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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表达一流的表达：《：《北平无战事北平无战事》》的语言形式系统的语言形式系统

将“历史戏剧化”和“戏剧历史化”
高度融合，将“社会史”叙事和“家族史”
叙事高度融合，是历史题材电视剧，包
括近现代历史题材电视剧，到达历史真
实和艺术真实高度融汇的必由之路、不
二选择，也是历史题材电视剧，包括近
现代历史题材电视剧，到达历史真实和
艺术真实高度融汇的最佳境界。

刘勰的《文心雕龙》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
系乎时序”；还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当电视
剧《北平无战事》“染乎世情”，“系乎时序”，随“时
运交移”而“质变”成功的时候，它一定是有成功
的“文变”相伴随，有尽可能美善的一流的艺术表
达形式和它的真善的一流的故事内容相匹配的。

《北平无战事》的一流的表达，首先表现在叙
事策略的两个高度融合：一个是将“历史戏剧化”
和“戏剧历史化”高度融合；一个是将“社会史”叙
事和“家族史”叙事高度融合。

要使历史“戏剧化”，让那些原本不具有戏剧
特质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艺术化为戏剧人物、
戏剧故事、戏剧场景，办法就是像《北平无战事》
现在这样做的，虚构一些戏剧人物，围绕这些虚
构的人物再虚构一些由相关的戏剧矛盾和戏剧
冲突演绎成的戏剧故事，以及这些虚构的人物和
故事赖以发生的戏剧场景和氛围。《北平无战事》
故事开端的“7·5 惨案”就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该剧虚构了“7·5惨案”第二天，燕大附属医院大
楼外，燕大副校长、国府经济顾问何其沧带领教
授们席地而坐，抗议抓捕，保护学生；虚构了中央
银行北平分行经理方步亭赶到现场加入抗议队
伍；虚构了大楼那扇巨大的玻璃门后的剧中年轻
人里的三个重要人物即燕大青年教授、何其沧助
理梁经纶，燕大学生、何其沧女儿何孝钰，燕大学
生、方孟韦表妹谢木兰；虚构了北平警察局副局
长兼北平警备总司令部侦缉处副处长方孟韦率
领三个方队的军警宪特准备抓捕。这之前，还虚
构了北平分行襄理、中共地下党北平经济战线领
导人谢培东带着中央银行总行的一封电报出场，
并牵引着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中共地下党员崔
中石即将出场；这之后，虚构了国防部预备干部
局少将督察、铁血救国会核心成员曾可达出场，
出场还带出来方孟敖和他的航空实习大队，带出
来随后进行的特别法庭三案并审，更带出来牵引
全剧向前走戏的暗场人物“建丰同志”蒋经国。
这个发生在杭州笕桥机场的虚构的故事，牵引出
来空一师飞行一大队走私倒卖北平民生物资案
件，回过头去和北平“7·5”惨案又挂上了钩；特别
刑事法庭三案并审前，崔中石为营救中共地下党
特别党员方孟敖引出来国民党 CC 系“中统”改
名的“党通局”即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通讯局的
联络处主任徐铁英的贪腐，还有他的孙秘书；三
案审结后，又有了五人小组北上查贪腐的虚构
戏。这么多的虚构，就使得北平“7·5”惨案的真
实历史事件充分戏剧化了，具有了戏剧特质艺术
色彩，变成了有意义的戏剧内容和戏剧形式，能
够成为可供观赏的电视剧的内容了。在这个历
史戏剧化的过程里，所有这些虚构的人物、故事、
场景，即由这些叙事元素构成的戏剧，实际上也
发生在戏剧历史化的进程之中。也就是说，编剧
刘和平和他的创作团队，为了使这些虚构的人

