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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清平乐》改编自知名网络小说
《孤城闭》，放弃了原著徽柔公主的爱情主
线，主要讲述了宋朝第四位皇帝仁宗的一
生。

“万机之暇，无所玩好，

惟亲翰墨，而飞白尤为神妙”

逄春阶（以下简称逄）：我从武汉采访
回来，一度情绪低落，看电视剧《清平
乐》，进入了宋朝，看着看着，就走出来
了。

郭瑞祥（以下简称郭）：宋朝比较“小
资”，治愈系的。

逄：请总体评价一下这部剧。
郭：我觉得有几个好，一是服道化好，

服装、道具、化妆好；二是王凯演得好。宋
仁宗这个人物不好演，他这个皇帝很有意
思，不是一言九鼎风格，有时还得求着大
臣。王凯拿捏得也好。我过去一直把王凯归
入小鲜肉行列，一点都不感冒他。这次他让
我彻底改观，是实力派演员，很见功力；三
是主题比较正，对宋朝的把握比较准确，是
一部正剧。

逄：我一边看剧一边搬出《古文观止》
《宋诗选注》等书，还有你的大著《宋仁宗
和他的帝国精英》，对照着看，觉得很有意
思。我同事说我是研究式观剧。

郭：你这是真投入了。
逄：创立“神韵说”的清初诗人王士祯

是山东桓台人，他在《池北偶谈》里评价宋
仁宗和宋徽宗：“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
做官家；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
耳。”

郭：这段话经常被引用，大部分人从正
确处理主业和副业的关系上去考虑。皇帝就
该做好皇帝分内的事。但这段话对于宋仁宗
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宋仁宗这人不瞎折
腾，不逾规矩。

逄：尽职尽责，做个好官家。
郭：宋仁宗也并不是百事不会。王士祯

大约就是为了强调宋仁宗尽职尽责。仁宗书
法很好，尤其擅长飞白体。欧阳修在《归田
录》中记载：仁宗“万机之暇，无所玩好，
惟亲翰墨，而飞白尤为神妙。”

逄：王士祯可能不喜欢仁宗的刻板和规
矩。

郭：理学盛行的时候，反对刻板和规矩
有积极意义。但宋朝建立在礼崩乐坏的基础
上，宋朝的使命是重塑儒学。所以各有时代
意义。

刘太后在剧中

比较接近历史

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最早出现在元杂剧
《金水桥陈琳抱妆盒》中，后被写进了《三
侠五义》。根据故事改编的各种艺术形式都
把力气花在包拯破案上。《清平乐》则把刘
太后和赵仁宗等当成凡人来塑造，不是简单
地用善恶标准贴标签，不是类型化、概念化
地呈现，而是聚焦人的复杂性、多面性、戏
剧性。

逄：我发现电视剧跟你书中对刘娥刘太
后的描述有出入。

郭：刘太后在电视剧中比较接近历史。
一，她是有能力的女人，真宗活着的时候就
帮助打理朝政，垂帘期间革除真宗朝弊端
（主要是大兴土木、东封西祀），帝国呈现
盛世气象。二，她是有野心的女人。穿衮服
祭庙是个例子。还有她问过近臣关于武则天
的事，表示有过这样的想法。三，她是理智
的女人。她知道做皇帝不会成功，只会为自
己、为刘家同时给社稷带来动乱，所以克制
了这个念头。四、她呵护仁宗十余年。她曾
问政治上的对手（反对她垂帘的）李迪：
“我对小皇帝不好吗？”（大意），连李迪
都承认不错。

逄：她节制欲望，避免了动乱。
郭：仁宗念其生母，而刘娥太后又迟迟

不还政，仁宗、刘太后二人暗藏不睦，是可
以理解的。

大家看到的是星星，

也就把天空给忽略了

在宋代，赞美仁宗的人很多。这些人包
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等等。后
世对宋仁宗的评价也很高。

