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过镜头看历史 001》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透过镜头看历史 001》

13位ISBN编号：9787547229042

出版时间：2015-10-1

作者：指文烽火工作室

页数：24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透过镜头看历史 001》

内容概要

电影《王朝的女人·杨贵妃》从还没开始上映就话题与争议不断，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部
电影虽然借助了杨贵妃与唐明皇的历史元素，但该片距离真实的历史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那么如果
想了解历史上杨贵妃与唐明皇真正的爱恨情仇，不妨读一读《杨贵妃——盛唐之乱的红颜》。
曾几何时，奥斯曼帝国是雄霸欧亚的强悍帝国，但到了现代，“西亚病夫”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新称谓
。电影《维也纳战役》就专门表现了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的关键一战。《1683维也纳之战——奥斯曼
帝国国运的拐点》一文将剔除影片中民族感情和历史倾向等因素，向您更全面、更具体地再现欧洲联
军是如何抵御奥斯曼帝国的无敌兵锋。
时值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透过镜头看历史001》专门准备了两篇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
文章。《布列斯特要塞》是一部堪称可与纪录片相媲美的优秀二战电影。但就算是真正的纪录片也难
免会有史实上的遗漏与表现手法上的倾向。《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过时防御工事中的悲怆绝唱与
英雄豪气》这篇文章将一场更全面、更写实、更客观的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现在读者面前。
电影《血战台儿庄》可能是最负盛名的一部抗战题材电影了。虽然电影的内容很多人已经是耳熟能详
了，但真实的台儿庄血战其实有着更为悲壮和残酷的搏杀与抗击。《血战台儿庄——抗日御辱的雄浑
篇章》就是一篇专门回顾那段抗日御辱岁月、讲述台儿庄之战前因后果的详实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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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镜头看历史 001》

作者简介

指文烽火工作室：由众多资深历史、战史作家组成，从事古今历史、中外战争方面的研究、写作与翻
译工作，通过精美的图片、通俗的文字、独到的视角理清历史的脉络，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现已推
出《战争事典》《战场决胜者》《信史》等一系列受到读者喜爱的MOOK读物。
柳馥：本名孙玲玲，一九八八年出生，江南妹子一枚，爱好先秦史和汉唐史，已出版技术流穿越力作
《先秦穿越生存指南》，还曾在《新京报》上发表过《上官婉儿：称量天下的巾帼》。微博名曰“勤
政楼前柳”，常用签名是“开元一枝柳，长庆二年春”。现蜗居沪上，致力于版画创作。
马千：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齐齐哈尔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讲师。曾翻译出版剑桥社斯蒂
文·朗西曼《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参与《战争事典》以及特辑的多篇文章写作。
李谢菲：齐齐哈尔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学生，曾参与《秘密战三千年》等多篇文章的写作。
林克济：勋章奖章制服收藏者、军事历史研究者，曾在若干内刊、国防杂志、中国国防报发表过多篇
文章，著有《征途直指广寒宫——人类探月历程》《中国航母梦圆：辽宁舰》《大洋上空未来的幽灵
：X-47B隐身无人战机》《装甲车辆电传动技术》等文章。
吴京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师从刘统教授，爱好军事史和抗日战争研究，曾发表《南京保卫战的
壮烈与遗憾》《中日猛将对决—张古山战斗》等文章。

Page 3



《透过镜头看历史 001》

书籍目录

杨贵妃——盛唐之乱的红颜
1683维也纳之战——奥斯曼帝国国运的拐点
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过时防御工事中的悲怆绝唱与英雄豪气
血战台儿庄——抗日御辱的雄浑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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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镜头看历史 001》

