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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装宫斗剧的视觉奇观与艺术畸趣批评
——从《延禧攻略》说开去

　　古装剧中的宫斗剧多以“皇宫大内”为叙事背景、以“后宫斗法”为线索，阴谋和爱情为其基本配方，各种

迷障背后实乃生存权力为导向的冲突。第一部古装宫斗剧《金枝欲孽》开播后便成为电视收视率的领跑者，随后

古装宫斗剧如雨后春笋版出现，但许多作品最终落入剧情同质化、角色脸谱化的泥沼。以消费主义主导的古装宫

斗剧，常以想象和虚构的方式对待历史，以消解严肃性为观众获得身份置换的快感，总是讲述将爱情献祭给权力

的故事，宣扬权谋价值观，这些顽疾已越来越为人所诟病。

　　古装宫斗剧《延禧攻略》以精良的制作特别是故事的反套路化以及对当下观众审美心理的精准把握，赢得较

好的收视。它继承了同类剧《甄嬛传》的“心算”故事与复古“锦秀”等优点，摒弃宫斗剧的“比坏”，在“养

眼”中努力探索演绎个性人生的可能。《延禧攻略》的热播，是否代表着宫斗题材的口碑逆转，达到了优秀古装

剧的高度？仔细审视，与大气而精致的古装剧经典《琅琊榜》相比，《延禧攻略》的“宫斗”类型与“复古秀”

都显得单薄而狭隘，与中华传统审美风格与精神境界更是相去甚远。

　　一、精良制作的继承与“比坏”哲学的修正

　　视觉形象随着后宫权力格局的更迭不断更新，打破了此前的程式化和定型化。《延禧攻略》在视觉上告别往

日“于正风”大红大紫高饱和度的色调，代之以微暗素雅的配色，显得沉稳大气。平和舒缓的整体色彩与古朴泛

黄的风格，配合电视剧跌宕起伏的情节，显得张弛有度。剧中人物服饰和室内用具的用色也可从传统国画的调色

盘中找到，如蟹青、月白、玛瑙色、朱砂色、十样锦、淡黄、石黄、粗晶皂、墨绿、靛蓝等，符合中华民族千年

来的审美传统。此外，《延禧攻略》在拍摄手法上借鉴了《琅琊榜》备受赞誉的电影式构图，根据不同情境和氛

围采用相应的构图手法，凭借镜头语言诉说复杂的人物关系。

　　《延禧攻略》中部分人物设定讨巧地借用了历史元素，譬如女主魏璎珞以历史上令妃为原型、乾隆与富察皇

后的琴瑟和鸣也有据可考等。与往常肆意篡改史实的宫斗剧相比，这是对特定历史情景的尝试性回应，同时也为

观众想象历史人物提供了广阔空间。与《甄嬛传》相比，《延禧攻略》的服化道尽力在视觉美的呈现上与情节逻

辑、历史朝代相贴合。主创团队一改清宫戏的刻板旧形象，舍弃了满屏“大拉翅”的头饰，选择“两把头”“扁

方”等尽显清秀简洁之美的带有人物特征的发型，引入满族旧俗“一耳三钳”、清代绛唇妆和柳叶弯眉、点翠首

饰和绒花头饰，力求还原历史真实。

　　《延禧攻略》的获赞，不仅因剧作显露出的乾隆时期的历史风貌，更因其借着镜头的“包装”，把一些已经

淡出人们视野的“非遗”内容整合进了剧情的发展，使其文化价值蕴含于器物之美。譬如皇后的绒花头饰，符合

《清史稿》中“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的记载，后妃头上的点翠都以极复杂的传统工艺技术精心打造。另

外，借魏璎珞的绣女身份，在剧情中介绍了我国古代手推绣、珠绣、盘金绣、打籽绣等多种技艺和几近失传的

“罗”的织法。[①]同时在人物服饰和手中团扇上还出现了中国丝绸艺术品中的精华——缂丝。有“百戏之祖”

之称的昆曲艺术，作为高贵妃的唯一爱好多次在剧中惊艳登场，且发生的时代背景恰好也符合历史上的“徽班进

京”。高贵妃为了讨好太后，苦心准备的民间艺术“打树花”，也以荧屏为窗口重现其往日的绚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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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禧攻略》中的主人公始终保持正直坚韧的品性，适度纠正了《甄嬛传》的无底线作恶与将人性之恶的过