逄：电视剧《清平乐》对仁宗有没有美
化的成分？

郭：不能简单说美化。宋仁宗是真信儒
家学说，他从小就得到大儒李迪的培养，他
的老师、大臣们，是按照好皇帝的标准来塑
造他的，手把手教，不让他胡来。儒家讲究
仁，在一个太平盛世，扩张的欲望不多。开
疆拓土，最终不也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嘛。

逄：有人说宋仁宗也好色。
郭：我也看到有类似的评论，不能简单

说好色。他一直没有儿子，为了传宗接代，
可能接触后妃多一点。史书记载，有个大臣
送了两个美女给宋仁宗，有大臣就上劄子，
说皇帝不能耽于美色。仁宗就把两个美女送
出宫去。这说明他没有超越理智范围。

逄：宋朝的臣子胆子都不小，谏言毫不

客气，不给皇帝面子。
郭：宋朝大臣爱说过头话，爱渲染。比

如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提到的那个谪守巴
陵郡的滕子京，说皇帝你上朝无精打采，迷
恋美色，不利于大宋江山。话说在当面，宋
仁宗都能容忍。设身处地想一想，不容易。
相比其他朝代，哪个臣子敢这样对皇帝说
话，那是活得不耐烦了。

逄：文人都有个性。
郭：欧阳修更是信口开河，怎么严重怎

么说，怎么过分怎么说。
逄：宋仁宗一朝，文人又特别多。仅嘉

祐二年三月十一，仁宗在集英殿亲自主持殿
试，这一科及第的进士就有：苏轼、苏辙、
曾巩、曾布、程颢、张载、吕惠卿、章惇、
林希、王韶，每一个名字都很璀璨，他们照
亮了北宋的大半边苍穹。而晏殊、范仲淹、
苏舜钦、欧阳修、富弼、王安石、司马光
等，更是如雷贯耳。

郭：宋仁宗更像一面阔大的背景墙，一
个舞台，或者干脆就是天空，让群星璀璨。
大家看到的是星星，也就把天空给忽略了。

“烧香点茶，挂画插花，

四般闲事，不宜累家”

古装戏多是大而化之粗线条勾勒，属于
大写意。而《清平乐》则类似工笔。比如，
精心设计的服装造型、头饰等，让剧中人行
走坐卧之间散发出一种古韵美。

逄：这部戏拍得比较精致，主创人员下
了一番绣花功夫。

郭：细节处理都很讲究。比如使用的瓷
器，宋仁宗使用的大多是定窑瓷。再如文人
的雅趣，插花、点茶。宋元人物吴自牧《梦
粱录》中记载：“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
般闲事，不宜累家。”

逄：焚香、点茶、挂画、插花，被称为
“文人四雅”

郭：先来说瓷器。中国的瓷器到了宋代
达到了举世公认的顶峰，从思想内核、工艺
技术到艺术形式都臻于化境。宋代早期崇尚
白瓷，因为白瓷素雅高洁，很合宋朝皇帝的
品位，皇宫中的御用瓷器是定窑的白瓷。定
窑就是定州的窑，它烧制出来的瓷器大多是白
色，这种白瓷胎土细腻，胎质很薄而泛出光
泽，釉色纯白滋润。现在出土的定窑白瓷，
上面有“尚食局”字样，尚食局是供应皇家
伙食的机构，可见当时是供应皇室的贡品。

逄：电视剧中还有点茶的细节。
郭：宋朝水路发达，商业繁荣，南方的

茶叶被源源不断地运到汴京，再分散到全国
各地。这种繁荣也带来了饮茶风气大盛，茶
走入寻常百姓家，更成为文人雅士的日常爱
好。对于茶的研究、讲究也多了起来。茶业
的发展带动了茶艺的发展，泡茶、饮茶打上
文化的标签，成为一门艺术，我们现在叫茶
艺，宋代叫点茶。

宋代流行的茶不是茶叶，而是一种团饼
茶。像福建产一种龙凤团饼茶，是专供朝廷
的御茶。《宣和北苑贡茶录》记载，宋太宗
的时候，专门制造一种模具，有龙凤图案，
用于制造团饼茶，就是龙凤团饼茶。