物、故事和场景具有真实历史的色彩，集中精力，
也集中才智，做了一件事，就是让这一切“历史
化”。人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处理办法，就是把所
有的虚构人物、故事和场景都置放在曾经发生过
的北平“7·5”惨案这个历史事件和它导致的一系
列历史事件中去，让这些戏剧人物、戏剧情节、戏
剧环境全都跟出场的历史人物挂上钩，跟历史挂
上钩，把一切都弄得正经八百有模有样的。结
果，当人们沉浸在观剧审美的兴奋之中的时候，
虚虚实实，亦真亦幻，谁也不会再去管它究竟是
真还是假，而宁可信其有，信其真了。《北平无战
事》里，惊人的通货膨胀下纸币法币一文不值，为
挽救危局，1948年8月18日，南京政府试行“币制
改革”，很快招致失败；上海滩蒋经国“打老虎”反
腐和失败等等，真实的历史人物事件也都这样处
理后进入戏剧了。实际上，在这样的电视剧艺术
文本里，也就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
和谐统一。这其实是一种难度很高的叙事艺
术。其中的奥妙在于，创作者们在将真实的历史
事件和虚构的人物故事结合起来，努力做到“历
史戏剧化”和“戏剧历史化”的和谐融汇的时候，
关键是把握住在历史的框架里实施真正的艺术
想象，展开真正的演剧艺术。通常，我们都会说，
历史题材电视剧是电视剧文学家艺术家对于历
史人物和故事的艺术再演绎。在这种情况下，一
切的文学艺术作品想要以历史为题材，只能是创
作主体对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及其文化蕴含、美
学意义、史学意义有所发现、有所体认、有所感
悟，而后塑造艺术形象，注入艺术情感，重新创造
的一个“艺术文本”。这就意味着，相对于客观生
活的真实，即历史的“史实文本”而言，一切历史
题材的电视剧都具有虚构性，都是历史人物和事
件的艺术演绎，而不可能是它们的所谓“真实再
现”以至于“还原”。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篇·左传
正义》里说得好：“史家追求真人实事，每须遥体
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
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史家营造“史
学文本”也有不实之处、失实之处，或者不算夸张
地说，也有一些“虚构”，何况电视剧艺术文本
呢？于是我们也就有了相对而言比较广阔的虚
构的空间，有可能把“历史戏剧化”和“戏剧历史
化”和谐地融汇在一起。

在中外文学史上，叙事性的小说领域里，通
过描写一个大家族的历史命运去形象地透视一
个社会的兴衰变革，观照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已经不乏成功的先例了。紧随其后，同样具有叙
事性本性的电视剧艺术，或改编小说，或原创的
艺术文本，也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只是在这
一类的叙事中，“社会史”和“家族史”的融合，始
终都是作家、艺术家们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话
题，处理不好就会留下遗憾。人们总是要追求

“社会史”和“家族史”的自然融合，以便既看到社
会史的色彩斑斓，又看到家族史的枯荣更迭。刘
和平说他要“把国事往家事里写”，就是这个意
思。《北平无战事》写了三个家庭。一家是方步亭
和继室程小云，方步亭和原配夫人的两个儿子方
孟敖和方孟韦，还有方步亭的亲妹夫谢培东，亲
外甥女、谢培东的女儿谢木兰；一家是何其沧，何
其沧的女儿何孝钰；一家是崔中石和夫人及一双
年幼的儿女。这些人物占据了《北平无战事》一
台大戏的半壁江山。他们在国共两党历史转折
的紧急关头、生死大博弈的日子里各个表现出自

己的人生道路抉择、自己的社会行为方式、自己
的家庭生活取舍。“以人带史，以史托人”，这部电
视剧就这样把这三个家庭——虚写的三代人的
命运与历史风云的变幻紧密地糅合在一起了。
于是，我们也可以说，全剧是在通过这三家人的

