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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皇朝》

内容概要

从汉奸到民族英雄只需要时间。昨天是万人赞颂的英雄，今天就成了万人唾弃的混胆，昨天是万人唾
骂的汉奸，如今成了名正言顺之英雄⋯⋯全在“精英们”一念之间。
本书反映宋室南渡，建都临安(杭州)直至最后灭亡的全部历史过程，全方位地展示了南宋皇朝在偏安
杭州时期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风物、人情。
该书为杭州五个一工程，在这部剧的开头就写明：民族融合是不可抗拒的，在这部电视局中，对岳飞
采取了明褒实贬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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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皇朝》

精彩短评

1、　　争议最大的就是这个人物的塑造了，然而注意，和网上所谓的“肆意诋毁”“胡乱污蔑”还
是很不同的。
　　文中的确对这个人物做了重新解读，也的确，一点也不成功。不成功地把这个形象弄得不太得人
心。我感觉作者是有心要去剖析理解这个很有挑战性的人物的，但是水平和思想水准所限，他剖析，
但没有理解。
　　污蔑倒似乎是没有的，一些负面材料都来自于史书，加以发挥耳。
　　问题在于根据现有材料，如何对人物进行解读的问题。众所周知，岳飞这个人物形象已经被定性
为道德完人精神楷模了，对编剧来说这很危险很棘手。因为你要么只能因循前人无聊笔墨，搞出一个
高大全的木偶垃圾；要么你去分析那些光辉的材料——问题来了，其实被大众塑造成道德楷模的形象
，他们离大众有一定距离（这种距离是人为的！），这令他们难以被大众理解。这很好解释，就像孔
繁森、焦裕禄吧，平时我们提到都是交口称赞，什么三过家门而不入、不为己专为人。但是等我们真
看了一些关于这两人的具体故事，就会觉得他们有些地方令人难以接受：你可以想想自己的父亲常年
不回家，好不容易放假过节，你和你妈激动万分等他回来结果他拍拍屁股头也不回地走了，你是什么
心情；或者你生了重病要死了你爱人不管不问只顾自己的工作，你是什么感觉。且不论这种故事的真
实性，问题在于，人物的思想情感和正常人的思维方式有了巨大差异和疏离，如果将其放大，就成了
反人性。过去有些传记津津乐道这些“超乎常人”的段子，也没有深入分析人物为什么会如此做的心
理活动，结果把人物弄成了一个反人性的怪物。
　　《南宋皇朝》的问题也是在这里了。这个作者还是有点脑子的，不肯因循，试图去阐释这个人物
。然而他的问题是同样的，在发掘这个人物的相关材料时，自觉不自觉地过多展现了这种违反人之常
情的部分。这些材料典故在传统的话语权支配者——史官们看来，是正面的（因而大量存世）。可是
，这些典故在今人，或是说大众的语境中，却更像是一种损贬。比如忠义，为国忘家，在剧中具体表
现为岳飞纯忠于赵构，放弃了很多自己生活上的正当要求。鉴于忠君早已在现代观念中成为笑柄，剧
中岳飞的牺牲便似乎成了缺乏说服力的伪饰，背后可能是不为人知的目的。另外鉴于这个人物的还是
传统道德楷模，编剧还重点刻画了一番他的强烈道德感。然而同样尴尬，古今道德观的差异使这个人
物的行为似乎更趋诡异。比如其妻背夫改嫁一事，编剧着重渲染了岳的强烈贞操观，为此甚至间接逼
死了自己的前妻。网友大骂编剧明褒实贬、居心叵测也不是空穴来风，这个剧本的岳飞是在不是让人
舒服的形象。
　　可是，真的是编剧居心不良、意图颠覆以哗众取宠吗？不是的。其实编剧自己也处于深刻的困惑
中。他的出发点是阐释和解读，但却得出这样一个怪异的结果，连他自己也出乎意料吧？剧中编剧借
李清照之口表达了对于楷模形象的困惑和思索：所谓的道德楷模本来也和正常人一样有合理的欲望，
但为了某种道德理想，他们痛苦的压抑了自己的性情。“太苦太累了。”（见文学本149页）这其实可
以看出编剧的理解水平。他只能看到英雄模范的超凡性，却没有看到这种超凡性背后也有这合情合理
性，更没有看到英雄人物内在必然存在的挣扎和割裂。于是他只能塑造一个造作的苦楚的人物，而非
一个可敬的动人的形象。
　　再回到人物上，英雄就真的可望而不可即吗？其实，设身处地、推心置腹仍然是理解的根本。例
如剧中前妻再嫁事件，历史上确有记载，岳飞拒不认妻，给些钱财打发了了事。可以看出编剧对于岳
飞的表现是持否定的，不仅改动了个别事实使得夫妻矛盾冲突更加尖锐，还不吝笔墨的写了其家人的
痛心和不解。然而这事件真的那么不可理解吗？作为一个男性，何况还是比较强势的武人，无论其中
有怎样的曲折隐衷，妻子背叛带来的羞辱和伤害总是难以承受的，作为男人总会有点表示吧？就算是
家人，也不得不考虑社会风言的压力。或许是以往我们把这类人物描绘的太过完美了，因此发现他们
哪怕只是一点缺陷，都难以接受并大为批判。道德楷模的悲剧啊！背负了根本和自己无关的宣传义务
，以及根本不可能承受的道德责任。
　　再说一个更为根本的，岳飞这类人物的超凡性，就只能理解为压抑人的正常本性以求声名吗？这
种揣测实在是龌龊。人除了动物性也还是有一点追求的好吗，个性好强或是修养良好的人自觉追求道
德完善也是很合理很常见的啊。他们的追求可以出于非常良好或是纯粹的动机。他们一开始只是体验
到自我升华的巨大快乐，而没有注意到这对于人性的妨害。的确，到了一定程度，尤其是面临外界的
复杂考验，灵与肉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存天理，灭人欲”？做出这样的选择除了受到谴责和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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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皇朝》

