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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0_9B_E7_8E_8B_E7_c26_21990.htm 最近，86岁的柏杨宣布

封笔。柏杨最后发表一文的结尾是：“不为君王唱赞歌，只

为苍生说人话。”（《南方报业网》 10月14日） 我看着这话

，感慨良多。作为一个大陆人，无端地生出些羞愧来。柏杨

晚年致力于把《资治通鉴》翻译成白话。老实说，从专业的

角度看，那并不是一本特别出色的书。但是作为一本普及性

的历史读本，还是有着其价值的尤其是在对比了我们这些年

在普及历史知识上所做的工作以后。 我并非什么专家，但自

信还可忝居历史爱好者之列吧。正说的历史大剧一般都会看

看，可这几年来，看电视上热播的那些历史正剧，却屡屡有

呕血三升的感觉。 哲人有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这话的确有着几分道理，由于角度和立场的不同，同一段

历史，常常会被不同的人解读成完全不同的样子。而且你也

很难说谁就一定对，谁就一定不对。但这里面还是有一条底

线，那就是：你不能把这个小姑娘的脚硬裹成三寸金莲，以

满足某些人的变态爱好。可我们现在一些历史正剧的编剧，

却似乎很有着些食痂癖好。 不拿最近的那个《传奇皇帝朱元

璋》来举例，那太不入流了；也不拿那个宣传“世上万苦皇

帝最苦”的《雍正皇朝》来举例，那远了一点；就拿最近又

在本城某一电视台重播的《汉武大帝》来说事吧。 电视剧一

开场，就是司马迁在刘彻面前诚惶诚恐，高呼：“万岁圣明

！明见万里！臣就是只小蚊子，鼠目寸光⋯⋯”有网友很困

惑：这就是我们的太史公么？那个倔强高贵的太史公么？历



史上有没有过这一场见面已不可考了，史料中也的确记载司

马迁有过类似的话。但是，那是官样文章呢？还是真心话呢

？相信略略读过《史记》和《报任安书》的人都会明白。我

们的编剧大人就真的不明白么？ 特别值得人们玩味的是，上

世纪80年代，也拍过一部《汉武帝》的正剧，里面也用了这

场见面作开场戏。可里面是刘彻对司马迁说：“你，是天下

唯一一个不曾从精神上臣服于朕的人。但是，朕因此敬佩你

！”为什么在上个世纪，是一个社会的权威向一个社会的良

心表达敬意，到了新世纪，却让一个社会的良心匍匐在一个

社会的权威面前叩头如捣蒜呢？ 剧中还有一个有趣的人物改

编：郭解。郭解之死，在历史上是明显的枉法裁决。但是，

家贫、侠名满天下的郭解，在剧中却被描绘成了一恶霸大地

主，与大贪官田、阴谋家淮南王勾结，最后试图刺杀汉武帝

，被剧中最正面的人物、皇帝的好臣仆卫青所诛。可在历史

上，正是这位一代名将卫青曾为郭解仗义执言。 作为一个有

能力以武犯禁的侠者，郭解这类人物的存在，的确表明了有

一股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民间力量存在着。汉武帝看了不顺眼

，要找个由头把他杀掉，以“独裁者的理性”而言，也是可

以理解的。但是，即使你是要从汉武帝的立场上写这部戏，

只需如此为刘彻辩解一下也就可以了。何至于要篡改历史呢

？ 讴歌明君威权，抹杀独立人格，似乎成了我们某些编剧的

特别喜好。 记得香港《电影双周刊》的主编罗维明说过这么

几句有意思的话，大意是大陆拍的是历史剧，我们拍的是古

装剧，我们做不到他们那样，一瓢一碗都依样仿造，我们拍

皇帝出巡，也不过是十几二十人的场面⋯⋯因为归根结底，

历史是他们搞的，不是我们搞的。这话说得老实、谦卑。但



是细品下去，是不是也含着一种讽喻的味道呢？ 多年来，对

于港台产的戏说剧，我虽然常常不以为然，却也不敢生出鄙

视之心。而今天，面对垂垂老矣的柏杨依然发出这样金石掷

地的声音，我更是心生羞愧之情。当然，我也知道，更应该

在柏杨面前感到羞愧的，并不是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