“家族史”描写1948年以北平和南京为聚焦点的
“社会史”，用这样的“社会史”托举着他们的“家
族史”了。

这种“社会史”和“家族史”相融合的景观，从
叙事策略上说，我们看到的是刘和平和他创作团
队的“宏大叙事”和“工笔写生”并举的娴熟的艺
术与技法。他们要回答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
了共产党，为什么抛弃了国民党，这必须宏大叙
事，不然就难以胜任。剧中的宏大叙事，首先表
现为，聚焦于 1948 年的国民党政权既反共又反
腐的历史大事件，还有震动全中国并影响世界的
币制改革，如此设计全剧的时空框架，就使得这
样一个北平 1948 年的故事和历史的风云、时代
的悲欢形影相随、声息与共，故事发生的环境、氛
围都有了历史的、时代的色彩与气息了。当然，
这宏大叙事，这历史的色彩和时代的气息，还表
现在历史和时代给予了剧中人物以什么样的影
响，以及这些人物的群体性的活力又怎样地推动
了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前进。这就不能不写到这
三个家庭，以及生活在这三个家庭周围的各色人
等。这也是一种叙事策略的需要。把镜头聚集
在这三个家庭一代又一代的男男女女的生活状
态和文化心态上，写他们多彩多姿的人生遭际、
栩栩如生的秉赋个性，看他们无不荡气回肠的生
生死死，体悟他们感人肺腑的爱恨情仇，我们都
能够感受到，这一群人物既由历史支撑和托举起
来，又折射和映照着历史，“家族史”和“社会史”
就这样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了。这种融合让全剧
表现出了凝重的历史特征和鲜明的时代风采。
当然，在这种融合里，“家族史”没有成为“社会
史”的符号，“社会史”也没有只是“家族史”的点
缀。这要求创作者要巧妙地游走在“社会史”和

“家族史”之间，讲好这三个家庭的故事，在一边
讲故事一边讲历史的时候，让故事讲得既“跟自
然一致”，又“跟理想一致”，因而显示出艺术的

“真正美的东西”来。

剧中的每个人物，都肩负文化负载
和叙事作用双重使命。

就人物造型和人物关系配置而言，《北平无
战事》的艺术功力和成就在于，每一个人物都肩
负着文化负载和叙事作用双重使命，就是说，
既要传递各自的文化信息，表达一定的有思想
的生活内容，又要通过跟别的人物配置的各种
关系和在事件中的地位及作用推动剧情向前发
展，还要表现出人物的鲜明性格和必然的命
运。在人物的鲜明性格中，一定是显示了这个

人物复杂的人性。
比如崔中石，这是全剧开篇之后到他遇难为

止最为出彩的一个艺术形象。名义上崔中石是
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实际上是中共一
名地下工作者。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得他明处对
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负责，取得了方步亭的充分
信任，不仅负责分行所有账目，而且还有修缮方
家父子关系的重任；而暗处他接受党的指示，身
处银行内部，获取国民党上层资金流动内幕，得
到国民党上层财团贪腐第一手资料，同时他还是
发展方孟敖成为共产党员的单线联系人。是怎
样一个人，如此成功斡旋于国民党上层领导部门
之中，如此悠游于双重角色的转换之间？崔中石
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温文儒雅，斯文内秀。他说话
的语速总是不快不慢，音调不高不低，从他的口
中，你听不到焦躁，听不到暴怒，听不到悲痛，也
听不到狂喜，他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大多时候，他
只是静静地思忖着。他的一举一动总是缓缓的，
淡淡的，不急不慢，散发着一股书生的儒雅端
方。这一点在家人朋友面前，体现更多的是平和
可亲，包容了妻子的一切怨怼甚至责骂。他的平
和可亲也体现在他与方孟敖的交往中，方孟敖被
崔中石独特的气质所征服。面对五人小组的询
问，他立于不败之地，特别表现出来他温文儒雅
外表下的机智谨慎，世事洞明，兼有洞若观火的
睿智。自然，最令人感动的是他爱国爱党，无私
无畏地把自己短暂的一生奉献给了党和人民。
他的死就重于泰山了。