，谁能看到其背后的挣扎与矛盾，决绝和迷茫？假设现存史料无误，那些英雄们确实有不少难以忖度
甚至违背人性的奇节异行。但是我们是仅仅应该去指责、去嘲笑、去“扯开历史的遮羞布”然后幸灾
乐祸吗？不，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探讨为什么一个人会这样，以及一个人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经历了什
么，感受到了什么，无论这个人是谁。理解善或恶都不能只做价值判断，而要综合地分析其动因，其
运动过程、发展演变，从而真正的理解善恶，从而有可能扬善除恶。
　　《南宋皇朝》中的岳飞形象其实还是略有可取之处的，编剧很用心地对其做了不少富有生活情趣
的处理。然而，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深入理解人物的编剧，无法把握历史悲剧的内涵。风波亭这样
的令天下编剧磨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大好题材，被他用简简单单的“性格悲剧”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了
。读完这一部分，没有任何感染，没有任何思考的冲动，只是有一种乏善可陈的枯涩感。网上的骂名
，一点也不冤枉。
　　
2、垃圾，无耻之极！
3、好吧，这本河蟹的奇书真的狗血虐心得很神奇很欢乐，我10年了还没忘记
4、给这本烂到家的书五颗星的理由是：笑点太多太欢乐了我居然看了第二遍！！！
5、妈蛋，居然还有人打五星
6、　　为汉奸们正名的时刻到了，汪精卫、李登辉、陈水扁在这一刻灵魂附体，编导们不是一个人
在战斗，它们不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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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皇朝》

