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第１９卷第５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９Ｎｏ．５Ｏｃｔ．２０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２９

作者简介：欧阳明（１９５７—），男，辽宁省铁岭市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新闻学、影视艺术。

引用格式：欧阳明，向小薇．简析红色经典对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的定位与校正作用［Ｊ］．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１９（５）：６１－６７．
中图分类号：Ｊ９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９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６１－０７

简析红色经典对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的
定位与校正作用
Ａｂｒｉｅ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ｏｆｒ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ｏｎ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ｍａｔｔｅｒｏｆｆｉｌｍａｎｄ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ａｒｔ

关键词：

历史题材影视剧；

红色经典；

创作者；

历史虚无主义

欧阳明，向小薇
ＯＵ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Ｘｉａｏｗｅｉ

华中科技大学 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要：一个时期以来，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成为我国影视艺术尤其是影视剧出现

较大创作缺陷因而颇受诟病的领域之一，这一状况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改

变。其主要表现为：一是题材时段过于密集，集中于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国

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二是创作受当时时代影响较大，导致作品所表达的社会思

想、所持的文艺观和所采取的表现手法均存在不容忽视的缺陷；三是思想认识

失当；四是带有一定的历史虚无主义色彩。造成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存在不

良倾向的原因是复杂的。从根本上讲，要消减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的重大缺

陷，必须着力提高创作者的综合素养，使其建构起正确的历史观和文艺观。而

红色经典（包括红色文艺经典、红色新闻经典、红色理论经典）是我国文艺创作

主体的珍贵精神营养之源，对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完善和校正观察与创作

视角，具有不可替代的特别功用。此外，创作者还要主动接触其他政治思想类

和当代优秀历史著述，汲取其他文化资源的养分，从而创作出历史价值与审美

价值相统一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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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时期以来，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成为我
国影视艺术尤其是影视剧出现较大创作缺陷因

而颇受诟病的领域之一，这一状况至今未得到

根本性的改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事关主客

观诸多因素。对此，拙文《红色景观中的艺术

魔幻》（发表于《都市小说》２０１２年第 ３期）、
《电视剧〈小姨多鹤〉：关于我国历史题材电视

剧创作的思考》（发表于《写作》２０１７年第 ５
期）已有所讨论。文艺创作的复杂性与大众文

艺的特殊性，决定了历史题材影视艺术的创作

必须实事求是，尊重艺术创作规律与大众传播

规律，依据艺术创作的标准提高艺术创作者的

综合素养、艺术素养，使其建构起正确的历史观

和文艺观。而最近网站自制剧的增加［１］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自２０１８年５月
１日开始实施，更凸显了强化影视艺术创作者
素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一个时期以来，红色

经典作为我国文艺创作主体的珍贵精神营养之

源，红色经典与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之间的

良性互动，对优化历史题材艺术创作具有不可

替代的特别功用。目前，红色经典与历史题材

影视艺术尤其是影视剧创作的关系尚未引发学

界与业界的关注，故本文拟采取文献研究法从

创作时段、创作时点、思想认识等维度论述当前

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存在的缺陷，讨论其间

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分析艺术缺陷出现的原

因，并立足内因论述红色经典对于强化创作者

素养的重要性。

　　一、当前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的

主要缺陷

　　相较于在其他文艺作品创作，我国当前历
史题材影视艺术，尤其是电视剧方面，其创作的

缺陷是比较突出的，比较典型的有《白鹿原》

《小婕多鹤》《活着》《林海雪原》《一起打鬼子》

等，其创作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题材时段过于密集，集中于中国近现

代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１８４０年
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

端，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１９４９
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夏大地
开始大规模建设，初期以俄为师，有成就也有不

小的挫折。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
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但向现代社

会转型至今仍未完成。引发争议的历史题材影

视剧多以１８４０—１９５０年代的历史时域为时代
背景，尤其集中在１９１１—１９４９年间的民国兴亡
时期。电视剧《白鹿原》的时间跨度较大，从晚

清直至１９４０年代末；电视剧《小姨多鹤》、电影
《活着》将故事的时间舞台集中在中国现代史

后期至中国当代史的前期；破绽百出的所谓

“抗日神剧”则常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设置在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