戏剧节奏的把握突出了该剧乍看
平静无波、内里暗流涌动的特点。

对于另一个重要的叙事元素——戏剧矛盾
戏剧冲突的编织，《北平无战事》也可以说是艺术
想象力的超能量释放。这是一部强情节叙事的
大戏。惊心动魄的故事、波涛汹涌的表达，叙事
线索复杂却又清晰，同时，在戏剧结构上，是一种
经典性的“豹头·熊腰·凤尾”的结构。在叙事节
奏上，《北平无战事》的强情节快节奏让观众看到
了那段翻江倒海的历史和汹涌澎湃的情怀。由
于剧情结构复杂，叙事线索众多，一个事件的发
生发展往往牵涉到诸多人物和线索，并且不断催
生着各种新的矛盾冲突，于是，大量运用交叉蒙
太奇和平行蒙太奇造成情境的对比，以及情绪和
视听效果上的反差,使剧中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
和人物的危险处境不断对观众产生新的刺激，形
成“注意力的节奏”，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艺术选
择。例如在第二集中有两条主要叙事线索，一条
是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对林大潍、侯俊堂、方孟敖
的庭审，另一条是崔中石救方孟敖的行动，两条
叙事线索的交错穿插使画面在不同的场景和人
物之间不断的转换，展现出了剧中主要势力之间
复杂的利害关系，也产生了画面造型的动态变化

和内心情绪的波动起伏。两条线索各自的发展
以及彼此的交错形成了叙事节奏复杂多样的变
化。剪辑形成的节奏不仅体现在情节段落更替
组合的叙事线索中，还通过镜头及其组接呈现出
来。《北平无战事》严肃沉稳的风格决定了剪辑时
总体较为平缓的镜头节奏，大多数场景较少出现
镜头节奏的急遽变化，但是镜头节奏的舒缓并不
显得沉闷乏味，剧中常用缓慢的运动镜头和小幅
度改变景别、角度等方式使节奏舒缓之中不乏微
妙变化，也更符合《北平无战事》乍看平静无波、
内里暗流涌动的特点，而且总体镜头节奏的舒缓
突出了镜头节奏明显加快的剧情高潮。

剪辑的精粹在于，把一个风狂雨骤
的叙事化解为行云流水的讲述。

和这样的结构、节奏相呼应的是《北平无战
事》上乘的剪辑艺术。这种剪辑的精粹在于，它
把一个风狂雨骤的叙事化解为行云流水的讲
述。尤其是《北平无战事》中诸多语言的激辩、矛
盾的发酵和精神的召唤，都在室内空间中展开，
这种空间的封闭性保证了“戏核”的集中、“戏魂”
的凝神，却往往给后期剪辑带来了镜头调度单一
的困扰，然而，由于很好地把握了在影视作品这
个语言丰富的综合系统中，对形式本身的评判往
往让位于对形式和内容匹配度的衡量，因此，全
剧的剪辑就能够在深度把握剧作主旨的基础上，
通过调整镜头的留幅，调配镜头的搭配关系，完
成了对室内戏的详述，最重要的是通过“详述”这
种形式淋漓尽致地刻画了那个汹涌澎湃的时
代。还有，《北平无战事》的故事在一群银行家、
国民党将军、民国高官、大学校长等人物中展开，
全剧在人物举止、台词格调、精神气质上都是雍
容尔雅的。这种创作环境中，剪辑师能够按照各
个角色内涌动的意志去发现他们的象征意义，决
定在技术层面或者美学层次的呼应和支援，于是
剧中镜头的留幅相对较长，用悠游不迫的韵律、
谦谦君子般的缓行跟随人物的步调，将人物的情
绪、时代的情致随之延宕开去，并在大段的人物
独白中，留足了时长静静地打量人物的一蹙眉一
颔首，细细展开语言神情中包裹的种种坚定、迷
茫和诡黠。应该说，详述、省略和重构这三种语
汇在不同的叙事阶段，进行不同的组合搭配，最
终形成了或行云流水，或风狂雨骤的叙事风格。