精彩书评

1、为汉奸们正名的时刻到了，汪精卫、李登辉、陈水扁在这一刻灵魂附体，编导们不是一个人在战
斗，它们不是一个人！
2、争议最大的就是这个人物的塑造了，然而注意，和网上所谓的“肆意诋毁”“胡乱污蔑”还是很
不同的。文中的确对这个人物做了重新解读，也的确，一点也不成功。不成功地把这个形象弄得不太
得人心。我感觉作者是有心要去剖析理解这个很有挑战性的人物的，但是水平和思想水准所限，他剖
析，但没有理解。污蔑倒似乎是没有的，一些负面材料都来自于史书，加以发挥耳。问题在于根据现
有材料，如何对人物进行解读的问题。众所周知，岳飞这个人物形象已经被定性为道德完人精神楷模
了，对编剧来说这很危险很棘手。因为你要么只能因循前人无聊笔墨，搞出一个高大全的木偶垃圾；
要么你去分析那些光辉的材料——问题来了，其实被大众塑造成道德楷模的形象，他们离大众有一定
距离（这种距离是人为的！），这令他们难以被大众理解。这很好解释，就像孔繁森、焦裕禄吧，平
时我们提到都是交口称赞，什么三过家门而不入、不为己专为人。但是等我们真看了一些关于这两人
的具体故事，就会觉得他们有些地方令人难以接受：你可以想想自己的父亲常年不回家，好不容易放
假过节，你和你妈激动万分等他回来结果他拍拍屁股头也不回地走了，你是什么心情；或者你生了重
病要死了你爱人不管不问只顾自己的工作，你是什么感觉。且不论这种故事的真实性，问题在于，人
物的思想情感和正常人的思维方式有了巨大差异和疏离，如果将其放大，就成了反人性。过去有些传
记津津乐道这些“超乎常人”的段子，也没有深入分析人物为什么会如此做的心理活动，结果把人物
弄成了一个反人性的怪物。《南宋皇朝》的问题也是在这里了。这个作者还是有点脑子的，不肯因循
，试图去阐释这个人物。然而他的问题是同样的，在发掘这个人物的相关材料时，自觉不自觉地过多
展现了这种违反人之常情的部分。这些材料典故在传统的话语权支配者——史官们看来，是正面的（
因而大量存世）。可是，这些典故在今人，或是说大众的语境中，却更像是一种损贬。比如忠义，为
国忘家，在剧中具体表现为岳飞纯忠于赵构，放弃了很多自己生活上的正当要求。鉴于忠君早已在现
代观念中成为笑柄，剧中岳飞的牺牲便似乎成了缺乏说服力的伪饰，背后可能是不为人知的目的。另
外鉴于这个人物的还是传统道德楷模，编剧还重点刻画了一番他的强烈道德感。然而同样尴尬，古今
道德观的差异使这个人物的行为似乎更趋诡异。比如其妻背夫改嫁一事，编剧着重渲染了岳的强烈贞
操观，为此甚至间接逼死了自己的前妻。网友大骂编剧明褒实贬、居心叵测也不是空穴来风，这个剧
本的岳飞是在不是让人舒服的形象。可是，真的是编剧居心不良、意图颠覆以哗众取宠吗？不是的。
其实编剧自己也处于深刻的困惑中。他的出发点是阐释和解读，但却得出这样一个怪异的结果，连他
自己也出乎意料吧？剧中编剧借李清照之口表达了对于楷模形象的困惑和思索：所谓的道德楷模本来
也和正常人一样有合理的欲望，但为了某种道德理想，他们痛苦的压抑了自己的性情。“太苦太累了
。”（见文学本149页）这其实可以看出编剧的理解水平。他只能看到英雄模范的超凡性，却没有看到
这种超凡性背后也有这合情合理性，更没有看到英雄人物内在必然存在的挣扎和割裂。于是他只能塑
造一个造作的苦楚的人物，而非一个可敬的动人的形象。再回到人物上，英雄就真的可望而不可即吗
？其实，设身处地、推心置腹仍然是理解的根本。例如剧中前妻再嫁事件，历史上确有记载，岳飞拒
不认妻，给些钱财打发了了事。可以看出编剧对于岳飞的表现是持否定的，不仅改动了个别事实使得
夫妻矛盾冲突更加尖锐，还不吝笔墨的写了其家人的痛心和不解。然而这事件真的那么不可理解吗？
作为一个男性，何况还是比较强势的武人，无论其中有怎样的曲折隐衷，妻子背叛带来的羞辱和伤害
总是难以承受的，作为男人总会有点表示吧？就算是家人，也不得不考虑社会风言的压力。或许是以
往我们把这类人物描绘的太过完美了，因此发现他们哪怕只是一点缺陷，都难以接受并大为批判。道
德楷模的悲剧啊！背负了根本和自己无关的宣传义务，以及根本不可能承受的道德责任。再说一个更
为根本的，岳飞这类人物的超凡性，就只能理解为压抑人的正常本性以求声名吗？这种揣测实在是龌
龊。人除了动物性也还是有一点追求的好吗，个性好强或是修养良好的人自觉追求道德完善也是很合
理很常见的啊。他们的追求可以出于非常良好或是纯粹的动机。他们一开始只是体验到自我升华的巨
大快乐，而没有注意到这对于人性的妨害。的确，到了一定程度，尤其是面临外界的复杂考验，灵与
肉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存天理，灭人欲”？做出这样的选择除了受到谴责和质疑，谁能看到其背
后的挣扎与矛盾，决绝和迷茫？假设现存史料无误，那些英雄们确实有不少难以忖度甚至违背人性的
奇节异行。但是我们是仅仅应该去指责、去嘲笑、去“扯开历史的遮羞布”然后幸灾乐祸吗？不，我
们真正应该做的是探讨为什么一个人会这样，以及一个人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感受到了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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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皇朝》

么，无论这个人是谁。理解善或恶都不能只做价值判断，而要综合地分析其动因，其运动过程、发展
演变，从而真正的理解善恶，从而有可能扬善除恶。《南宋皇朝》中的岳飞形象其实还是略有可取之
处的，编剧很用心地对其做了不少富有生活情趣的处理。然而，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深入理解人物
的编剧，无法把握历史悲剧的内涵。风波亭这样的令天下编剧磨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大好题材，被他用
简简单单的“性格悲剧”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了。读完这一部分，没有任何感染，没有任何思考的冲
动，只是有一种乏善可陈的枯涩感。网上的骂名，一点也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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