度放大。《甄嬛传》中的甄嬛在影视剧中具有“跨时代意义”，她代表着圣母光环下的“理想女性”与男性视角

下的完美范本，[②]却在权力欲望的主导下，让理想之光屈从于现实冷酷，逐渐“黑化”。后宫也成为朝堂窃势

拥权的缩影，一时沦为杀人场，成为推搡、陷害、私刑、毒杀的罪恶展览馆。反观《延禧攻略》，魏璎珞由宫女

到皇贵妃的身份转变过程中，其目的不是为了夺取生存养分，而是为了真相和复仇；行事上从不趋炎附势也不迫

害弱者，在性命攸关之时也不放弃对他人的挽救。与《甄嬛传》靠阴谋陷害上位的职场厚黑学完全相反，女主表

现出超稳定的善恶与是非观。身处逆境时，她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以勤劳用心对待所有低贱繁琐的工作。与女主

相反，走上了类似甄嬛道路的娴妃，最终在绝望中割发并被幽禁，如此结局既是为了切合只言片语下的历史人物

轨迹，也是对旧“甄嬛”秉持的“比坏”哲学的批判。简言之，魏璎珞在后宫不主动开战，却拒绝“白莲花”式

的软弱设定，调和受众的不同价值观，是对《甄嬛传》类“比坏”哲学的主动纠正，是对受众价值观的审美引

领。

　　当然，无论是《甄嬛传》还是《延禧攻略》，都沉溺于“大女主戏”中攻克“大小魔王”的愉悦体验而不可

自拔。编剧将主观意志凌驾于历史常识与科学知识之上，剧情反智化倾向随处可见，譬如《甄嬛传》中蝴蝶“反

季节”漫天飞舞、国粹中医沦为打胎“圣器”；《延禧攻略》中善用奇淫技巧化解险境，不惜弱化制度森严的宫

廷环境，以行剧情发展之便。在个体化竞争激烈的时代里，快节奏的“打怪”模式满足了观众原始欲望的投射，

坦然地滋长内心的“扩张主义”。两剧在“艺术装潢”上可谓精致夺目，而细观其内在情节，却无法掩盖逻辑扭

曲的痼疾，艺术畸趣令其难以成为真正的艺术经典和时代珍品。

　　二、视觉奇观的愉悦与艺术畸趣的神“猥”

　　更高层次的艺术美需要的不止是对历史文化的借鉴复现，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文明不能没有敬畏之心”。

[③]2015年度的“良心剧”《琅琊榜》糅合武侠、权谋、宫斗、爱情等多种类型，包容跨年龄段与各有所好的观

众群体，以“不侮辱人智商”的“较真儿”态度和高密度快节奏的叙事技巧，当得起“制作精美”的评价。《琅

琊榜》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不动声色地展现古典审美旨趣：在冬日飘雪、泥炉烹茶的意境设计下，魏晋士子衣

袖翩翩，着佩玉，行古礼；侠者戎装劲马，在江湖也在庙堂，举手投足间尽现华夏儿女的仁义与大爱。剧中人物

台词考究，文白夹杂；电影式构图框架配合流畅的剪辑，最终呈现严谨而诗意的水墨画面。大气简约的特质贯穿

《琅琊榜》的每一部分。从视觉外在美的体现，到境界美的提升，[④]即内在价值内涵的传递与故事背后的人文

情怀流动，由内而外地形成了高度统一的美学风格。《琅琊榜》在群像刻画上关注角色的不可复制性以及人性中

的善恶交加，着墨有轻有重；同时，该剧不仅合理而完整地演绎主线，而且为纵横交错的副线留下再书写的可

能，让每一个配角拥有独立的人生轨迹。

　　相较于《琅琊榜》的古意绵绵，《延禧攻略》更像是一次急躁冒进的古今调和实验，其叙事风格有通关游戏

之气态，仓促而急躁，不惜在尔晴、纯妃两位角色一前一后的“黑化”上使用相同的动机，忽视了剧情发展的合

理性，无视人物形象扁平化。《延禧攻略》以主人公魏璎珞的举止言行为代表，时常带给人时空错乱感。睚眦必

报的魏璎珞在出场之初就立下战书：“我，天生脾气暴，不好惹，谁要是再唧唧歪歪，我有的是法子对付她。”

