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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张榕博

中央对电视剧提了三条意

见

“如今的时代太好了。”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前八集获

得超高收视率后，该剧总编剧、中央文献
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龙平平透露，张贴

“邓小平，你在哪里”大字报的剧中人田
源，其实有自己的影子。

经历1978年恢复高考的龙平平体会
过那个“话语禁区”的时代。

如今他由衷感叹的，是半个月前电视
剧前21集仅用3天便发出审核意见的“火
箭速度”，惊喜之余，龙平平不由自主地在
两个时代间又“穿越”了一次。

这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从开拍到播
出历时不到一年，即使电视剧已经播出，
邓小平的饰演者马少骅依然在“穿越”中：
封镜许久后，还时常冒出几句四川话；甚
至会经常拾起香烟。

在圈内人看来，《历史转折中的邓小
平》从创作到拍摄的后半程就像“快马加
鞭”，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前半程穿越的漫
长岁月。

年初，作为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纪念
方案之一，中央文献研究室计划出版《邓小
平文集》、《邓小平传》、两个文献片以及这
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电视剧。

“这是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
龙平平说。

按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纪念规格，每
十年为一次大的纪念。作为纪念活动的重
头戏，这部电视剧早在2009年2月便经过
中央文件指示，正式启动。换句话说，这部
电视剧，编剧用了四年，真正的拍摄还不
到一年时间。

对于龙平平来说，四年不算太长。
理论家龙平平喜欢在“时代”里说实

话。此前他参加过许多影视作品的创作，
例如编剧电影《邓小平》，纪录电影《丰
碑》、《我们的法兰西岁月》。但每次都苦于
题材容量太小，无法全景展示一段真实和
完整的历史。

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龙平平得
知将有一部反映1976年到1992年邓小平

经历的电视剧筹划拍摄，并由中央文献研
究室主创。他异常兴奋，“我为什么这么激
动啊？因为我们可以写这样一个题材，千
载难逢啊。”龙平平说。

将这样一部电视剧交给中央文献研
究室主创，这也是第一次。

“以往的历史题材，作家找专家谈几
天或者召开一个研讨会，拿一些资料就开
始编写剧本，编完以后再审。”周锟是《历
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编剧助理。2009年，
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到中央文献研究
室工作。用他的话说，从来到这里，主要干
了编剧这么一件事。

在被称作“邓组”的中央文献研究室
第三编研部，18位成员中，大部分人五年
来的经历与周锟颇为相似。

但这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由于
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包括敏感
的问题、敏感的事、敏感的人物，经过多方
考虑，当时未能成型。其间，虽然几经提
出，却一直欠缺时机，直到2009年中央三
条指导意见的提出。

“第一条意见是确定这部电视剧跨越
的时间段，最终敲定跨度在十一届三中全
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之间，1984年之后的
邓小平的经历就不再涉及了。”周锟说。

“中央在这个方面的定位是比较准确

的。”周锟回过头来说，当时中宣部把指导
意见交给我们，说是中央领导交代的，并
没有具体说是谁。

齐鲁晚报记者了解到，中央的第二条
意见是确定邓小平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
形象，第三条则是通过这部电视剧反映改
革开放的总体进程。

但仅从时间上说，“穿越”了5年的《历
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还有不少“急流险
滩”，龙平平表现得比较淡然。对于“粉碎
四人帮”，华国锋、胡耀邦等人物的首次出
现以及人物展现、评价问题，龙平平坦言，
有些事情是绕不过去的，“回到10年前要
我拍，我还是要这么拍。”

史实解密和公开获得高层

认可

看到《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中第
一次出现弯腰捡东西以及和家人交代“后
事”的邓小平后，叶剑英之子叶选廉要到
了马少骅的电话。

“他和我说，老爷子以前经常上他们
家打牌，你怎么把老爷子演得这么像啊？”
马少骅说，听到这里，他热泪盈眶。

对于周锟来说，创作期间有90天以上
与新婚妻子分开专心闭门写剧本。《历史
转折中的邓小平》对他来说，早已不只是
一部简单的电视剧了。

要拍出一部精彩的《历史转折中的邓
小平》，剧组面临三个难题：政治难题、史
实难题以及艺术难题。

展现1976年至1984年这段历史的剧
本创作，涉及到大量党内需要解密的内
容，一般编剧很难一次做到。

而对于《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期
待，中央、邓家和剧组其实都有着相同的
意愿，那便是真实好看。

