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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中，曹皇后

的凤冠华服十分惊艳。根

据古籍《金史·舆服志》中

对宋朝皇后礼冠的描述：

“花株冠，用盛子一，青罗

表、青绢衬金红罗托里，用

九龙、四凤，前面大龙衔穗

球一朵，前后有花株各十

有二……”这件精美的凤

冠，在《清平乐》中被还原。

妆容方面，曹皇后册封时

妆容和画像上的妆容如出

一辙——从宋朝诸多画像

中不难看出，珍珠面靥当

时正流行。

宋代的通天冠服，《宋

史·舆服志》有详尽介绍。

王凯饰演的宋仁宗所佩戴

的通天冠，整体上还原了

“卷云”的弧度造型。配合

通天冠所穿的绛纱袍也十

分走心，传统绛色下，可以

清晰看到云龙暗纹。

虽然电视剧《清平乐》

的剧情、节奏都被观众吐

槽，但播出以来，剧集所展

现出的宋朝风物引起观众

关注，大至典雅的宫殿楼

宇，小到清新脱俗的茶炉、

团扇，美不胜收的大宋之

美，在影视剧中迎来属于

自己的“高光时刻”。

除了内敛含蓄、清新

雅致的宋代美学让观众津

津乐道外，晏殊、范仲淹、

欧阳修等“语文书里常驻

嘉宾”的陆续登场，同样让

观众惊喜不已——影视剧

通过多维度展示传统历史

文化，给观众“余韵无穷”

的享受。

每一帧都像一幅宋代

风情画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

红瘦》(简称《知否》)《清平

乐》……一系列以宋代为

年代背景的影视剧，让宋

朝成为观众焦点。除了剧

情方面外，宋代高品位的美

学风格更是火出了圈——

《知否》细致入微展示“焚香

点茶、挂画插花”的生活方

式；《清平乐》更是考究，将

宋代“雅之美”发挥到极致，

服饰、家具、构图，无一不遵

循“简洁、素雅、精致”的原

则，有网友评论称“每一帧

画面都像是一幅精美的宋

代风情画”。

《清平乐》大气素雅的

色调以及中国传统美学的

构图，极简风格呈现出“柔

和又高级”的感觉。车水马

龙的州桥夜市，汴京城繁

华的街头巷尾，被网友发

现“都在一定程度上参考

了《清明上河图》”。

该剧美术指导王竞在

采访中透露，他把中国传

统的美感，投入到了每一

个场景中，无论是从宏观

还是微观，一直在坚持对

称、大气，最大限度还原大

宋的情景。

观众围观“四大雅事”

