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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问苍茫》正在央视一套首轮播出，湖南卫视、
江苏卫视跟播。该剧由陈晋、梁振华担任总编剧，形成了党史专家与资深影
视编剧的强强联合。剧作在坚持历史真实叙事的同时，于细节中融入戏剧
化内容，以大胆且符合历史情境的艺术加工，赋予红色题材丰富意蕴，实现
了人物塑造的升华以及史与诗的双向奔赴。

剧中很多对白都能找到原始文献
《问苍茫》首次重点聚焦1921年至1927年间青年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早

行者”到“开拓者”的历史性转变，这6年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很少表现，却
又是毛泽东一生中非常重要的6年。6年间，毛泽东从一个朝气蓬勃的热血
青年，成长为具有远大志向的成熟政治家。

该剧请来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担任总编剧，为剧本保驾
护航。谈到主旋律作品创作，陈晋表示一定要贴近今天的观众，让观众能够
感受到先辈们在当年的选择与奋斗，“还原历史不等于唱高调，还原历史恰恰
是把历史的精髓拎出来，不仅要复刻历史里的‘人’——先辈们的心路历程，
还要让屏幕外的‘人’——观众能切真地有所共鸣。”陈晋透露剧中人物的很
多对白基本上都能找到原始文献，“我们就要用这样的语言来还原历史。”

以局部虚构方式展现人物
在高度还原历史的基础上，《问苍茫》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原

则，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进行了部分大胆且符合历史情景的艺术加工，丰满了
人物与情感。剧中，青年毛泽东带着对中国革命之问、国家民族前途命运之
问登场。全剧开篇第一镜是1921年毛泽东回到长沙，他不顾刚下过暴雨而
变得湍急的江水畅游湘江，剧情通过毛泽东与船夫的对话引出人物性情：鱼
虾都能游，我凭什么不能游，莫管这水多急，只要摸准了它的脾气，照样有法
子治它。

剧中有一场戏是毛泽东告别安源矿井工人，总编剧梁振华分享创作经
历时表示，这场戏他构思了很久，最终从经典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中找到了
创作灵感，这张油画被认为是“世界上印数最多的一张油画”，而梁振华最感
兴趣的是画中毛泽东右手握着一把绛红色的油纸伞。于是，剧中出现了这
样一个桥段：临别时，矿井工人送给毛泽东一把雨伞，毛泽东本想把伞留给
工人们遮风挡雨，但工人对毛泽东说：毛先生，你要走的路，很长。

“历史上有没有这句话当然不可考，但无法被证伪的就是我们戏剧表达
的空间。”梁振华表示：“在创作中我们是小心地求证、小心地摸索、小心地假
设、小心地抒情，在历史脉络之余融入审美情境，让诗意表达有空间、审美意
向有空间，以局部虚构的方式来展现人物。”

《问苍茫》中的登场人物众多，整个故事中涉及到的人物有400多个，有
名有姓的历史人物有350个。剧情线索复杂，如何从历史中找到一条清晰的
叙事主线，是剧本创作的难点之一。主创团队做的是删繁就简，抓准中
心。梁振华透露，聚焦1921年至1927年这个历史时期，直面探索正确革命道
路中的一系列问题，是《问苍茫》的题旨所在。知行合一，毛泽东通过思想纲
领去指导实践，实践得到的成果反过来又促进认知，思想与实践双向促进。
找准了这点，我们就梳理出了一条比较清晰的叙事线索。”来源：《北京晚报》

坚持历史真实叙事
细节融入审美情境
《问苍茫》实现史与诗的双向奔赴

“不改革，毋宁死！”这跨越400余年时光、从弥漫着历史烟云的舞台上
不断传来的声音如此坚定不移，振聋发聩，也让一个背负着历史使命，却承
受着悲剧命运的改革家形象，以穿越阴阳、超越时空的力量呈现在天地之
间，带给当代人启发与思考。从2023年12月22日跨年演到2024年1月14
日，在首都剧场连演21场的北京人艺原创新戏《张居正》，是一部独特的历
史剧，以一种恢弘大气又兼具诗意与哲思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具有时代共鸣
的舞台表达，展现了北京人艺在新时期对于“中国话剧民族化”的探索与创
新。

