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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绝不拍历史“雷剧”

按照规划，《大秦帝国》系列
剧将拍五部。 第二部《纵横》讲述
的是商鞅变法之后，秦惠文王在
纵横家张仪的辅佐下治国的故
事。

秦国东出称王， 南取巴蜀，

北敌义渠，纵横捭阖，一次次突
破外交困局和险局。 “纵横”全景
式还原了秦国与他国如何上演
合纵连横的史实，再现商鞅变法

后秦国近
50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
画卷。

《纵横》由丁黑执导，其导演
过《玉观音》《平淡生活》等热门
剧。 丁黑说：“通过这样一部剧，

我们要改改古装电视剧‘戏说
化’甚至‘雷剧化’的风气。 我们
邀请了多位历史学家担任顾问，

仔细考证过剧中的人物、器物以
及历史事件。 ”

与此同时，《大秦帝国》剧组
还邀请秦代兵器高仿修复专家
毛乃民，参考兵马俑中的考古发
现和历史文献之后，设计出非常
真实的兵器和道具。

丁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再
现风云际会、群雄争霸的那个朝
代，就是要以电视剧的表现方式
让更多的观众重新认识这段历
史。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陕西
人，我绝对不会把《大秦帝国》弄
成歪曲历史的雷剧，那样的话会
对不起先人。 ”

(

综合
)

《大秦帝国》之《纵横》央视一套黄金档震撼开播

导演丁黑欢迎观众挑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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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曲江新区、陕西广播电视台、西安曲江大秦帝国影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品的大型史诗剧《大秦
帝国》第二部《纵横》已于

9

月
5

日在央视一套综合频道晚八点黄金档开播。 这部由著名导演丁黑
耗时

3

年，携手金鸡奖影帝富大龙、影后宁静和喻恩泰等实力演员，倾力打造的年度精品历史正
剧，堪称

2013

年下半年电视荧屏最受瞩目的话题之作。 丁黑表示，《大秦帝国
2

》作为一部斥巨资
打造、延续首部《大秦帝国》品牌的电视剧会为观众负责，也欢迎网友对剧中的器物、台词挑刺儿。

不露文章世已惊

———电视栏目《档案》赏析
信阳广播电视台陈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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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卫视《档案》栏目作为
一档兼收人文历史和军事等题
材的揭秘性纪实栏目，自

2009

年
2

月
4

日开播以来，受到业界、学
界和观众的广泛好评，在激烈的
电视竞争中完成了栏目品牌的
树立和频道亮点的打造。

《档案》栏目独具匠心的选
题给受众极强的吸引力。 栏目的
内容以史事为主题，以揭秘为手
法， 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为目
的。 有国内公共安全类档案：如：

“故宫文物南迁秘闻”“

1949

香山
密档”“东京审判”“黑猫中队覆
灭记”“登陆江山”等。 国外战争
类史料，如：“决战太平洋”“珍珠
港疑云” “谁刺杀了德国公使”

“刺杀计划———类人猿”等。 有鲜
为人知的中外交往，如：《世纪谈
判》这期节目重点是中国与英国
之间围绕有关香港回归问题展
开的具体谈判细节。 这些细节正
是受众所乐意了解和关注的。 其
他的诸如“乒乓外交”“绝密分
行”“破冰之旅”等也都是围绕中
外之间的具体交往展开的。 中外
交往作为栏目的主要取材范围，

在满足了受众对“秘闻”的猎奇
欲望、窥探心理的同时，扩大了
受众的知识面，丰富了电视荧屏
景观。 这样既提高了受众对档案
的保护意识，又发挥了档案的功
能，服务了社会。 同时，也是对受
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较好方
式。 还有受众广为关注的重要人
物，如：文学作家三毛、军统飞贼
段云鹏、传奇人物李小龙等。 通
过栏目的讲述使受众多方面了
解这些人物以及他们的时代背
景。 对于媒体来讲，那些具有保
密性的素材往往会比众人皆知
的事件更具有吸引力，更具有编
创价值， 也更具有影响效力，因
此也更容易提高节目的收视率。

不仅能够在受众心理上产生极
强的神秘感和传奇感，增强故事
的感染性，加深受众对栏目的认
知度，而且还可以影响故事内容
的编排形态，直接提高栏目播出
后的效果，这为节目在后期的播
出积累了一定的受众群体。

《档案》栏目主持人的个性
化讲述风格给栏目增添了一道
亮丽的风景。 栏目先后有六位主
持人：石凉、赵立新、姚安濂、谭
江海、曹卫宇、曹炳琨。 他们既保
持了一致的栏目特色，如严肃的
表情，端正的着装，沉稳的语调，

同时又发挥了个人的个性风格。

主持人运用抛出悬念和疑问，层
层揭开人物、事件秘密的高超本
领， 在现场要利用设定的行动
线，用各种行为方式，调动一切
可以调动的现场节目元素，将秘
密大白于天下。 他们摆脱“读字
机器主持人”形态，努力成为演
播室的主宰，细致的讲述者。

《档案》栏目的“游走式”讲
述方式给受众带来耳目一新的
感觉。 《档案》在讲解方式上融合
了娱乐类电视节目的脱口秀与
人文历史类节目的讲述方式，又
把原来单一和固定的室内演播

室划分为功能不同的讲解区域，

并最终通过“层层解密”的内容组
织形式，发挥了人文历史类电视
栏目的最大传播效果。 在现场，

主持人作为讲述人，在
1000

平方
米的摄影棚内，游走于大屏幕区
（

30

平方米
LED

）、档案区、幻灯
区、

16

毫米放映区、录音区、沙盘
区、中央演示区和景片区。 通过
翻阅、播放、展示、聆听、演示等一
切可以调动的元素，把一个个故
事掰开了、揉碎了讲给观众听，展
示给观众看。 这种方式充分满足
了受众的视觉、听觉和想象要求，