精彩短评

1、透过迷雾看历史，有一种恍然大悟的赶脚。
2、真实好看的历史。
3、厚着脸皮给自己的东西打五星⋯⋯
4、相当不错的通俗读物，最大的价值肯定在于纠正了相关电影中不符合史实的情况，也普及了一些
战争里头未曾了解过的知识，我觉得像这样的书，才是应该畅销的。
5、作者赠书看的，友情为此书多加了一星
6、玉蒲团
7、看到其中一篇的作者，我相信这本杂志不会让我失望。

Page 5



《透过镜头看历史 001》

精彩书评

1、在我们国家，历史热风靡了好多年，有关历史的电影电视剧在其中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少人开始想去了解历史，渐渐喜欢上历史，可以说都是先通过观看相关影视剧作品后培养的兴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套用一句高中政治课常用的提法，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探寻本国历史渊源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以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影视剧毕竟不是历
史纪录片，其只能部分起到传播历史真相、培育民众的有限作用。此外，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必不
可少的虚构和夸张亦在所难免。当然，有一些影视剧则更是纯粹的娱乐至上，公然打着“戏说”的旗
号，演绎虚幻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码。正是有鉴于此，指文烽火工作室邀请多位拥有历史研究背
景的作者，就相关电影电视剧中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情节入手，理清历史的脉络，匡正影视剧制作
过程中被异化的历史，尽可能为读者还原一份逝去的真实。系列丛书《透过镜头看历史》便应运而生
，为热爱历史影视剧的观众，也为一般的读者，讲述荧屏幕后的历史现实，精彩依旧。今年是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电视荧屏上许多经典的抗战影片有一一展现，其中就有本
书中提到的电影《血战台儿庄》。在《血战台儿庄——抗日御辱的雄浑篇章》一文中，作者还原了诸
多被艺术化处理过的战争细节，让人耳目一新。比如战前那一段张自忠自述和庞炳勋之间的恩怨，则
纯属由野史演绎而来。事实上，张、庞二将同属西北军冯玉祥麾下，一直是亲密无间的战友，这次合
兵抗敌，理所应当。但反过来说，电影的处理更能突出戏剧性冲突，一对“冤家对头”在民族存亡的
危机关头能一笑泯恩仇，尽释前嫌，同心戮力杀敌，正是民族大义的最好体现。因此，优秀的历史类
影视作品多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真实为基础，适当运用想象、夸张等艺术手法，塑造人物，描述
事件，能向民众传播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但又不能不承认，眼下为数不少的影视作品，有故意制
造噱头，哗众取宠之嫌。本书中《杨贵妃——盛唐之乱的红颜》一文，对影片《王朝的女人：杨贵妃
》中存在的历史遗漏与错误做了全方面的批驳，可以说是此书最贴主题的一篇文章。对于这部“神剧