十五年前曾为北京人艺编剧创作话剧《司马迁》的著名作家熊召政，此
次再度结缘戏剧，源自2010年冯远征曾在熊召政亲自改编的电视剧《万历
首辅张居正》中饰演太监冯保，当时二人便商定日后要将这部作品搬上话剧
舞台。为此，熊召政历经四年九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话剧《张居正》的剧本；
冯远征亲任导演和主演，联合人艺青年才俊闫锐导演和老中青三代演员以
及台前幕后众多艺术家，经过三个月的打磨，共同将这部有着独特风格的原
创力作呈现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

话剧《张居正》从结构到叙事到舞台呈现都令人耳目一新。整部剧一改
传统历史剧的线性逻辑和写实手法，以大胆的想象，从成年与童年的万历皇
帝隔空对话展开，而张居正的名字则一出现便已“死了”。剧中，现实与非现
实两条线索并行、交替叙事，全方位展现出张居正的内心世界以及他周围人
错综复杂的关系。改革路上的张居正困难重重，黄泉路上的他同样步履维
艰，他的魂魄与不同人物在不同空间相互交汇，回望自己担任首辅的坎坷人
生和心路历程，同时展开身后的反思与诘问。极强的历史纵深感，引领着观
众跨越阳间与阴间，江湖与庙堂，连接真实与想象，从不同层面去更深刻地
思考这段革故鼎新的权谋与博弈以及张居正改革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该剧的舞台视觉融合了东方古典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表达，以极简而
流畅的灵动风格，营造出极具诗意和想象的戏剧空间，让每个场景都美如画
作。整场演出采用不闭幕换景，舞台随着场景变化，伴随着大气悠扬的音
乐，如行云流水般在虚与实、明与暗、阴与阳之间“丝滑”转换，打破了真实与
想象的边界。灵感来自故宫大殿的八根红色立柱与三把龙椅，构建起整个
表演空间，能够反射出柱子倒影的金砖地面，则来自冯远征童年时参观故宫
留下的难忘印象。

精美的多媒体数字影像也增强了跨越时空的纵深感，大明王朝在光阴
流转历史烟云之间经历盛衰起伏，透着帝王威仪的恢弘圆柱，背面竟满是裂
痕与腐洞，象征意味十足。堪称“明朝时装秀”的锦衣华服同样兼具传统与
时尚，饱满丰富的色彩在灯光下流光溢彩，配合着演员们有血有肉的生动表
演，凸显着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

世间虽然已无张居正，但改革的主题永不过时。正如剧中巧妙地以“玩
空竹”来诠释“治国之道”：不管是抖空竹还是治国与改革，都要手、眼、心并
用，都要有力道，有手腕，懂平衡；而最重要的，是要握好手中的“竿”与“丝
线”。而这部重传统、有新意的《张居正》，也以不俗的格局和精湛的技艺，在
戏剧舞台上将守正创新的“空竹”抖得大气漂亮，余韵不绝。 来源：新华网

话剧《张居正》
以新鲜叙事重塑张居正形象

近日，三星堆主题动画电影《金色面具英雄》全国首映礼在成都举行，该部电影将在12月29
日全国上映。作为全球首部三星堆主题的动画电影，该片讲述了三星堆古城守将之女离弦带着
父亲托付的三星堆金色面具，穿越古今找到男主角查理，一起组成五位少年英雄团队，在战胜邪
恶征服者的过程中引发的一系列冒险故事。

影片出品方四川文化产业投资集团副总经理袁世军在首映礼现场表示，《金色面具英雄》将
古老的三星堆文化元素与现代的创作手法相结合，还原了三星堆和古蜀文明的精华，展示了三
星堆文明的艺术特色和神秘魅力。

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表示，动画电影是讲好中国故事很好的载体，能够
更好地推动不同文明互鉴以及国际文化交流。《金色面具英雄》定位于“中国故事、国际表达、全
球市场”，该片上映对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新华网

三星堆主题动画电影《金色面具英雄》全国首映礼在成都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