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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世纪的光影·历史的记住

概述

从中国电影诞生以来，古装片、历史片和传记片就是中国电影青

睐的选择，并在 20 芷纪 20 年代的古装片热潮与抗战时期"孤岛"影

坛的古装/历史片创作潮流中蔚为大现。其中，尤以《西厢记》

(1927) 、《木兰从军:> (1939) 、《武则天:> (1939) 、《岳飞尽忠报国》

(1940) 、《清宫秘史:> (1948) 等古装/历史/传记片获得较为成功的市

场票房和较为重大的社会影自由，并基本形成中嚣古装/历史片的中国文

明诉求及借古嗡今、以史为鉴的传统。

然菇，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到 2000 年，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氛雷和电

影发展语境中，中国电影里的古装/历史/传记片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

的道路，拍片的数量和取得的成就不仅无法跟 1949 年之前的古装/历

虫/人物传记片相比，商亘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同时期其他题材的电影

作品，尤其不敌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蔚为大观的古装/历史/人物

传记电视剧，无法面对电影现众的需求。迄今为止，古装/历史/传记

片已经成为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史上亟待开拓的题材和类型。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以古装为特色的戏曲片甚或武打片的出现和

繁荣转移了观众对古装/历史/传记片的消费渴望，但总的来看，新中

国建立以后，尤其是在 1949 年至 1966 年间，电影创作者就在努力营构

着强具特征的新中国吉装/历史/传记影片，但这一时期的吉装/历史/

传记片也开始在历史真实与政治需求之间寻找着出路，并遭受着前所

未有的艺术困境和压力。在《移凤双飞:> (1951 )、 《红楼二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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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林冲} (1958) 、《乔老爷上轿} (1959) 、《挑花扇> (1963) 

等古装片， <:秩翁遇f由i己> (1956) 、《画中人> (1958) 、《鲁班的传说》

(1958 )、{:XiJ明珠> (1964) 等神话传说片，以及《武训传} (1950) 、

《宋景诗) (1955) 、《李时珍) (1956) 、《林则徐) (1959) 、《甲午风

云) (1962) 等历史/传记片里，创作者都要认真地处理个人作用与人

民力量、反帝反封建意识与爱国精神以至科学与迷信、人与神之间的

关系，并在政治活语与道德识诫方面呈现出阶级对立、功善惩恶的时

代意旨。如此功利的政治目的和如此严苛的创作环境，终于导致文化

大革命十年闰古装/历史/传记片的销声匿迹。

颇有意味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出于争权夺利的政治目的，江青

集留对古装/历史/传记片的围剿也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为了批

判电影领域里的所谓"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文章《街底铲除煽

动反革命复辟的大毒草一一批判影片〈桃花扇n 指出，自梅肝、孙敬

"合饮:电器"的"黑电影" (桃花扇> .是一部"借古非今的反动透顶"

的影片，是一个"煽动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它在"历史的僵尸"

的遮蔽下广￡疯狂地咒骂"党"攻击"社会主义发泄"编导者反

革命的"兴亡之感"和对新中国的"切肤之惧" "妄图"为反革命复

辞棋造舆论。①同样， 1967 年 4 月 1 吕，戚本禹按照江青的调子，发表

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一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n 一文，采取

政治索器的方式，对影片《清宫挝、史》及其相关人物进行口诛笔伐。②

尽管在这样一场文化浩劫中，中国电影里的各类影片均遭到毁灭性打

击，但吉装/历史/传记影片受到的摧残更加严醋。

1979 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古装/历史/传记片创作

得到一定程度的复苏，这种题材的电影悻品也开始摆脱简单机械的政

治需求，力图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达到和谐统一。在〈傲蕾·

一兰) (1979) 、《毕升) (1981) 、《风流千古) (1981) 、《李清照》

(1981 )、《垂帘听政) (1983) 、《火烧圆明园} (1983) 等历史/传记

片， <:末代皇后) (1986) 、 《两宫皇太后) (1987) 、 《一代妖后》

(1988) 等古装/历史片里，以及《脑脂) (1980) 、《杜十娘} (1981) 、

《红楼梦) (1988-1989) 等古装/民离故事片里，不仅能够感受到历史

片尊重历史、忠于人物的创作动机，而且能移体验到创作主体较为鲜

① 《解放军文艺) 1966 年第 8 期。

② 《红旗) 1967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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踞的艺术个性。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里的古装/历史/传记影片，终于

获得了一个相对正常的创作氛围与批评环境。

颇有意味的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受到各种解构主义思想的

影响以及市场经济的引导和制约，古装/历史/传记片开始走向一条消

解历史、为我所用的道路。在《蛊咒传奇:> (1990) 、《嫁进宫里的男

人:> (1990) 、《李莲英> (1990) 、《东归英雄传> (1993) 、《悲情布鲁

克:> (1996) 、《大辽太后> (1996) 、《秦领> (1996) 、《西夏路迢迢》

(1996) 、《鸦片战争> (1997) 、《弗i朝剌秦王> (1998) 等作品里，古

装片、历史片和传记片之间的区别已经越来越模糊，并呈者在或多或少

地体现出电影编导重构历史、娱乐观众的精神意向，而这些影片在媒

体和观众中得到的赞扬和指责几乎各占一半。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

出，跨入新世纪的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历程中的古装/历史/传记片，已

经摄达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关口 o 政治话语、创作主体和观众接受如何

在古装、历史和人物传记片领域达成基本的一致性?如何看待历史片

中的历史真实、艺术真实之间的游戏规则?这都是中国电影需要认真

面对的重要课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闰题，古装/历史/传记片才有可能

得到丰富繁荣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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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历史真实与政治需求:新中国古装/

历史/传记片 (1949-1979)

毫吁中国建立以后，为了特定的政治任务，中雷电影的取材范围明

显地被大致限定在革命历史、革命战争与工农兵群众的现实生活领域:

只有在根据各戏曲崩种改编的戏曲艺术片如《梁山伯与祝英台》

(1954) 、《野猪林> (1962) 里，中国历史的故事才得以继缤延伸。从

1949 年开始到 1979 年间，在故事片创作领域，仅有《彩凤双飞》、《红

楼二尤》、《林冲弘《乔老爷上轿》、《桃花扇》等古装片. (秋翁遇他

记》、《画中人》、《鲁班的传说》、《刘晓珠》等神话传说片，以及《武

切11传队《宋景诗》、《李时珍》、《林则徐》、《甲午风云》等历史/传记

片出现，井大多受到过尖锐的指责和严厉的批判，新中国古装/历史/

传记片在严酷的意识彭态环境中举步维X匠、主运发可危。

针对影片《武苦11传》历引发的一场举国皆惊的电影批判运动，是

导致新中亘古装/历史/传记片创作走向险境的第一步。 1950 年 12 月

珉，著名导演孙璋创作的历史影片《武切H传》公开上映，在社会上引

起了很大反响。 4 个多月里，仅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地报刊，就连续

发表了肯定和赞扬《武识传》的文章 40 多篇 1951 年 5 月 20 日. (人

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亲自撰写大段文字并亲笔修改的"社论" (应当

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掀起了一场持续半年的、全国规模的电

影批判运动。与大多数影评看到的是影片呈值得赞颂的武训形象和武

说精神不同. (人民 5 报> "社论"却看到了《武训传) "狂热地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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