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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历史名人精神品质
成就有香气的高分纪录片

□李雨心

历史考据式剧集如何“抓住”观众?
□师文静

用纪录片展示无法用视觉来传递的

“香味”这一主题，同时将讲述的时空穿

越回到繁盛的唐朝、风雅的宋朝，甚至群

雄并起的东汉末年，会讲述出一番怎样

的故事？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这样的

片子应该会讲讲古人雅致考究的香事，

或者描绘出中国悠久璀璨的香文化，抑

或再讲述些暗含其中的文人意趣。

可是，斩获豆瓣9.3高分的纪录片

《惟有香如故》，却并不是观众想象中的

画面场景。它看似说“香”，却又意不在

此，将更多的篇幅放在了五位“顶流”历

史人物的故事上，选取了与他们的人生

命运相连的香料，串起他们曾经在那些

重要历史节点上的冲突和选择。正因

于此，这部稍显特别的作品，以极高的

口碑成为今年纪录片领域的“黑马”，似

乎打开了此类纪录片的另一种“玩法”。

杨贵妃的瑞龙脑香，用悲惨的结局

诠释着宫墙内的“炎凉”；一生赞许梅花

的李清照，她制的梅香中却没有任何梅

花成分，就似她孤傲不屈的灵魂；生自

磨难之中的沉香，就如同苏轼几经起

伏、波折不断的一生……镜头中，虽讲

述的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历史名人，却

选用了他们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人生段

落，并将每种香料的特质与人的品性联

结起来，更凸显出了人物身上强烈的精

神属性。

杨贵妃之死众说纷纭，其死前带走的

唯一物品是香囊。而她在世时极喜爱的

瑞龙脑香，虽出自炎热的岭南，在熏烧之

后却有寒凉之气，这极热之地生出的极寒

之香，也是杨贵妃“炎凉”一生的写照。

李清照在丧偶之后晚年再嫁，却又

在成亲后的百日之内以“自毁式”的方法

状告丈夫，两败俱伤后终于摆脱了这段

婚姻。李清照喜梅，一直想提炼出梅花

气味的香，可最终制成的梅香却没有任

何梅花成分。最终，她写下的《孤雁儿·

世人作梅诗》，“三弄梅花，却不再提香”。

以香喻人，以香叙事，该片用“香”

这一小切口，其实讲述的是古人的精神

寄托，以及这些名人的苦楚、纯洁、大

义、坚守……再加上精心考究的服饰场

景，别具东方美感的画面构图，将传统

文化之韵味呈现到极致，被网友称赞为

不输于电影般的视觉质感。同时，在拍

摄手法上，导演沈永鹏步入这些历史场

景中，在解说故事背景的同时，又抒发

个人感受见解，面对镜头与观众对话

时，有种“打破第四面墙”的冲击感。

此外，该片创新性地将现代实验室

“搬进”历史时空，形成古今对话的奇妙格

局。在微观镜头之中，能看到香料焚烧、提

炼、挥发时的细微变化，为人文的叙事增添

了几分科学又理性的意味，颇具新意，是当

下国内纪录片中少见的呈现方式。

当然，这部作品也并非近乎完美。

从题材而言，虽说归于纪录片的范畴，

但该片无处不在的个人视角，过于浓烈

的审美风格，与客观叙事相距甚远的抒

情描写，都可以说是一部非常“小说式”

的历史演绎作品。《惟有香如故》具有非

常浓厚的导演个人印记和情感，所叙述

的故事和演绎的对白，其真实性也值得

商榷。所以在观看中，观众一时难以分

清哪些是戏剧演绎，而哪些又是真实历

史还原。纪录片一向以真人真事为表

现对象，该片所呈现的故事却多文学性

创作，所以容易让对人物生平并不了解

的网友造成认知混乱。

不可否认这部作品的可取之处，以

“香”切入，将历史名人的精神品质植入其

中，讲得丝丝入扣，呈现的形式也新颖少

见。网络中如潮的好评赞许，也能印证

该片主创的用心用情。一段段带有独特

香味印记的历史，也让人回望这浩浩荡

荡的历史浪潮中，那些不可磨灭的灵魂，

并给千百年后的世人以无尽的感怀。

不久前，古装短剧《显微镜下的大

明之丝绢案》收官，这是作家马伯庸首

次亲自操刀改编自己的作品，整部剧服

化道质感十足，对明代风俗历史、人文

气息、制度礼仪等都有很好的呈现，但

对于不少观众来说，这部讲述“算呆子”