”，作者以为只是借用了历史上真实的人名和大体事件，“但其实就是讲述的一个发生在平行空间里
的爱情悲剧”，而想通过电影了解历史基本不可能。随后作者对其中的历史之误逐一修正，擦除了一
些占据了观众的脑海的错误观念和印象。所以说，对于那些在商品主义浪潮中，消费历史，掏空信仰
的影视剧作品，观众要留个心眼，而历史工作者也要承担社会责任，让人们了解镜头背后被歪曲的历
史真相，正如本书卷首语所言，“将真实和可靠的历史，以精彩故事为媒介，展现给每位读者”。
2、影视业的迅速发展促使制片人导演编剧等挖空心思去发掘新题材，历史作为其中一大类别，无疑
已经成为了我们消遣的对象。各种各样的历史剧充斥着银幕。要是说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那在这
个时代，历史却总是由影视人改写的，有的时候甚至会改得面目全非。但实际上历史不是个任人装扮
的小姑娘，总会有人在观影的过程中指出改编之处及纠正过来。历史作为影视的一个题材无可厚非，
但是历史也不应该被过度改编而成为另一个“历史”。人们不止是在观影过程中指出历史剧错误之处
，还将其写成了一篇篇的文章以此作为对比呈现给广大国民。由众多资深历史学家、战史作家组成的
指文烽火工作室最近推出了一系列的MOOK读物《透过镜头看历史》。顾名思义，烽火工作室将其上
升为自己的事业，力图透过让人疑惑的历史影视给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透过镜头看历史001》
收集了四篇历史分析文章，同时也分析了四部历史影视作品。《杨贵妃——盛唐之乱的红颜》、
《1683维也纳之战——奥斯曼帝国国运的拐点》、《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过时防御工事中的悲怆
绝唱与英雄豪气》及《血战台儿庄——抗日御辱的雄浑篇章》。书中还收集了众多精美的图片、清晰
的作战关系图、简明的大事表，不但提升了读者的阅读感受，还能让读者更加直观地去了解真实的历
史。《杨贵妃——盛唐之乱的红颜》对应的电影是前段时间大火的《王朝的女人·杨贵妃》，无论是
主演，还是里面曝光的镜头都赚足了观众的眼球。可是究竟与真实历史差多远呢？书中并没有直接描
述杨贵妃与唐明皇的爱恨情仇，反而从历史大背景上讲述电影与史实的差别，杨贵妃这一主角感觉忽
然就成为了一朵浮萍，浮浮沉沉漂在历史长河中。1863年维也纳之战一文洋洋洒洒几万字，从奥斯曼
帝国盛极一时讲述到了衰败没落，而其中关键的战争之一就是1863年的维也纳之战。为了突出主题，
影视剧总会偏向于单一的英雄主义，战争片《维也纳之战》也不例外。而实际上该战役涌现出众多璀
璨之星，文中摈弃历史偏见最大程度地指出电影中不合史实及偏颇之处，还原那场战役的史实。《布
列斯特要塞保卫战——过时防御工事中的悲怆绝唱与英雄豪气》这篇文章不仅指出《布列斯特要塞》
中稍有偏僻之处，还讲述了要塞从之前战争中必不可少到后来的发挥着不大作用的过程，而布雷斯特
要塞刚好见证参与了这一过程。让人不禁感叹历史让一个事物诞生，到顶峰，再到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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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镜头看历史 001》

