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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宝藏》昨晚开播

解开古物的“基因密码”
中央电视台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

昨日晚登陆央视综艺频道（CCTV-3），首期节
目中，故宫博物院携“中华第一古物”石鼓、王希
孟《千里江山图》卷以及有着“瓷母”之称的各
种釉彩大瓶三件国宝震撼亮相。演员王凯、李晨、
梁家辉则作为“国宝守护人” 与其他守护者一
起，在现场演绎国家宝藏背后的“前世传奇”和
“今生故事”。

王凯：
演绎史上最“任性”乾隆，与历史文人辩论

王凯有着扎实的演技功底，加上一副令无数粉丝着
迷的低沉嗓音，都为他的演艺之路加持不少。 此次来到
《国家宝藏》，王凯不仅为观众进行文物历史的解说，还
首度演绎史上最“任性”乾隆。 用表演加讲解的方式展
现了中国官窑瓷器史上工艺最为复杂的各种釉彩大瓶
的由来。

在“前世传奇”环节中，王凯版的“乾隆”风度翩
翩，一心想要打造出集中国瓷器之大成的瓷瓶，却被黄
公望、王羲之等不同历史朝代的文化名人不理解，甚至
连乾隆之父雍正皇帝也现身表达不认同。 对于先贤们的
质疑，乾隆以“鼎盛王朝就该海纳百川”观念坚持自己。

李晨：
不好意思“装嫩”，梦回宋朝变身宋徽宗

同样在节目中变身帝王的还有另一位 “国宝守护
人”，出生于北京的李晨自小对故宫有着深厚的感情，此
次以“国宝守护人”的身份化身宋徽宗，还原王希孟《千
里江山图》卷的“前世传奇”，让他倍感兴奋。 原本关于
这幅画最重要的角色应该是其作者———十八岁的天才
少年王希孟，不过李晨自曝不好意思“装嫩”，这才选择
变身年龄更为相仿的中年大叔“宋徽宗”。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因为使用石青、石绿等矿
物颜料作画，每次展开都会有少量颜色脱落，因此相较
于水墨画而言对展出要求更高，即使内部人员也很少有
机会目睹真迹。首期节目中，这副难得一见的王希孟《千
里江山图》卷以不一样的巧妙形式展示。

在“前世传奇”环节中，除了李晨扮演的宋徽宗，大
奸臣蔡京与天才画家王希孟这两位与画卷关系颇深的
主要人物也各自登场。 身为天子近臣的蔡京还多次企图
对王希孟这位天子门徒进行打压，展现这幅传世名画背
后的曲折故事。

梁家辉：
自称“半个故宫人”，解密石鼓流传奥秘

在故宫博物院，有成千上万的国家文物沉睡于此，它
们身上巧妙的设计与细致的刻画， 无一不让人感叹中国
古代匠人技艺的精湛。 身为“国宝守护人”，在香港出生
长大的梁家辉对故宫的感情可不比任何人少。此前，梁家
辉在拍摄电影《垂帘听政》时每天早晨都坚持去故宫“打
卡”，在金水桥边看完升旗再从正门进去拍戏。 对故宫这
段经历念念不忘的梁家辉以“半个故宫人”自称。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 一件文物的价值和意义往往与
诞生的年代是否久远成正比。石鼓历经 2300多年的历史
变迁，曾遭逢多次战乱，几度失踪又被找回，还与不少历
史名人结缘。这次在节目中，梁家辉将扮演北宋著名政治
家司马光，为观众带来一个有关石鼓不同寻常的故事。 其
中，不仅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司马光砸缸”，还牵扯到了
司马光父亲司马池的死因， 用一个另类的角度为观众展
现石鼓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影响力。 （综合）

《大秦帝国铁血文明》将投拍

原著作者要找遍全球寻“秦王”
在日前的中国网络视听大会

上，《大秦帝国》 原著作者孙皓晖
对媒体表示，《大秦帝国》 第五部
《铁血文明》将投拍，预计要拍摄
100 集。 有望 2019 年年底与观众
见面，但目前最让他头痛的是尚未
找到秦王嬴政的扮演者。

前作水准太差要重拍
《大秦帝国》 系列小说曾在 2009

年被搬上荧屏，其中第一部电视剧《大
秦帝国之裂变》反响最好，如今再查豆
瓣评分，该剧高达 9.1 分，而随后搬上
荧屏的 《大秦帝国之纵横》、《大秦帝
国之崛起》反响平平，谈及此前的三部
作品，孙皓晖觉得第二部和第三部拍得
很不理想， 不理想的主要原因是：“和
原著背离太大了，经过我们的编创部的
同志比照，故事的查重率不足，这样一
来就不是改编原著了，实际是以他们自