一种“颠覆性”的编剧形式开始了。
“我们吸取以前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失

败的教训，摸索出专家和编剧相结合的方
式。”周锟说，专家不仅要一个情节、一个
场景的指导编剧创作，而且一开始专家就
要设定故事背景、故事框架。

习惯了审别人片子的龙平平，第一次
认真思考整个剧本与真实史实之间的“亲
疏”关系，他有着比任何一个剧组中的导
演和制片人更大的权力。在整部剧中，他

不仅是总编剧、总策划，许许多多细枝末
节的部分，都要“总到底”。从第一天开始，
对导演、演员、制片人以及电视剧创作中
的任何指令，都从这位理论家身上发出。

“任务交给我，我跟领导说，那就请一
些剧作家来吧，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对这
个事情感兴趣，要有感情，要愿意干。”龙
平平说。

电视剧最后署名的编剧一共有七
个人，除了总编剧龙平平外，其中有黄
亚洲、魏人、张强三位资深作家。魏人成
名于《编辑部的故事》，但龙平平更看重
他对北京街道、当初的政治生态、风土
人情的了解，“也要看是否靠谱，符合这
部剧的路子。”

创作团队一直有宽松的创作环境，没
有人定下条条框框，但创作过程依然艰苦。

“这部剧涉及到大量解密方面的问
题，比如华国锋的讲话，对于中央文献研
究室来说，是有这个资格去思考怎么使用
的，当然，这个也得有中央领导专门的批
准才做的。”一位主创人员说。

而关键人物的每一场戏、每一句台
词，都需要从政治、史实以及好看三个层
面综合考虑。换句话说，“解密”只是一个
结果，在剧本创作前，一部分史实的解密
和公开便已经获得了高层认可，只是在具
体表现上需要进一步加工。

邓小平是否说了“我还能再干20年”？
华国锋所说的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
前的布置，第一集中的“胖子”是谁？这些
剧情，如今已成为热点。

对周锟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便是真理
标准大讨论这场戏。“原定是拍三集，后来
反复讨论，压缩成了一集，再后来经过讨
论，又扩充到了五集。这种变化的意义在
于，我们既要把一个理论问题说清楚，又
要揭示它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龙平平说，剧本直面高层，敢解密，
“你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改革是怎么来的，
就必须真实地展现出来，这个过程是有斗
争的，要客观，还要把握好尺度。”

甚至剧本里哪一天是什么天气，事情
发生在上午还是下午，什么场景，谁的办
公室是在哪一间都要求准确。道具、美术
布置一个场景，还会调阅当时的大量照片
和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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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
日即将来临之际，一部《历史转
折中的邓小平》成了热播剧。

这部首次由理论家编
创，并希望告诉每个人“我们
的改革是怎么来的”电视剧
之所以受关注，在于与当下
的深化改革攻坚和道路选
择，有着极高的契合点。

“至少100年，离不开邓小
平。”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
平》总编剧、中央文献研究室
第三编研部主任龙平平看
来，当下社会，改革的主题没
有变。

““我我们们的的改改革革是是怎怎么么来来的的””
热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现实意义

他他,,从从未未走走远远
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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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进程照进现实需求时，我们蓦然发现：当下的时代仍然像
过去的岁月一样，迫切地需要怀念与纪念邓小平。

改革的攻坚与道路的选择，在重重阻力中的进与退，都显得那么
惨烈与残酷。进退之间的影响，任何的想象力都是匮乏的，其所展现
的，远非纸面写出和口头上谈起的轻松。

成功与失败，关系到每一个层面与维度。个体油盐酱醋的幸福，
社会繁荣和谐的发展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的进步，无不成为改革深化
与奋进的驱动力。

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怀念他，便与
当下的现实产生了契合的共鸣。无论是寻觅历史的沿袭，还是寻求改
革的延续，抑或是寻找继续的力量，我们都愿意通过纪念邓小平，拨
开时代的雾霾，寻找属于这个国家特有的理念、价值与风貌气质。

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这位老人，从未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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