血战台儿庄——抗日御辱的雄浑篇章》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那段历史，讲述了台儿庄之战的来龙去脉
。从台儿庄大捷的序幕战临沂保卫战开始，到枣昌会战，再到台儿庄大捷。当在书中读到张自忠面对
面厮杀，贴身肉搏，最后殉国的片段，电影演得再逼真也无法完完全全还原那段悲怆的历史。我们无
法阻止影视人改编我们的历史，但是我们也应该庆幸有这么一些有识之士指出不合史实之处，为我们
保留了那真实的历史。——日落之美
3、三点成面，是数学上常用的理论。而如果将电影、历史、杂志这三个相对独立的点合起来，变成
了本mook系列：透过镜头看历史。而这三个点的共同性又在哪里？私以为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三
者都希望博人眼球。导演希望自己的电影引来观众到场观看，史官则希望自己的笔锋带给后世传承，
而杂志当然在乎的是自己的销量。将这三者结合，这本书是否做到了吸引读者这一目的？我认为至少
本书在选题和收文方面都做的很不错。本书收文四篇并不算多，从国别上看，两篇中国历史，两篇欧
洲历史。从时间上看，两篇古代历史，两篇二战故事。似乎一直在寻求一份平衡杆，以来照顾各种读
者的喜好。从篇幅上看，第二篇维也纳战争几乎占了半壁江山，其他三篇则较为平均。本书的行文规
律，都是通过电影引出该段历史，然后以交代正史为主，穿插对应电影中的情节，所取材的电影并非
全部都是时下最新最热门的，当然由于电影《王朝的女人》算这些中最近最有话题性的，所以其篇文
章收录在全书最前面。关于第一篇《杨贵妃——盛唐之乱的红颜》一文，其实着墨最多的并不是杨贵
妃，而是李隆基。作为唐朝极具争议性的一位皇帝，全文并未为李隆基做什么开脱，而是很简单的介
绍了这位当年的年少雄主，怎么堕落为一个骄奢淫逸的帝王的。可以说李隆基是个有着强烈浪漫主义
色彩的皇帝，所以他在年少时希望励精图治打造盛唐王朝，而晚年希望寻求新的刺激，可以说活的精
彩才是他一生最大的追求，这样的人做皇帝，就如汉武帝、乾隆一样，会有很多故事，却不能做到守
成之君。可以说本文对于这段历史的总结是很到位的，至少比那部不同时间线上发生的王朝的女人要
到位的多。第二篇文章《1683维也纳战争》则面面俱到的为我们讲述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军队与欧洲
联军的这一场史诗战役，可以说穆斯林与西方文化的对立和战争，长期贯穿于欧洲大陆，而本场战争
也奠定了欧洲各国的基本领土，埋葬了奥斯曼帝国的吞并野心。本文从各个方面来讲述这场战役的各
方行动，唯一的问题是我觉得应该加入一些战争地形图，这样对于了解战争的走向，更具调理性。后
面的两篇文章都为二战题材，一篇是苏联迎击德国的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一篇为大家较为熟悉的台
儿庄大捷。两篇文章篇幅都不长，但叙述都很有条理，从当时双方的军队建制、武器装备、战争走向
，都做了具体交代，都是比较正统的战役叙述文。但对于血战台儿庄一文，大量的罗列数据，我觉得
在这种历史杂志mook从书中并不是特别恰当，会仔细看这些数据的读者，想来也不会太多。本书的切
入点很符合时下的潮流，也算是这种历史丛书走进mook这个新颖的出版形式的一次尝试，希望出版社
能在收文和内容编排上面更加完善，将这种历史性mook做的更加成熟。
4、文/吴情我们生活在一个读图时代，无法躲避，也无法逃离。我们一方面在享受着图像带给我们的
视觉震撼与感动，另一方面，却很少意识到图像对真相有所掩盖，甚至百般篡改。我们如何对待图像
，如何对待图像背后的真实历史，看似不甚重要，其实关切实多；历史从不曾远离，套用克罗齐的名
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过去到今天，时间排成一整条序列，事件纷纭，情绪和感觉萌生。
也许是时候重新思考了，思考图像背后的真相。当回顾往事，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与人类历史相伴而
行的，是动辄数以千计的战争烽火。不严格说来的话，我们不妨认为历史喜欢战争，喜欢宏大叙事。
同样，电影也偏爱战争题材。技术性爆炸伤亡场面。流血牺牲的蔓延。非理性与热血的张扬。以近些
年涌现的作品为例，《王朝的女人·杨贵妃》、《维也纳战役》、《布列斯特要塞》等都涉及了对战
争的现代书写，而且总体票房不错。不过，若要较真的话，这些影片依旧存在不少错漏，想以此为据
认真了解历史，还需小心仔细。《透过镜头看历史001》一书，以上面所提及的电影为起点，追溯历史
的原貌，将历史真相与影片改编两相对照，既给人知识性补充，又给人思维上的启发。全书共有四个
部分，依次讲述了杨贵妃与安史之乱、1683年维也纳战役、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和台儿庄战役，有理
有据，娓娓道来。第一章主写杨贵妃，将君王妃子的爱恨情仇与战争联系起来，缠绵悱恻，激荡慷慨