帅家默纠正丝绢税赋征收错误的故事，

有点枯燥和难以带入的感觉。这个古

代故事很不同，很精细很精巧，但它依

旧没有因高品质而迎来爆火。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改编

自马伯庸历史文集《显微镜下的大明》

第一篇《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

末》，讲述了张若昀饰演的算学天才帅

家默，因一次偶然发现了一个长达百年

的税赋错误，在纠错中卷入了一场明争

暗斗之中。创作者从明代的一系列罕

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来的这个尘

封已久的故事，固然是有别于其他流行

的古装剧故事，但这部历史专业性、文

献资料考据都很强的剧，怎么抓住观众

却是个问题。

历史文集《显微镜下的大明》的6个

故事，都来自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

事件，里面充满作者大量的历史文献考

据内容，由其改编的剧也是历史知识

点、历史词汇丰富。剧中男主角帅家默

对数学极其感兴趣，一次在查阅县衙税

簿时，偶然发现有一笔科目叫作“人丁

丝绢”的税收数目有疑点，经过到各机

构查询，帅家默发现原本七八个县的赋

税转嫁给了仁华县一个县，导致仁华县

每年需多交三千五百三十两税银，帅家

默从此开启一路从县到府、州的申诉。

这一路的申诉中，各色人物纷纷登场，

各种错综复杂的机构亮相，明朝复杂的

官吏制度和税赋制度呈现在观众面

前。剧中的很多台词，比如长篇累牍的

衙门合议群戏论战，就是历史文集书面

语的直接呈现。而推动剧情发展的“人

丁丝绢税”、《丝绢全书》、赋役白册、乡

绅隐田、“清丈土地”等历史名词背后，

不仅讲清楚了明代复杂的税赋沉疴，也

呈现了其复杂的政治生态。观众佩服

马伯庸将历史文献故事化的能力，但也

有点上明代赋税制度历史课的枯燥感，

很考验观众的耐心。总之，注重历史考

据，造就了该剧的历史感、细节癖、高级

感，但也设置了门槛。

徽州丝绢案在历史上是与明代晚

期的赋税制度改革相关联的历史事件，

被擅长编织历史缝隙中故事的马伯庸，

改编成了“天才人物”承担叙事核心的

古装悬疑剧，剧集与原著相比，削弱了

小人物的悲剧性、对明代政治生态积弊

的深挖批判，最终归结于“算学的问题

还得算学解决”这个主题，但还是把小

平民、社会大众、乡绅、县官、州府乃至

上到巡抚、皇帝等诸多群体、利益集团

的博弈之局精彩呈现出来。观众若是

有耐心看完前几集，看懂明代官吏制

度、赋税制度以及故事的诸多草蛇灰线

伏笔之后，剧集后半部的反转、揭晓谜

底可谓精彩至极，拍出了各方势力明争

暗斗、错综复杂的纠葛。各具特色又棋

逢对手的知县、知府以及乡绅、状师成

为后半段剧情的绝对主角，这十几个角

色在查不查“人丁丝绢税”漏洞、揭不

揭开乡绅隐田、要不要清丈土地上心思

不一，作品将复杂的官吏生态作为一种

悬疑手段，并且在其中融入帅家默父母

被谋害的悬疑案件，以此来推动剧情的

发展。

就像马伯庸作品的其他改编剧一

样，《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也是一

个质感十足、构思精巧、揭晓谜底略带

爽感的故事，这个故事完美精致、充满

智商的博弈，甚至在历史考据的支撑

下，做到了毫无破绽、没什么槽点，却为

了精巧、烧脑忽略了对人物的深刻塑

造。可能这类故事更满足对高智商剧

情有需求的观众，而对于哪些喜欢情感

代入观剧的观众则不太友好。故事很

炫酷、很热闹甚至有点爽，但观众无法

找到一个人物、一个情感投入点，无法

跟随到剧情中，让自己共情其中。

无法带入人物，是因为剧中的人物

都是为精密的故事服务的。该剧男主

角帅家默的“情感障碍”“高智商天才”

的人设很酷，张若昀虽然演得不那么可

爱，但也很好地服务于人物，完成了角

色。整部剧帅家默只有一次情感释放，

还是在剧的结尾。帅家默父亲的同事

在辩论中说漏了嘴，承认害死他父母，

终于得以为父母的冤死翻案、有情感障

碍的帅家默才彻底大哭一场释放自己

被压抑的情感。在此之前，帅家默一直

是木呆呆的，他挤牙膏一样一点点地想

起父亲所说的“三千五百三十两税银”、

父亲拿的《丝绢全书》、父母的面容、父

亲在职场被逼无奈的场景等，一个一成

不变、没什么情感表达、没有丰满成长

弧线的人物，他的情绪感染力是缺失

的。作为主角，他推动了一个环环相扣

的精彩故事，但无法让观众迅速产生情

感代入感。这个调动起了整个古代基

层官吏生态的故事，与观众的情感连接

还是太弱。 据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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