在大脑中留下了深刻体验和记忆
印象。

《档案》栏目的多样化道具给
栏目添光增色。在《档案》节目中，

现场道具极为丰富，使用频率也
比较高。 从电视节目的表现效果
来看，栏目根据节目内容选择和
安排不同的道具，提高了节目的
权威性，调动了节目的生动性，增
强了观众的现场感，便于为观众
讲述一个完整、真实、生动的历史
事件。 《档案》栏目以全新的观念
把节目的内容和独特风格的演播
现场结合起来，注重节目舞台气
质的现场感。讲述者通过幻灯机、

16

毫米放映机把影像资料、图
片、道具、历史器物等转变为故事
讲述的必要环节和故事推进的关
键手段，用以整体烘托现场讲述
的氛围， 强化节目的视觉元素。

活用节目各种物质元素，通过舞
台元素，活动音像元素，实物元素
等完成节目任务。 带领观众到现
场的情景中去，和讲述人一起分
享故事。所有的档案材料及影像、

声音、图片、三维特技、实物、道具
等都在现场产生和发生。 用看得
见、摸得着的历史细节，勾连现实
与历史的时空。

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

受众在充分满足了物质享受之
后， 转而向精神需求提出更高的
要求。 揭秘性的讲述栏目，是利
用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好奇
心，满足了受众的猎奇心理，弥补
了物质生活条件的满足带给受众
的精神空虚，符合受众的心理需
求，从而引起观众的追看与共鸣。

北京卫视的《档案》栏目正是在这
种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它所形
成的效应直接影响着观众对历史
类事件的关注程度，也影响着人
们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认识和观
念。

虽然国内各大省级卫视播出
机构甚至是地方电视台也纷纷推
出自己的“档案”类电视栏目，但
是结构上的相似性，内容上的雷
同性，讲解方式上的一致性，始终
无法超越《档案》开播之初所带给
人们的那种耳目一新的欣喜和欢
悦。 《档案》栏目为中国电视纪录
片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节目制作和
播出形态。 改变了中国电视纪录
片的传统话语架构方式，打破了
电视纪录片的制播范式化思路，

也为中国纪录片向脱口秀与纪实
节目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实
例支撑。

>>新史实
苏秦张仪非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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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第二部《纵横》讲
述了

2700

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商
鞅变法后， 秦国英主秦惠文王在
纵横家张仪的辅佐下

550

年间东
出称王， 南取巴蜀北敌义渠，与
魏、燕、齐等其他六国争霸的史诗
故事。《纵横》与前作《裂变》一样，

都是根据《大秦帝国》同名小说改
编。 大秦帝国影业表示，《大秦帝
国》系列将连拍

5

部，用超过
200

集的篇幅全景再现秦国励精图治
统一六国的历史过程。

《纵横》一扫近年来古装剧戏
说化甚至雷剧化的风格， 因为邀

请了数位历史学家担任历史顾
问，仔细考证剧中的人物、器物、

历史事件，并最终将苏秦、张仪分
割开来， 让苏秦回到比张仪稍晚
的历史时期去。 秦代兵器高仿修
复专家毛乃民参考了兵马俑中的
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 为剧组设
计了非常真实的兵器和道具。 丁
黑表示，自己绝对不会把《大秦帝
国》拍成歪曲历史的雷剧，因为作
为土生土长的陕西人，他“怕对不
起先人”。

>>新组合
苏仪竟是“吕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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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中有名有姓的历史
人物有

300

多个， 既有秦惠文
王、魏惠王等霸主和张仪、白起、

屈原、犀首等名人，也有魏纾等女性。

为了准确诠释这些人物群像， 体现
历史正剧的创作态度，《大秦帝国》剧
组拒绝了很多偶像明星，力邀一
批实力派演员担纲。 金鸡影帝富

大龙出演秦惠文王嬴驷，金鸡影
后宁静演绎屈原的姐姐，这样的
影帝影后组合非常少见。 凭借
《武林外传》 中的吕秀才成名的喻
恩泰摇身变为著名纵横家、 秦相张
仪。在早先面对媒体时，富大龙、宁静
和喻恩泰解读自己的角色时， 分别
使用了“偶像派爷们”“霸道女
王”和“风流倜傥”来形容。

>>新概念
功劳不独属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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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如实再现秦国崛起、七
国争雄的历史场景， 本剧制作成
本过亿， 并将八成的预算用在了
制作成本而非演员片酬上。 长达
一年的拍摄期，剧组转战涿州、横
店、坝上、焦作、象山、西部影视城
六地进行拍摄。 该剧力求为观众
展现堪称冷兵器战争教科书的战
争场面，在大规模攻城战场景中，

观众不仅可以看到罕见的战国
步、车、骑三个兵种的协同作战，

还可以看到奇袭、包围、伏击、

强攻等各种灵活的战略战术
应用，更有兵临城下、两军对
峙以及沙场点兵、 血肉相搏，

和许多孤胆英雄厮杀奋战，历
史的厚重感和战争的惨烈性达到
了极致。

丁黑表示， 大多数中国人对
秦朝基本的概念就是“老子残暴
儿子混蛋”，把秦统一中国的功劳
都记在秦始皇一个人头上。 其实
秦始皇之所以能统一中国， 那是
秦国几代人由一个积弱积贫的偏
蛮小国奋发图强， 历经磨难才实
现的大国梦想。 在那样一个风云
际会的时代， 秦国为什么能够灭
六国而一统天下？ 大秦帝国系列
就是想拨开历史迷雾， 以电视剧
的表现方式让更多观众重新认识
这段历史。

(

许青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