其二，创作受时代影响较大，导致作品所表

达的社会思想、所持的文艺观和所采取的表现

手法均存在不容忽视的缺陷。创作总是一定时

代的产物，影视艺术创作者不可能脱离创作时

代，创作的当下是创作主体无法摆脱的前在，即

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克罗齐所谓的“一切历

史都是当代史”。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在创作中

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创作者所处时代的影

响，而这会影响其对历史事实的准确把握。当

前历史题材电视剧所表达的社会思想和文艺观

严重歪曲了题材所寄寓其间的历史规律、常识，

常以艺术手法替代历史事实，造成对历史的误

读，误导受众对历史的认知与判断。

首先，在社会思想方面，将与影视艺术内容

中的历史知识、历史规律无关的社会思潮生硬

地植入作品，造成对历史的歪曲，如电视剧《白

鹿原》否定暴力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必然

性，这势必忽视甚至无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无视乃至否定暴力革命与

背后支配性的中国文化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

影响作品的内容深度与启迪力量。其次，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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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观念方面，将与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规律

不相符的文艺观强行贯穿于作品中，规约、歪曲

了艺术的表现力，漠视艺术虚构、想象力对生活

的依赖，导致作品以偏概全，甚至歪曲生活与历

史的本来面目。有的影视剧，如电视剧《白鹿

原》，刻意表现大地主对佣工、长工的兄弟般情

谊，忽视了双方的阶级规定性与社会制度的决定

性，不懂得“咆哮虎”“笑面虎”都属于会吃人的

老虎的根本规定性、普遍性，用表象来模糊甚至

掩盖雇主与佣工的关系，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再

次，艺术表现手段不适宜于艺术内容，导致艺术

创作的肤浅与失真。例如，２０１５年出品的由金
姝惠执导的电视剧《林海雪原》，单纯追求视听

符号的感官冲击力、愉悦性，片面追求高颜值的

年轻演艺明星出演八路军、解放军指战员角色，

导致作品内容单薄甚至空洞，表演亦趋简单，游

离于角色的性格规定性，甚至装模作样。须知，

社会思想、文艺观念与艺术表现手段若与作品的

内容错位，不仅不会产生艺术的陌生化，反而会

降低甚至扭曲艺术创作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

其三，思想认识失当。艺术创作，重要的不

仅在于写什么，还在于怎么写。选择什么样的

题材是创作者的自由；选择哪一种世界观、历史

观与艺术观，也是创作者的自由。但是，创作者

的自由不是无限的、绝对的，它要受到历史规律

与艺术创作规律的制约。一个时期以来存在较

大缺陷与争议的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在思

想认识上既有大处误断也有小处误解。所谓大

处误断，即创作者对创作题材所涉及的历史发

展规律的误断，对特定历史特征与社会属性的

误断。一个时期以来，有的历史题材影视剧对

我国１８４０年以来的革命，尤其是对１９１９年“五
四”运动以降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１９４９年
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社会主义
建设初期的社会性质与历史发展规律把握不

准，存在重大误断。例如，电视剧《白鹿原》回

避了旧中国广大贫苦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奋起反抗阶级压迫的合理性，有意无意间忽

视了中国近现代左翼革命的必然性，也抹煞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封建社会农民起义之间的本

质区别；电视剧《小姨多鹤》在反思“二战”后日

本在华遗孤中女性的普遍生存处境的同时，却

漠视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将日本人民与日

本军国主义分子相区别的立场与政策，在一定

程度上歪曲了相关历史的特征、性质，进而降低

了作品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所谓小处误

解，指的是创作者对创作题材所关涉的微观历

史的认知有误。例如，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９日，中央
电视台举办的“世纪花为媒”评剧大赛，一位演

员在出演经典评剧《刘巧儿》的“采桑叶”一段

时，误以为２０世纪中叶农村姑娘采回的桑叶是
直接用来纺线的而不是用来喂蚕宝宝的。我国

文艺创作者时常出现的历史无知，可谓触目惊

心，如电视剧《一起打鬼子》中出现中国年轻女

性从裤裆里掏出手雷与身旁的日本鬼子同归于

尽的场景，《抗日奇侠》中出现手撕日本鬼子的

雷人情节。同时，小处误解与大处误断之间往

往存在一定的联系，容易生发大处误断。例如，

文艺作品《活着》在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初期一家县医院为了抢救县长夫人的生命时，

无视我国“文革”前讲求阶级出身的社会背景，

草菅人命，从一位赤贫出身的少年身上过量抽

血活活致人死亡，医生事后还笑对死者父亲。

这样的文艺创作，无视历史格局与历史发展规

律，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历史的扭曲表达，误导

受众和社会认知，引发受众对中国社会主义运

动的误解，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之风。

其四，当前的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带有

一定的历史虚无主义色彩。历史虚无主义在

１９２０年代即已出现，但近年为盛［２］。历史虚无

主义指的是在对历史的重新解读中，通过否定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的必然性，从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