宋代流行的点茶方法大致是，先将团茶
饼在微火上稍作炙烤，去除水分，在木质茶
臼里捣碎并碾成粉末状，再放到茶碗中。然
后以沸水冲点，并用茶筅用力搅拌至出现泡
沫，称之为“运筅”或“击拂”，使茶叶与水充分
交融成乳状。注水和击拂同时进行，一连串的
动作一气呵成，讲究技艺娴熟，恰到好处。

逄：苏轼也点过茶。
郭：苏轼赴任杭州，一个寒冬之日走进

西湖葛岭，在寿星寺与谦师禅师对坐点茶，
写道：“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
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
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凤液今安有。/先生有
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这位谦师禅
师早晨从南屏山来试一试点茶功夫。兔毛
斑，就是兔毫茶盏，一种有名的建窑瓷器。

鹅儿酒这里代指茶，鹅儿酒本是一种黄酒，
颜色鹅黄。茶的颜色是鹅儿黄，那是汤色极
佳。乳花就是茶面上漂的汤花。玉川凤液，
还是指茶。

逄：这么多讲究啊，活出了艺术。
郭：讲究多着呢，比如插花。欧阳修

《洛阳牡丹记》也记载，在当时的西京洛
阳，“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
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北宋张邦
基在《墨庄漫录》中也有记载：“西京(今洛
阳)牡丹闻名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
宴集之所，以花为屏障，至梁、栋、柱、
拱，以筒储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宋
人插花品种很多，有什么花插什么花，什么
花应时插什么花。从家庭的陈列摆设，到商
铺的环境布置，还有文人的雅聚场所，都离
不开插花的点缀。

畸形恋过多，暗示太多，

感觉不舒服

逄：《清平乐》后宫戏过多，前朝戏成
陪衬，后宫戏和前朝戏不协调。你有感觉
吗？

郭：不仅是不协调，不符合史实的也
有。比如晏殊，他是辅佐刘娥的，但是为了
照顾名人，晏殊的戏份就多了。仁宗的老师
是李迪，晏殊教的时间很短，电视剧中他的
戏拉长了。

逄：范仲淹演得太土了，像个农村老
头。

郭：是，范仲淹的形象是随意了一点，
刚性有了，但是文人气不足。欧阳修呢，有
点猥琐，风流味不足。韩琦不能算文人，但
演出了文人气，还算不错吧。

逄：电视剧对曹皇后的处理，你怎么
看？

郭：大致到位。这部剧既想忠于艺术，
又想吻合历史，就有了难度。历史记载很
粗，要丰富细节，还得符合生活逻辑。15年
不跟仁宗皇帝同房，有点夸张，但历史上，
宋仁宗跟她确实没有孩子。15年啊，不好
演，外冷内热，情与理老不合拍。仁宗既爱
又恨，编剧能编到这个程度不容易。在历史
上，仁宗不喜欢曹皇后。

逄：怎么看张贵妃张妼晗？
郭：我觉得这是个败笔。她不讲礼法，

不可爱，太跋扈。这个形象塑造得不好。女
人蛮横的一面表现多了，善良温柔的一面就
没表现出来。历史上的张贵妃，是可爱的女
人，善解人意。

我倒是喜欢剧中的陈熙春，演员张天爱
把女人的可爱演出来了。仁宗喜欢陈熙春，
这是人之常情。在深宫之中，皇帝每天都在
处理朝政，面对的人和事几乎是重复乏味，
甚至是枯燥的，而陈熙春的出现，改变了这
些，她让皇帝看到了许多新奇的东西，打破
了原来一成不变的生活。

逄：对后宫的畸形恋，你怎么看？
郭：畸形恋过多，暗示太多，感觉不舒

服。一是曹皇后和宦官茂则，这个历史上有
一点影子。二是宦官镣子和丫鬟嬛儿，三是
徽柔公主和宦官怀吉，甚至还有许兰苕和宦
官杨怀敏。其实只演徽柔公主和梁怀吉一对
儿就够了。一个公主对一个宦官有情，在当
时无论怎么都不能被世人接受。