摄像艺术打破原有电视格局，让观
众产生一种置身银幕前的幻觉。

《北平无战事》的摄像艺术，无疑成为了中国
电视剧影像制作的新标杆。它动用了 4 台当今
电视剧摄制最顶级的高清摄像机——阿莱艾丽
莎，以高达2.25:1的变形“宽荧幕”规格呈现大银
幕级画面，打破原有电视格局，让观众产生一种
置身银幕前的幻觉。不仅如此，该剧在画面上下
足了功夫，影像质量堪称一流，难怪要被观众盛
赞为“像电影大片”了。具体说来，它的影像表达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光线造型特点鲜明，通
过不同的用光观念和手法，营造出不同的影像气
质，二是多用小景深突出层次感，三是低饱和度
色彩还原历史，四是舒缓的运动节奏配合叙事，
五是隐身法处理人物。

人物台词有力、有思、有韵。

在人物台词方面，《北平无战事》无疑可以进
入高水平电视剧的行列，其人物台词有力、有思、
有韵，在三个层面的功能承担上都有绝佳的表
现，是有力量的工具、有分量的表达和有诗意的
艺术的浑然天成。说它是有力量的工具，是指它
人物形象塑造、情节发展推动以及情绪节奏的掌
控上都有不俗的表现。说它是有分量的思想传
递，是指它对历史的表达，对思想的追寻，这里，
人物台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说它具有诗意的
历史况味，指的是它成功地承担了叙事和表意的
功能，它对诗意氛围的营造和对历史的诗意审
视。这种诗意的表达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让思
想更加动情，让历史理想主义在现实的残酷面前
更加悲壮、悲情。这样一来，《北平无战事》就有
了不同于许多电视剧的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它具
有文学韵味。看全剧，我们可以认定，这是文学
和电视剧两种艺术思维相得益彰的和谐创造。

由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和北京市文化局共同主办、中
国评剧院承办的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第26届年会日前在
北京举行。来自全国40余家现代戏研究会会员单位代表及领
导、嘉宾共计80余人参加了会议。本届年会围绕中国戏曲现
代戏剧本创作这一核心而紧迫的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分别
举行了“全国戏曲现代戏剧本创作经验交流会暨北京市现代
戏剧本创作研讨会”。

近年来，戏曲舞台涌现出一批深刻感人的优秀作品，如
陈彦的秦腔《西京故事》、李莉的沪剧《挑山女人》、姜朝皋的
越剧《马寅初》、陈明和袁福荣的淮剧《半车老师》、郝国忱的
评剧《马本仓当官记》、姚金成的豫剧《焦裕禄》等，都受到广

大观众的喜爱和业界的肯定，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这些
作品既有剧作家从生活感受中提炼构思的，也有根据真人真
事进行创作的，都有很高的艺术水准。会议邀请以上剧作家
介绍了现代戏创作经验。会议还邀请专家学者对北京市新近
创作的中国评剧院的《新凤霞》、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北
国佳人》、北京市曲剧团的《粉墨有灵应我心》三个现代戏剧
本进行了研讨。

据悉，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正在积极筹备举办戏曲编
剧、导演等青年创作人员的培训班，本届年会也可以看成是这
种培训的一个开端。希望通过搭建学术平台，繁荣现代戏创作，
促进更多优秀剧本出现，切实做到继承传统，发展创新。（晓澎）

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第26届年会召开

近日，由崔代红执导的新儿童文艺电影《班主任》在第六届欧洲万
像国际华语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儿童电影故事片导演奖。

电影《班主任》讲述了年轻、漂亮、时尚、知性的班主任老师许晓雅
像妈妈、姐姐一样和孩子们相处的故事。生动揭示了只有“情”才能伴
随孩子们健康成长，只有“爱”才能照亮孩子们心灵的真谛。

第六届欧洲万像国际华语电影节是欧洲地区最大的华语电影节，
每年秋季在全球文化创意产业之都伦敦举行。电影节期间举办了中外
电影合作高峰论坛、创意产业及产业发展论坛、青年电影论坛等一系列
有关电影创作的交流活动，导演崔代红受邀参加了上述活动并作主题
发言。在中外电影人创作及交流论坛上，崔代红和中外电影人分享了
创作经验和体会。 （吴 臣）

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在取得较好收视率的同时博得
了良好的口碑。近日，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国电视艺委会和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等单位先后就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在京召开了作品研
讨会。