。影片为表现杨玉环与李隆基的缘分，硬是在开头生生臆造了一场不太庄重的舞蹈；寿王李瑁失去爱
姬，本已不幸可怜，影片之中更是被诬为拿女人换江山的小人，令人瞠目。结尾一处，杨贵妃凄怆悲
凉的“婉转娥眉马前死”更是被一种现代的“十八禁”方式取代，“恶趣味”十足。第二章主讲1683
年的维也纳战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国运的转折点。战役时间虽然不长，作者的考察点却广，前后共
计数百年，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决，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宣战，前因后果彼此错结。从
最初的兴起，再到帝国的顶峰，直至最后的衰落灭亡，显然是一曲帝国秋日的挽歌。不过，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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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战役》中，尽管导演竭力客观直笔书写土耳其帝国灭亡的经过，却也“有着过分突出波兰功绩
、贬低哈布斯堡王室的嫌疑”。第三章写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作为苏联卫国战争中最早发生的一
次战役，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规模并不大，也没有对整个战局产生过决定性影响。”就战果而言，还
是一次失败的保卫战，但其“空前顽强、悲壮和激烈”不容置疑。历史上，这场战争是一次“仓促之
下的各自为战”，“由一个个小规模战斗组成”，影片中叙事却有条不紊，少有原作的紧张和失序；
就道具、服装和细节方面来说，存在着不少瑕疵和不足，但总体来说摹写了一场悲壮的要塞保卫战，
虽非信史，却令人敬仰。第四章主要写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台儿庄战役。在中国近现代史书中，这一战
役的地位在于，它是“对日抗战爆发后国军首次取得胜利”的战役，重要性和意义自不待言。电影《
台儿庄战役》虽为一部老电影，但经典内涵依旧。就历史观而言，它正视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贡献，
反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正面战场抗战的情形；在道具选用和演员表现上，该片也着实不群，可圈
可点。当然，对这场战役的记录，中日双方各执一词，影片采用中方叙述也是必然。战争早已远去，
但我们对战争记忆的追问和打捞，却从未结束。导演和编剧尚可发觉战争的其他面向，以技术性场面
和人文关怀引人走进影院。作为普通市民的我们，却不得不深思，战争和历史的真相何在。镜头也是
一种注视，而且依靠不甚可信的强制性凝望，它一方面希冀（部分）再现历史（当然也有其商业目的
），另一方面在无意间塑造了影片和人群的记忆。它本身便是一种悖论：它虚构历史，自己也融为历
史的一部分。总的说来，笔者还是希望，以战争为题材的电影，不妨在史实上多下些工夫，在审美情
趣上造势，尽管票房也很重要。如要转载，【豆邮】联系。
5、毫无疑问，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怀疑的年代。一切怀疑的起源，是关于那些我们“被告知的事情”
——历史想必属于其中。它描述了曾经发生过的事，却也同样见证着此刻——往往，当下的我们愿意
接纳怎样的历史，也将会成为后来者书写历史的素材，继续完备历史作为一个文本，或是镜像的呈现
。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电影作为一种文本，日渐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方式。由此，历史可以被写出
来，也可以被“拍出来”，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与接纳。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曾
对我们说，《红楼梦》是一定要读的，但如果没法阅读原著，那么看看87版的电视剧就可以。的确，
对于大众，得到关于某个文本的一个观点，并不需要追本溯源。但基于历史的映像呈现，总不能“扭
曲过度”——这大概就是我的老师推荐“87版红楼”，而非其他版本的用心所在了。指文烽火工作室
制作的《透过镜头看历史》，是一种很不错的大众历史读物。由“镜头”作为切入来谈论历史，很容
易引起大众的兴趣，而读物本身的制作精良，所选取的文章也尽可能做到了客观严谨，也可称得上十