宋朝人对美的追求，

不仅体现在热衷于四艺，

更流露出一种由内而外的

生活态度——将日常生活

提升至艺术境界。

《清平乐》展示了宋代

家具的美感。剧中的这些

家具，隽秀文雅，儒雅朴

素，线条上契合现代人简

约风的追求。

器具方面，《清平乐》

中宋仁宗饮茶的温酒壶原

件出自景德镇窑青白釉刻

花注壶、注碗，现藏于北京

故宫博物院。

从生活场景、器具中

不难看出，宋朝人生活风

雅。而“焚香点茶、挂画插

花，四般闲事”，更是他们

诗意生活的展现。

《清平乐》第七集，官

家和苗娘子聊天之时，苗

娘子手上一直在忙活着一

件事——点茶。点茶法自

晚唐便有，兴盛于两宋，小

小的点茶包含了一整套工

艺，流程极为复杂讲究。

宋朝焚香文化盛行，

有文人曾感叹“无香何以

为聚”。焚香的场景在《清

平乐》中随处可见，是宋人

生活风尚之一。

插花也是宋人的风雅

之事。《清平乐》第三集就

有曹丹姝和其他几名女子

插花聊天的场景。宋朝是

中国插花史上的鼎盛期，

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

“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

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

负担者亦然。大抵洛人家

家有花”。宋朝的插花，除

了追求线条之美，更注重

的是插花的内涵，从插花

作品中体现出人生哲理和

品德节操。

《清平乐》中，每一幅

挂画都颇有讲究。四大雅

事中的挂画，最早指挂于

茶会座位旁的画作，演变

至宋代，诗、词、字、画皆可

为挂画。遇到雅集、会饮

时，士大夫们就挂出自己

平时收藏的得意名画，供

彼此交流品评。

感受传统文化独特魅

力

追剧除了看故事看表

演，还能感受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对观众来说，可

谓“余韵无穷”。

近年来，多部古装剧

都凭借传统文化吸引了观

众，如去年火爆的《长安十

二时辰》。而通过《知否知

否应是绿肥红瘦》《清平

乐》，宋代生活走入大众视

野。不论是用文字还是影

像的形式，这些作品都给

大众普及了宋朝风物及宋

代美学的特质。

有意思的是，几部以

宋朝为焦点的影视作品

里，那些“语文课本里的老

熟人”、被网友誉为“全文

背诵天团”的文学家晏殊、

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现

身，以及李清照词作的运

用，都让观众感叹“特别想

再读一遍宋词”。

通过《清平乐》等电视

剧，观众得以用当下日常

和流行文化的审美眼光去

再次探索宋朝灿烂的文化

艺术成就，这也是近年来

古装剧常常给观众带来的

惊喜所在。

不管是《清平乐》，还

是之前的《琅琊榜》《知否

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优质

古装剧创新影视表达的过

程中，有意识地还原历史

背景，更容易让年轻观众

产生代入感、从而更好地

感受传统文化独特魅力。

而这些古装剧也通过

展示传统历史文化成功地

吸引了观众的关注。

（据《广州日报》）

导演陆川近日现身首

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举办

的环保主题影片云放映专

场活动，与观众就其两部

作品《可可西里》《我们诞

生在中国》展开线上互动。

拍摄于2003年的电影

《可可西里》以残酷、洗练

的纪实风格展现了围绕藏

羚羊的屠杀和保护，曾获

奖无数。十多年过去了，再

重看这部作品，陆川感慨，

当年拍摄时的种种艰辛依

然历历在目。“无论时间的

长河如何过滤，都带不走

好作品最本真的内核。《可

可西里》没有大牌演员，也

不是大制作，是一部讲述

‘存在’的电影，讲述了一

群人为了活着和另一群人

为了更好活着的矛盾故

事。”

回忆拍摄过程，陆川

说，当时最大的挑战是面

对可可西里极致的环境

时，如何把主创们内心的

震撼用胶片记录下来，让

观众感受到藏区自然的壮

美和对生命的尊重。为此，

他和团队选择了做减法。

“我们带了整整四卡车的

摄影器材过去，但最后并

没有动用那些特别复杂

的拍摄手段，只是静静地

用最简单的镜头语言去

记录我们面前的世界。我

们不希望摄影、导演出现

在镜头前，而是希望能够

深深地藏在后面，让观众

以最近的距离感受到用

胶片记录下来的历史和

自然。”

2014 年，迪士尼找到

陆川，希望跟他合作拍摄

一部有关中国野生动物

的环保题材电影，经过半

年的筹备，五个摄制组在

全国各个无人区和自然

保护区进行了 18 个月的

追踪拍摄以及 11 个月的

后期剪辑，《我们诞生在

中国》终于在 2016 年 8 月

跟观众见面。片中的三组

动物大熊猫、雪豹、金丝

猴各有各的魅力，收获了

不少小观众的喜爱。谈起

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陆

川 笑 言 ，整 体 上 远 没 有

《可 可 西 里》那 么 艰 苦 ，

“当年《可可西里》剧组的

每个人都差点儿把命送

掉了，这次各方面的物资

保障都好了很多。”

比较两次拍摄，最让

陆川感到印象深刻的是国

内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显

著改善。“当年在可可西

里 时 ，我 觉 得 真 的 特 别

惨，体验生活的时候能听

见枪声，巡山过程中还能

看到被打死、剥皮的藏羚

羊 ，看 到 它 们 身 上 的 枪

眼 。藏 羚 羊 群 还 没 有 恢

复，盗猎很猖獗。拍《我们

诞生在中国》时，各地的

野生动物保护情况有了

天壤之别，能看到有关部

门拿出很多资金和精力

在做这件事。”

当被观众问及拍摄时

的趣事时，陆川讲了一个

曾经让他感到“颠覆”的故

事。“大家都觉得熊猫很可

爱，实际上它们很凶。到了

现场，我们才知道拍摄熊

猫是最危险的，因为成年

熊猫就是真正的熊，它的

牙齿咬合力、熊掌击打能

力，跟一只野生棕熊没有

任何区别。熊猫是杂食动

物，捕猎能力比较弱，它们

抓住一只野山羊抱着就

啃，不会把它杀死之后才

吃。所以拍熊猫的时候我

最担心，我们那组工作人

员的保险额度是最高的。

他们不得不穿人工熊猫皮

伪装起来，还要往身上抹

熊猫粪便，慢慢靠近熊猫

妈妈和宝宝。”

“《可可西里》和《我们

诞生在中国》差不多隔了

10年，希望下一个十年，我

还有精力和体力，去一个

更极致的环境，对中国的

自然环境做一次表达。”陆

川表示，这次疫情暴发后，

他看到新闻里说有些地方

自然环境得到恢复，觉得

人类确实过度耗用了地球

资源，“如果有可能，每个

人都要去保护野生动物和

环境，这才是敬畏和平等

的态度。”

这段时间，陆川正忙

着新片《749 局》的后期制

作，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少

年的成长和历险，他希望

这部作品能给观众带来惊

喜。 （据《北京日报》）

传统文化成古装剧吸睛利器

陆川：每个人都要保护野生动物

《《清平乐清平乐》》中曹皇后的凤冠按照古籍中曹皇后的凤冠按照古籍《《金史金史··

舆服志舆服志》》中对皇后礼冠的描述进行了复原中对皇后礼冠的描述进行了复原

《《可可西里可可西里》》剧照剧照

导演镜头下可可西里的野生动物导演镜头下可可西里的野生动物
导演陆川导演陆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