逄：历史上有徽柔公主吗？
郭：在电视剧《清平乐》中，仁宗和晏

殊商定了“徽柔”二字，作为爱女的名字。
徽者善也，柔者仁也，心存仁善，怀有苍
生，这个名字寄予了仁宗对女儿的无限爱
意。其实，“徽柔”这个名字只是原著小说
《孤城闭》的作者杜撰出来的，史书并没有
记载宋仁宗长女的闺名。甚至，就连福康公
主这个称号，都是她众多封号中的一个。宋
仁宗确实对自己的长女福康公主万般宠爱。
福康公主出嫁，仁宗更是逾越礼制，不顾大
臣们的反对，坚持为爱女举行了盛大的册封
典礼，将其晋封为兖国公主，使其成为北宋

以来第一位有册封礼的公主。

这一款“墨曜酒”

史书上没查到

逄：电视剧中有好多酒的情节。比如，
曹皇后酿一种酒叫墨曜，名字挺怪。历史上
有这种酒吗？墨曜，谐音“莫要”，感觉是隐喻仁
宗和曹皇后的关系，曹皇后掌管后宫，时时提
醒自己“莫要”乱了规矩，不越雷池。

郭：宋朝的极品美酒应该是果酒或花
酒，就是用果品或者鲜花酿造的酒。我查了
一下，还真没有电视剧中提到的这一款“墨
曜酒”，史籍浩如烟海，或许编剧另有出
处，只能怪我读书少。

南宋周密的私人笔记《武林旧事》中专
门有一节《诸色酒名》，第一款“蔷薇
露”，第二款“流香”，从名字推断，像是
花酒。周密还有个批注：御库。就是说只有
皇家才能享用，不对外出售，有钱你买不
到。这大概是酒中极品了吧。然后总共罗列
了54种酒的名称。

“蔷薇露”和“流香”，虽是大内酿
造，但只供皇室享用，太监也不准喝。《宋
会要缉稿》有记载，如果小太监偷喝了，一
经发现，刺配边远地区，或打入大牢。

逄：剧中还多次提到葡萄酒。

郭：宋朝人不会酿造葡萄酒，不是技术
原因，而是葡萄种植方面的原因，葡萄产量
少，品质也不行，所以葡萄酒依赖进口，就
是皇家所谓的“进贡”。从哪里进贡，从西
域。吐鲁番的葡萄又大又甜，酿出的葡萄美
酒也好喝。

在宋朝流行一种动物酿造的酒，叫羊羔
酒。《北山酒经》讲酒的发展历史，讲怎样
制酒曲，讲怎样造酒。《北山酒经》中就记
述了羊羔酒的酿造方法：肥羊肉煮熟去骨剁
碎，和米饭一起蒸，然后拌在一起发酵，经
过过滤得到的就是羊羔酒了。

羊羔酒在唐朝就开始兴盛了，是朝廷贡
品，传说李隆基给杨贵妃过生日，专门挑选
羊羔酒。贵妃醉后，翩翩起舞，玄宗皇帝击
打奏乐。

由于代价高，羊羔酒还十分珍贵稀少。
宋初有位学士叫陶谷，买了个歌伎，她曾经
是党太尉（姓党的太尉）家的歌伎，有一天
下雪，陶谷取雪水烹茶，很得意地对歌伎
说：党太尉家有这样风雅吗？歌伎回答说：
“他是个粗人，哪里有您这么雅致，只是能
在销金帐下（销金帐是镶有金线的帐）浅斟
低唱，饮羊羔美酒耳。”陶谷很惭愧，因为
学士虽然风雅，架不住人家有钱呢。

宋初经济发达，羊羔酒已经很普遍了，
但一般老百姓还是买不起。孟元老的《东京
梦华录》记载，汴京的高级酒楼，一斤羊羔
酒卖到八十一文。而当时一般的酒也就是十
文左右。所以羊羔酒就是文人官吏的专享
了。苏东坡有诗：“试开云梦羔儿酒，快泻
钱塘药玉船。”药玉船指的是酒杯，打开羊
羔酒，忍不住一口就想把它喝完。