社会思潮，其实质是历史唯心主义［３］。历史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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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影视艺术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色彩呈现出

如下特征：一是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二

是否定中国近现代史存在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

的客观性；三是否定阶级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

的合理性；四是否定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

必然性。［４］例如，电视剧《白鹿原》一方面淡化

关中平原白鹿村地主与雇工之间的阶级矛盾，

突出控制基层乡村政权与支配经济权力的族

长、大土地所有者白嘉轩与长工鹿三之间的情

谊，淡化其间由所有制形成的双方之间的根本

关系；另一方面鼓吹脱离社会实际的人际调和，

模糊中国近现代史上暴力革命中正义与非正义

的社会根源，在否定暴力革命对生命的戕害时

缺乏社会因果的区别与辨析，一味指斥暴力革

命，放大红色革命的历史局限性，淡化了中国共

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伦理正义性。

当前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存在的不良创作倾

向，其形成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它与针对既

往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简单化、对中国近现代史

仁人志士失误的矫枉过正有关，另一方面，它与

中外商品流通、思想交流乃至于市场上商品极

大地供过于求而出现的面向全社会扩散的消费

主义倾向有关，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扩散下的社

会思想变迁有关，与社会现实同文艺创作互动

而形成的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有关，也与一定

的社会现实、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对创作主体

的世界观、历史观、艺术观的冲击有关。１９８６
年张炜创作的小说《古船》、２０１６年方方创作的
小说《软埋》，无视中国现代严重的阶级矛盾、

贫富分化实际，孤立地凸显土改运动的历史缺

陷，进而否定中国现代土地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这是一定的世界观、历史观与文艺观结合而形

成的右翼思想在文艺创作中的具体表现。

当前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出现的不良创作倾

向，既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又折射出文艺工作

的复杂性、艰巨性与特殊性。文艺创作有自己

的规律，单纯依靠行政或既往一度盛行的大批

判方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反而会适得其反。

历史题材不同于现实题材，历史事实无法为创

作者直接感受，单纯依靠想象创作，自然轻松、

省事、任性。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因此，应坚持心病心治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应

尊重文艺创作规律，实事求是，坚持科学的文艺

批评态度；另一方面，应追根溯源，加强直面历

史实际的共识与非共识的有机统一，强化对策

的针对性与工作的持续性。现有历史题材影视

艺术的缺陷，充分说明不当创作的普遍性及其

社会土壤的复杂性，思想工作难度颇大。针对

当前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所存在的不良倾

向，应坚持直面现实、直面史料、直面历史事实

的基本方向，用历史事实教育作家、打动艺术工

作者，用扎实的史料启迪人、警醒人。一句话，

用现实、史料、历史事实帮助创作者树立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确立正确的历史

观、文艺观，并以此指导其艺术创作。

　　二、重温红色经典对历史题材影视

艺术创作的校正作用

　　改变当前我国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所存
在的背离历史发展规律和存在历史虚无主义色

彩的不良创作倾向的重心在教育，在于提高文

艺创作者的综合素养，而培育创作者良好的综

合素养的重要途径之一是重温红色经典。所谓

红色经典，是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在中国共

产党人的感召下、左翼进步人士所撰写的体现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集中反映

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社

会主义方向并经历史淘洗而至今仍不乏重大精

神价值的优秀作品。红色经典来自历史事实，

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其内容可靠，具有客观性。

重温经典，可以帮助创作者开阔视野，明辨是非

善恶美丑，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最大程度

地逼近历史真相。因此，红色经典是帮助文艺

创作者识别历史真相与历史发展规律并保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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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清醒的重要精神之源。

其一，重温红色文艺经典。红色文艺经典，

是指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之后２０多年所创作的体现进步思想的优秀
文艺作品。红色文艺经典，用艺术的形式形象

地反映了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追

求民族独立、社会公正、国家富强而前仆后继的

奋斗历程，揭示了以中国革命为主导的社会变

迁与精神改造的历史必然性，显示了中国革命

运动方向的正义性。梁斌的《红旗谱》、周立波

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梁信的《红色娘子军》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所进行