分难得了。《透过镜头看历史》第一辑有四篇文章，第一篇《杨贵妃——盛唐之乱的红颜》，以引发
话题的电影《王朝的女人：杨贵妃》作为背景，首先便指明了对于这样一部作品，不过是“除了人物
名字一样外，一个发生在平行宇宙里的另一个故事”。接下来作者便由杨贵妃的身世起笔，仔细地为
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拨乱反正”，并且对这样的一段历史传奇提供了自己的评点。所谓“王朝
的女人”，不过是一个时代悲剧下，无力驾驭自身命运的人物。人们愿意相信夸饰与极致，便尽可以
粉饰这样出那样一个故事——但其实真实，要比想象更值得玩味。第二篇文章《1683维也纳之战——
奥斯曼帝国的拐点》则是一篇很扎实的文本。作为电影《维也纳战役》的背景，历史上的维也纳之战
最终以奥斯曼帝国进攻维也纳失败而告终，从而也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的开始。但由于种种原
因，这一重要事件却鲜少有人提及。其实就算是质量上乘的《维也纳战役》，其主创仍然难以摆脱由
于民族情结而造成的立场上的束缚。但在这篇文本里，作者却尽可能地实现了严谨与公正。战争初期
，攻守博弈，对于奥斯曼人而言，他们引以为傲的攻城战术与器械让他们一度占据了绝对的上风，从
而一路所向披靡。但战事总是瞬息万变，倘若不能一招毙敌则一定会给对手见招拆招的机会。当战事
一旦陷入僵局，战争中人的力量便越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训练有素加上合理的防御战术，让欧洲联
军逆转了战事，最终粉碎了奥斯曼帝国继续扩张的野心。但防守者的决心，并不能在每一次交锋中都
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便是一次悲怆而壮烈的防御战。影片《兵临城下之决
战要塞》延续了苏联/俄罗斯战争影片的大场面震撼，讴歌了战士的英勇与伟大的献身精神。而真实的
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则是一场用人力与过时的防御工事来抵御拥有先进装备与优势兵力，“鸡蛋碰
石头”式的战役。结果可想而知，但作为一场战役在整场战争中的意义，却不能仅仅用结果来衡量。
所谓虽败犹荣，败者拥有的，当然也不光是空洞的光荣。战争是历史题材电影最喜欢使用的素材，因
为它的震撼与直接，刚好与电影受众的诉求不谋而合。更重要的，是在被震撼之余，人更愿意接受他
看到的所谓真相。电影《血战台儿庄》在当下众多的抗战题材作品里，算得上是十分难得的作品——
它对细节的把握与宏观的叙述基本禁得起推敲，实属少见。最后一篇文章《血战台儿庄——抗日御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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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雄浑篇章》结合这部影片，对台儿庄大捷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在文后还附上了一篇“图说抗日战场
细节知识”，对于“军迷”或是“历史迷”而言，也算是不错的参考资料。一本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
，可读性显然是重中之重。而如果不哗众取宠，则是它的“良心”所在。由此，《透过镜头看历史》
是一本得关注的历史读物。它基本可以诠释如封面宣传语所说的，“其实历史本身比影视更精彩”—
—尤其是较之那些粗制滥造的“历史镜像”而言。纵然我们不必凡事究根问底，但起码的真实，总有
必要被尊重与了解。
6、大概一个月前，与朋友见面，无意间聊到他的书出版，正巧他手头有一本，便赠予我。当时跟他
说，我看完去豆瓣给你写书评。不知他是否留意我的这句话，昨日读完，今日来这里践言。看朋友写
的文字最有趣的一点是，字里行间总能读出他说话的语气。文字都有了表情，很有意思。整本书分四
部分，每部分都是独立的，从一部电影出发，讲述电影故事背后的史实，告诉读者真正的历史是怎样
的。朋友写的是第三部分，我看这部分还是看的比较认真的。我对战争不太了解，更别说还是外国的
战争，那段历史于我是段空白。对电影的介绍和评论不多说，这部分重点有四：布列斯特地区归属变
迁的历史、布列斯特要塞的布防和保卫战的战况、保卫战中的军事实力、军队编制。其中后三者写的
十分详实，条理清晰，对军事爱好者来说，极其对路。对于非军事爱好者来说，如果想要了解这段历
史，这部分比较全面地呈现出布列斯特保卫战的情况，是不错的参考。这部分偏专业，还是可以看出
朋友在军事方面的喜好已达到专业水准。其他部分略略看过，不便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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