此类浅白的台词反复出现在各角色口中，暴露出文化底蕴不足的短板。在宫规森严和古典礼仪的双重束缚下，仍

随处可见宫女肆意插话，梗着脖子怒目反驳上位者的情节。魏璎珞凭借一张巧嘴，多次靠强辩扭转局势。对比

《琅琊榜》，引一句萧皇后对底下战战兢兢告密宫女的叱责，“以奴告主，是为大逆！”则可看出《延禧攻略》

在皇权高压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凸显主人公的机敏正直，刻意淡化身份与阶级的差异。虽然在主人公身上看到了

打着反尊卑、反父权宗族的旗号，似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启蒙主义人权观和现代女性主义的光照，却显

现出一种强烈的错位感——以现代人思维观念编织故事情节，仅将历史当作曲折离奇文本的一张“画皮”。细究

此等“畸趣”的根源，是主创对历史的不敬。“畸趣作品并不是严格的艺术，它具有‘半文化的病态本质’。”

[⑤]以“畸趣”为特征的古装剧，在剧情上表现为人物间情感的矫揉造作。这种矫揉造作最终导致“人设”发展

的“变异”与“荒诞”以及剧情与特定时代脱轨；从审美层面看，美感浮于表面而依附在物质堆砌上，对空虚浅



薄的剧情暗中起到了“抛光打蜡”的作用，却是空有视觉奇观和华丽皮囊，对历史背景没有深刻的把握，最终不

过是“术”的升级与“艺”的缺位。

　　《琅琊榜》受到各方的一致好评，原因还在于文化层面和价值观的正面推进，精美视觉效果与崇高人物形象

的互相辉映，由此故事的传统的情怀主题在唯美中走向深刻。相较于《琅琊榜》中的梅长苏，《延禧攻略》中魏

璎珞的行为动因也是复仇，二者都是在人治社会的局限下选择复仇以达平反。但是，二者的复仇格局不同。梅长

苏的最终目的是铲除奸臣、匡扶正义，还朝廷一个仁爱清明，还百姓一片安稳疆土，复仇的目的上升到了整体的

道义以及家国一体的利益；而魏璎珞仅仅是为了查出姐姐被害真相与手刃仇敌。在实施过程中，二者也有着不小

的差距。梅长苏尽量避免了私刑和快意恩仇，在妥帖与隐忍中一步步揭露主犯的旧恶和阴险，并使之受到公审和

唾弃；而魏璎珞使用陷害、灌毒酒、引雷击的报复方法，通过夺走对方的生命以平息愤怒，追求的是一己私利的

实现，在成为利益既得者后便止步于安享。相较于魏璎珞的私仇必报，梅长苏更将救世与安邦放在首位，将“冤

冤相报何时了”归旨于家国大义。

　　在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历史中，权力更迭背后的刀光剑影衍生出了君臣间的权谋之术。现下流行的古装宫斗剧

大多沾染此权谋之术，惯于在故事中使用隐秘阴诡的手法：或后庭宫妃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或“妙用”各种中