的的艰苦卓绝斗争及其历史复杂性的同时，又

表现了阶级压迫下广大贫苦农民革命的自发性

与在共产党领导下迥异于封建主义社会的朱元

璋、李自成、洪秀全等农民起义的改朝换代的时

代新质，艺术地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

性及其胜利的必然性。茅盾的《子夜》《林家铺

子》《春蚕》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民族

资本主义的弱势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

性。杨沫的《青春之歌》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

在中国现代历史大潮中分化分流的同时，又展

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强大政治感

召力，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矛盾与精神变

迁。小说《红岩》《红日》与根据其改编的影视

艺术作品直接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砸碎剥削阶

级国家暴力机器的大公无私、坚忍不拔、自我牺

牲与一往无前的精神。赵树理的《三里湾》、柳

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叙述了广大翻

身的贫苦民众，尤其是农民进入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努力摆脱小农经

济束缚而奔向现代化社会的决心、干劲与经受

的挑战和磨难。红色文艺经典是形象的历史教

科书，展现着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梦想追逐，值得当今文艺创

作者进行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或再创作时借

鉴，重温经典有益于其在对历史的多维考察中

把握历史主流与历史发展规律，减少直至消除

对历史的重大误读。

其二，重温红色新闻经典。今天的新闻将

成为明天的历史。如果说红色文艺经典重在彰

显中国近现代史的质感与精神烙印，那么，红色

新闻经典则重在记录历史，并通过这种记录影

响社会、影响历史。重温红色新闻经典，有助于

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掌握历史的现象真实

和本质真实，准确地把握历史的原始风貌和历

史发展规律。近年来，赞美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的所
谓民国十年的思潮颇有市场，大有不控制舆论

场不肯罢休的气势，这也极大地冲击着当下的

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那么，民国十年究竟

怎样呢？１９３６年１月，中国共产党新闻业的奠
基人范长江所采写的《祁连山北的旅行》，足以

揭开民国十年的面纱，暴露其未必光鲜的状况。

范长江１９２８年考入专为国民党培养政工干部
的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在常人看来他无

疑正在奔向荣华富贵的大好前程。但是，１９３１
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所坚持的“攘

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让包括范长江在

内的广大爱国青年彻底失望。为了追求真理，

范长江愤然逃离金陵到北京大学改学哲学，并

于１９３５年以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关系密切
的私营报纸《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自费

去西北采访。在河西走廊，范长江目睹张掖、酒

泉等城市的大量贫苦民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十之七八的少年没有裤子穿，赤身裸体围坐炕

上裹被避寒，一家人只有外出才穿上家中仅有

的一条破裤子；流浪的儿童只能躲在达官贵人

的高门大院的墙角，燃一点木片、柴枝温暖躯

体，半夜大街上会响起流浪儿童们彻夜的濒死

哭声。这里所描写的张掖，论自然条件和街景，

不亚于位于华北平原、当时的河北省省会保定。

那么，河西走廊的百姓生存何以如此苦寒？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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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原因是因种植鸦片而产生的高昂的“烟亩

罚款”。其实，广大贫苦农民是反对种植鸦片

的，但官府拒绝贫苦农民的请求，因为县长可以

从“烟亩罚款”中抽取百分之五的报酬。显而

易见，河西走廊老百姓的啼饥号寒不是来自天

灾，而是来自人祸，来自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

施。这就是所谓的民国十年！毫无疑问，大家

看过范长江的西北新闻报道这类红色新闻经

典，民国十年的美丽神话会不攻自破。其实，范

长江的新闻报道并非个别。来自美国中间派报

刊的记者斯诺，１９２９年对中国绥远等地的新闻
报道同样触目惊心：饿殍遍地，卖儿鬻女，无数

穷人流离失所。斯诺如实记录了广大中国百姓

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凄苦命运。需要指出的是，

１９３６年在西北采访时的范长江当时并不认同
中国共产党的左翼道路，在新闻报道中惯称中

共为“赤匪”。正是在所谓的民国十年，广大的

中国人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现实与达官贵人

的花天酒地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共产党人为最

广大的穷人谋幸福的无私追求，深深打动了范

长江，打动了美国记者斯诺，使“范长江们”发

生由“右”而“中”、由“中”而“左”的转变。范

长江、斯诺政治认同的变化，恰恰说明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本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顺