己另外的思路在编了第二部和第三部
的故事。 ”

决定再次将自己的作品拿出来拍
成影视剧，为了保证电视剧和小说的精
神内核一致，孙皓晖认为亲自上阵非常
有必要，他说，剧本一旦确立是不允许
改编的，导演没权利改变，谁都没有权
利改变， 可以在讨论中间提出意见，完
全是可以容纳各个方面的意见，那么修
改也是统一由原来的编剧修改，而不是
由任何人现场随便改。

让观众了解第一次文明重建
孙皓晖表示，《大秦帝国》引起

社会的普遍关注， 尤其是在各个年
龄阶段、各个职业和阶层引起的普
遍共鸣 ，是因为“大秦帝国”所处
的历史背景很特别， 是第一次文明
重建。

“秦帝国所处的战国时代和春秋
时代，就是春秋战国五百多年，使秦

从建立诸侯到它走向统一文明高峰
的整整 500 多年，这 500 多年正好是
世界文明史发展的被称为轴心阶段，
是从公元前 700 多年，到公元前 200
年左右，轴心时代中华文明居于世界
文明的顶端，它是第一个从分治文明
走向大一统的文明，那个时候全世界
还没有这种文明形态。 ”孙皓晖说。

让“历史正剧”回归荧屏
中国电视荧屏并不缺古装剧，而古

装剧充斥着宫斗、阴谋论、多角恋等等，
更多是肥皂剧，而孙皓晖此次要将“历
史正剧”带回荧屏，“历史正剧”最重
要的使命是积极正面的价值观，但现在
不少古装剧正是败在价值观上。“凡是
肥皂剧里面的政治生活基本都是阴谋
论，情感上以多角恋为主导，这个几乎
是所有古装剧里面存在的最大的缺
陷。 ”孙皓晖说。

那么，如何判定“历史正剧”呢？在
孙皓晖看来，从故事框架上来说，至少
所写的 70%左右的历史要是真实的。
如果号称是历史正剧而写的是一半虚
构一半真实，那就不叫历史正剧。 其次
历史人物要真实，必须尊重史书和考古
所发现的一些东西，就这个人物他的籍
贯是什么，他的出身是什么，他的文明
史是什么，比如说他出身贫寒，就不能
写成富有，这些必须是真实的。

找不到合适演员演嬴政
亲自上阵担当编剧， 最让孙皓晖

头疼的是， 找不到合适的演员来出演
嬴政。“历史上有很多著作对于嬴政的
形象是丑化的。 ” 对于嬴政形象的描
述，孙皓晖直言，太平御览记载秦始皇
高一米九几，就是身高九尺有余，而且
完全是一个很伟岸的形象， 而且他的
体魄也是很强健。

对于能出演嬴政演员的要求，孙
皓晖说， 至少实际身高得一米八五左
右，然后冠一戴，衣服一穿，本身关键
是一种内在气质。 此外，秦王的台词非
常多，而且都是政治性的台词，台词水
准一定要保持跟大秦帝国已经上映的
第一部的水准一样。

据孙皓晖透露，拍摄《大秦帝国》
第一部时，剧本台词就曾难倒王志飞。
“当时《大秦帝国》是中国历史剧里面
第一次使用这样风格的台词， 所有的

演员都不赞同， 都说这样的台词没办
法说。 像王志飞， 他上场从来不拿纸
片，台词了然于胸，但是一进剧组演商
鞅，王志飞就说‘这个台词怎么弄，记
又记不住。 ’”

“后来， 包括吕中等老一辈演员，
进组后晚上都在研究台词怎么说，经
常相互砥砺，剧组风气也很好”。 再拍
《大秦帝国》，孙皓晖希望保持与第一
部一样的风格， 这也意味着台词又将
对演员是一大挑战。

为了解决找不到演员的难题，孙
皓晖有一个建议：“我们准备在全球华
人圈里面招聘嬴政这个演员， 除了外
国人，全球华人都可以，也许业余的能
涌现出我们视野里现在还没有呈现出
的天才，所以嬴政这个演员，我们希望
在中国能有一个好的演员， 把他的气
质、气度、贡献能表现出来。 ”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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