

“人类高质量男性”吗？当然不是。是因为我
们透过动作与承诺，看到了他们在相守之中，
对于彼此社会价值与高贵品格发自内心的真
诚赞赏与身体力行的支持认可，这样的爱情，
又岂是一个“甜”字就足以概括？ 据文汇报

青春剧
“甜就够了”吗？

□黄启哲

实力派引领审美新风尚
□胡疆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