应时代进步潮流、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所根

植的社会正义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强大感召

力。毫无疑问，当前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

只要肯于直面当年的红色新闻经典，其对历史

的判断就会得到相应的校正。

其三，重温红色理论经典。理论是人类对

世界、社会、历史本质规律的正确认知和理性把

握。相较于红色文艺、红色新闻经典，红色理论

经典从理论高度剖析了中国的社会矛盾、思想

流变与历史发展规律，展现了以中国共产党为

首的左翼群体的世界观、社会抱负与人生理想，

体现了左翼理论界、学术界的学术修养、理论视

域、政治品格和价值取向。重温红色理论经典，

首先，应学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

产党人的理论著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

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

主义建设的亲历者、领导者、奋斗者，并为其胜

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其中，毛泽东的著作最

为突出，集中体现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崇

高理想、远见卓识、坚韧品格。收录在《毛泽东

选集》《毛泽东文集》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

析》《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论持久战》《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展现了一代伟

人的卓越的政治洞察力、超前的时代远见力、强

大的逻辑雄辩力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意志，彰

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时代先进性和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中战无不胜的历史必然性。其次，应学习

其他左翼人士的优秀理论著述。郭沫若１９４４
年出版的《甲申三百年祭》，社会影响深远，其

关于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得失总结与理论归

纳，于无形中提示中国共产党人在１９４０年代末
面对即将取得的全国胜利时，要保持自我警醒，

思考如何保持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胜利果实的

不衰萎、不变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

迥异于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时代进步

性，预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即由“刘青

山、张子善案件”所开启的社会主义自我革命

的必然逻辑。学习这些红色理论经典，有益于

我们在继续革命的社会背景下理解当前中国共

产党人对党内腐败分子的摧枯拉朽般荡涤的历

史必然性。

总之，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重温红色

理论经典，有益于增进其理论自觉性，坚定其社

会主义立场，完善或校正其观察历史的视角，从

而在全方位审视历史过程和社会现实的基础上

建构影视艺术创作的历史观与文艺观。

　　三、其他文化资源对历史题材影视

艺术创作的参照价值

　　改变当前我国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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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背离历史发展规律、带有历史虚无主义色

彩的不良创作倾向，除需要汲取红色经典的营

养外，还需要汲取其他文化资源的养分。

其一，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应主动接

触其他政治思想类著述。兼听则明，有比较才

有鉴别。１９３０年曾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
麟留学美国，１９４９年追随国民党政权去了台湾
并客死异乡，政治立场中右，其回忆录《西潮与

新潮》颇具史料价值，有助于当今历史题材影

视艺术创作者真切地了解从晚清至１９４０年代
的中国近现代史。当时我国主流社会对西方文

化印象颇佳，但蒋梦麟的《西潮与新潮》指出，

“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是骑

在炮弹上飞过来的”［５］，指斥西方列强对中国

赤裸裸的武装侵略。这是蒋梦麟对半殖民地半

封建旧中国切身体验的归纳、提炼。即便是先

为中共一大代表后为汪伪政权高官的陈公博和

曾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王明，分别在

１９３９年、１９７４年完成的回忆录《苦笑录》（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中共５０年》（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４年版）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有甄别
地阅读，则有益于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明

了历史的复杂性、曲折性。比如，王明的《中共

５０年》对１９４０年代延安整风运动的叙说、评价
虽与教科书相去甚远，但可以提醒相关历史题

材影视艺术创作者了解异见。创作者广泛接触

史料，注意向专家求教，可为在艺术真实的基础

上进行艺术创作提供开阔的眼界与正确的历史

方向。全方位接触史料，有助于创作者登高望

远，明辨是非善恶美丑，便于多视角、全方位地

审视历史事实与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创作出优

秀的文艺作品。

其二，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应接触当

代优秀的具备经典潜质的历史著述。历史研究

总是踏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前行的，改革开放

以来涌现出来的杰出研究有益于影视艺术创作

者更为全面、深入、准确地把握历史。罗荣渠的

《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版）视野
开阔、打通中西、大开大合，有助于创作者理性

地理解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的一般性与特殊

性，有益于减少创作中对历史题材所涉及历史

的误解或无知，值得一读。

　　四、结语

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面对纷繁复杂的

历史事实与材料，唯有尊重事实，尊重史料，尊

重社会公正，尊重社会各阶层的合理利益诉求，

尊重时代的进步性，才能够最大程度地逼近历

史真相，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实现文艺创作的历

史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有机统一，从而创作出优

秀的文艺作品。红色经典，是一面历史明镜，是

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不可或缺的精神食

粮，值得创作者重视与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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