草药花卉“精准打击”胎儿；或隔墙有耳、传话诽谤；或小偷小摸盗走或夹藏违禁之物。《延禧攻略》不可避免

地沉迷于套路化的“心算”，而缺少真正波澜起伏的智谋运筹，宫斗显得有些“小气”。《琅琊榜》虽不排除后

宫的诡谲气氛，但剧中上至后妃下到宫人都言语行事谨小慎微，更符合历史逻辑。像静妃在与皇帝的日常谈话

中，既表现出自己的宽容大度、与世无争，又常在“说者无意”中暗含机锋，极善“说话之道”。她在“藏牌

位”一案的审问中不发一言，顺其自然让皇帝主持公正，正是“动口不动手”的宫斗智慧的体现。在艺术化的叙

事中，《琅琊榜》的宫斗无疑是一种更高级的手段，剧中也未刻意塑造人性阴暗，而是将阳谋摆在台面上，大气

隽永。

　　通过对待权谋文化的态度，可以看出两部剧的价值观差异。《琅琊榜》呈现出对权谋的否定和批判。梅长苏

在评价自己时说道：“我的这双手，曾也是挽过大弓、降过烈马的，可如今只能在这阴诡的地狱里，搅弄风云

了。”梅长苏作为忠勇战士，高尚的动机与低劣手段之间的悖谬，正是一种其人物无法挣脱的矛盾。剧中多次借

主人公之口，言明宫斗的底线。未来君主靖王对忠义之士的尊敬，对朝臣笼络之术的不屑，也是对古代帝王阴冷

形象的一种改写。这些明确的态度正是对“无权谋，不宫廷”的反讽，是对道德底线的坚守，也是对主流价值观

“仁义、忠勇、中正”的召唤。相比之下，《延禧攻略》则对权谋缺少起码的批判性反思。魏璎珞在剧中最擅长

的计谋就是将计就计，刻意做出假象诱导对手，展现的是对权谋文化的肯定，也是对观众现实演练的鼓励。虽然

《延禧攻略》规避了《甄嬛传》为攀附权势迫害他人的行为，但对权谋之术的宽容，延伸至现实社会中，容易滋

生戾气、助长不良。

　　简言之，《琅琊榜》是一个贤明仁爱又潇洒智慧的文人以正道治国的幻想，将“天下”还给“天下人”，从

历史的架构到世界观的搭建，再到具体的情节，都浸染着悲壮而磅礴的浪漫情怀。而《延禧攻略》是一个有着现

代灵魂、独立思想的草根女子凭借主角光环越挫越勇成为权力新贵的故事，剧情在冷酷阴暗的宫廷斗争中加入轻

松的爱情喜剧元素，引发观众的宣泄快感、暂时遗忘尖锐沉重的现实，其本质仍然是“替代性满足”的“玛丽

苏”剧。

　　三、结语：电视艺术的中国气派与文化“啃老”

　　诚然，《延禧攻略》继承了《甄嬛传》服道化上复古“锦秀”的外形特点，并创新性地在剧情中融入了非遗

元素，值得后来者加以借鉴。但在商业化、娱乐化过度的文化产业市场中，一部电视剧只凭借绚烂的视觉效果，

就可以在一众粗糙制作的剧作中“脱颖而出”，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我国电视剧市场的不成熟，体现了时下社

会中消费主义的急功近利与对人文价值的漠视。细查《延禧攻略》的美轮美奂，快餐化的剧本制作难掩其艺术立

意方面的缺陷，最终沦为观众的白日梦制造机和消遣的舒适窝。它不仅无法复刻《琅琊榜》的唯美写意，更难超

越宏大的家国情怀的境界。大部分古装剧看似依托历史素材进行了再创造，实则背弃古人，将波涛汹涌的历史化

用为轻描淡写视觉噱头，背后透露出的既是剧本原创力的匮乏，也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知。



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胡子轩）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我国的支柱性产业必须走内涵发展之路。同样，有“中国气

派”的电视艺术必须坚持创新与“化用”并重，在保持对中外文艺经典的基本“敬畏”前提下充分“消化”与吸

收，不耻于“啃老”，拨开种种文化乱象与艺术“畸趣”的迷雾，确立“新时代”中国电视艺术安身立命的审美

价值与思想品格。

　　我们提倡文艺园地特别是影视艺术创作上的创新，也不反对基于对中外文化艺术经典的精神敬畏和深入“会

通”之上的“文化啃老”，将经典的艺术精髓熔铸于现时代的艺术表达，不断发掘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啃”

出真精神、真味道和高品质、高格调，在文化自信中挖掘历史、文化中的精华。改编经典与再现历史仍将是今后

影视创作中的一个经久不衰的现象，因此在创作过程中更要将“美学的”与“历史的”标准与精神相结合。如何

在保留外在形式美，满足趣味多元化市场需要的同时，表现不俗的艺术品位，背后还需要文艺创作者守住本心，

敢于做市场经济的引导者、科学历史的承载者、人文情怀的守望者。

　　本文系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6GH015）阶段性成果

　　注释：

　 　 [ ① ] 《 < 延 禧 攻 略 > 的 攻 略  这 些 细 节 “ 绣 ” 出 非 遗 风 采 》 ， 人 民 网 2018 年 10 月 7 日 ，

http://lady.people.com.cn/n1/2018/0807/c1014-30212816-2.html。

　　[②] 王玉玊：《从<渴望>到<甄嬛传> : 走出“白莲花”时代》，《南方文坛》2015年第5期。

　 　 [ ③ ] 傅 守 祥 ： 《 文 化 认 同 、 文 明 共 识 与 生 态 智 慧 》 ，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网 2018 年 10 月 23 日 ，

http://www.cssn.cn/zhx/zx_lgsf/201707/t20170730_3595621.shtml。

　　[④] 傅守祥：《欢乐诗学：泛审美时代的快感体验与文化嬗变》，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6页。

　　[⑤] 叶朗：《说“畸趣”》，《文艺报》1989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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