逄：我辈喜欢喝酒，但跟古人比起来，
就太粗野了。

郭：宋朝人喝酒讲究一个“雅”字。喝
着小酒，听着小曲，回味着旧时光，感慨着
生命无常，时光易逝，这是喝酒的标配。最
具代表性的，是晏殊的“一曲新词酒一杯，
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这才
是宋朝人饮酒的风格。

北宋时期还没有蒸馏酒，这时候酒的度
数很低。《水浒传》里有一个情节，武松来
到景阳冈下，在店家喝酒，店家招牌上写着
“三碗不过冈”，听起来很唬人，其实想一
想，假如是53度的高度白酒，喝三碗不是过
不过冈的问题，是要找附近哪里有医院。这
个碗就算是现在精致的小碗吧，一碗三四两
总是有的吧，三碗就是一斤左右了。

逄：一说酒就兴奋。谢谢郭先生，我老
家出酒，您来山东，当浮一大白。

由王凯、江疏影等主演的电视剧《清平乐》的热播，引发了许多话题。《宋仁宗和他的帝国精英》一
书作者郭瑞祥先生也一直在追剧。本报记者近日与家在河南温县的郭先生多次电话、微信联络，谈得很投
缘，有相识恨晚之感。

郭瑞祥：宋仁宗更像一面阔大的背景墙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郭瑞祥，成长于司马懿故
里——— 河南温县，对传统文化有着
深厚情结，尤好历史，涉猎广泛，
希望用自己的笔还原历史的风云开
阖，让读者在闲暇时光里做一段穿
越之旅。著有《天风海雨词中龙 :
辛弃疾传》《诗酒趁年华——— 古诗
词中的诗酒人生》《郭瑞祥说司马
懿》《宋仁宗和他的帝国精英》
等。

近日，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正式设
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天津大学冯骥才
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先生
受聘担任首批推广大使。与他同时获聘的还有袁隆
平、申纪兰、冯巩、海霞、李子柒等5人。

“推广大使”采取分批聘任的方式，分为“国
家推广大使”“民俗推广大使”“社会推广大使”
“乡村推广大使”“媒体推广大使”“网络推广大
使”等不同类别，由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
会颁发聘书。

（据中国网）

冯骥才获聘
“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

作为上海“品质生活直播周”的重点活动之一，
6月2日下午，京剧名家王珮瑜带领两位主播走进上海
京剧院，从练功房到戏服仓库、从化妆间到中式庭
院，围绕“穿越时空的行头”的主题，以直播的方式
全面揭开京剧世界的传统美。据了解，目前上海京剧
院已举办了6场大型直播活动，收获了全国网友的火
热回应。在王珮瑜看来，京剧的传播方式也越来越贴
近年轻人的习惯和喜好。

（据新华网）

王珮瑜开拓新舞台
传播国粹之美

投资千万、创作历时四年，刘慈欣15部作品成规
模、成系统地改编为漫画——— 《刘慈欣科幻漫画系
列》，第一波已新鲜出炉！有人称刘慈欣是中国人的
想象力巅峰。他的想象力落在纸上，变成了《流浪地
球》里推动地球在宇宙里流浪的地球发动机；变成了
《乡村教师》里银河系碳基文明和硅基文明之间的星
际较量；变成了《梦之海》里来自外星的低温艺术家
冻结地球全部江河湖海创作出一件太空艺术品；变成
了《圆圆的肥皂泡》里童年吹泡泡的小小爱好长大后
竟然拯救了一座城市…… (据人民网）

刘慈欣被誉为
中国人想象力巅峰

为了更好地展示鄂伦春族兽皮制作技艺，当地政
府设立非遗传承基地，这些曾是鄂伦春族猎人御寒用
的皮毛制品，成为展示和传播鄂伦春族文化的特色手
工艺品。图为在鄂伦春自治旗非遗传承基地，鄂伦春
族兽皮制作技艺传承人吴玲芝在展示皮毛制品。

（据新华网）

吴玲芝传承鄂伦春族
兽皮制作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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