研讨会上，来自影视艺术、史学、文学、军事、社会学以及青年工作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
者从不同学科背景出发，从历史的视野、文化的角度以及当代青年的审美追求等多个层面，
对该剧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客观评析和深入解读，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专家们称赞，

《北平无战事》让观众看到了中国国产电视剧所能达到的较高水准。它抓住了当时历史重大
转折时期的历史逻辑和历史趋势这一非常重要的命题，同时赋予了剧中角色以当时人物的
精神世界，体现出当时的社会精神追求，这部剧从剧本阶段就能感受到它的厚重感。同时，该
剧对待历史的视角和观点，突破了多年来的条条框框，在艺术上、思想上以及商业上取得了
成功。在当下娱乐化为主的市场、挣钱第一的潮流之下，《北平无战事》真正能做到拒绝做娱
乐的奴隶和金钱的奴隶，是一部比较成功、严肃的艺术作品。

为此，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曾庆瑞教授和学院电视剧历史与理论研究的博士研
究生共同撰写了《〈北平无战事〉面面观》，本文摘出部分内容。

由中国舞美学会主办的王临友舞台
绘景艺术展暨王临友舞台美术成就学术
研讨会日前在中国戏曲学院举行。舞台
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是否还要强调绘
画功底的重要性，成为此次活动参与者
讨论最多的话题。

手工绘景是带有人体的温度与感情
的，而科技语言则是机械化的、“高冷”
的。面对当今时代高科技所面临的“狂
热”与手绘的“遇冷”，这一冷一热的对比
发人深省。王临友是舞美行业知名的绘
景师，创作功底非常深厚。与会者认为，
现在虽然很多都是利用高科技创作，但
是手工绘景在未来的舞台上仍是不可缺
失的，尤其是真正的舞台艺术。现在很
多创作思维都走了偏门，过多的喷绘、
LED，有时候破坏了舞台艺术的整体感
觉，往往是通过手绘才能在舞台上体现
出更多戏剧本质上的东西。同时，尤为
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很多院团，绘景人员
已经流失，不少转行了，这一行业需要更
多的年轻人来传承。不少与会者表示，
舞台美术的实现方式有时候恰恰需要一
笔一笔地呈现在舞台上，而不是现在很
多“走捷径”的做法，哗众取宠地刻意制
造很炫的舞台。现在是多媒体时代，青
年设计者也必须打好绘画基础，才能做
出好的作品。 （舞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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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河北省剧协、中国传媒大学戏剧戏曲研究所、文化艺
术出版社、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主办的王仲德戏剧作
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来自北京、河北戏剧界的20余位专
家学者围绕王仲德在戏剧创作、戏剧理论等方面取得的文化
追求、艺术成就进行了深入研讨。

王仲德投身戏剧创作50多年，1959年开始为专业剧团写
剧本，在基层剧团工作期间及退休后，共创作、改编剧本、戏剧
人物传记20余部，其中的《代国情》《大都名伶》《关汉卿和珠
帘秀》等作品叙事视角独特、立意明晰、以情感人，蕴含着历史

的沉重感和浓重的人文情怀，成为其艺术创作的代表作品。与
会者认为，王仲德是一位厚积薄发的剧作家，他的积累不仅来
自生活，还来自河北的历史、民俗、文化等的滋养，他以乡土故
国之情、梨园之情探讨燕赵大地的人文之情，在历史题材戏剧
意境的提升、题材的升华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王仲德以文人视角写戏，尊重文学，尊重历史，既有气壮
山河的英雄气，也有情谊绵长的儿女情。与会者认为，王仲德
的戏思想与文采兼具，塑造的赵无忧、关汉卿、珠帘秀等人物
性格栩栩如生，剧本语言文静素雅，其作品承继了中国戏曲
的诗剧传统，把“情”作为戏剧的实在和根本，写得淋漓尽致、
动人心弦、催人泪下，将戏剧回归到了诗本体。

（徐 健）

专家研讨王仲德戏剧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