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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故事更具可看性，以野史为蓝本
《杨贵妃秘史》播出两天来，“村姑版”杨贵妃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杨贵妃原来是个苦

孩子啊！”“她的生父真的是个宫廷乐师？”围绕着杨贵妃的身世之谜，不少观众看得一头雾水。
对于这些疑问，尤小刚表示，为了让故事更具可看性，《杨贵妃秘史》以民间流传

的野史为蓝本，本着“正史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弱化史实而加重了感情戏，突出
“人不死情不灭”的主题。

作为国内“秘史”剧的首创者，导演尤小刚是如何给“秘史”定位的呢？尤导告
诉记者：“秘史不能脱离历史解密。秘史剧与其他古装戏最大的不同，在于秘史剧
是在基本准确的史实前提下再现当时人物的思想情感与思维逻辑，但又比正剧更
生动有趣，更有想像的空间。”

力挺女主角，要的就是“邻家女孩”
和蔼可亲有余，雍容华贵不足，这是有些观众对殷桃版杨贵妃的评价。在确定女主

角时，从胖瘦到气质再到嘴上的痣，殷桃版杨贵妃很像“邻家女孩”的声音就不绝于耳。
以往的影视剧中已经有太多女演员演过杨贵妃了，现在谁来演都逃不开质疑和挑剔。

对于殷桃，尤小刚说“邻家女孩”正是他想要的效果，《杨贵妃秘史》其实就是要讲一个灰姑
娘的故事，而“殷桃很好地抓住了杨玉环谜一般的身世、水一样的女孩、云一般的命运”。

“编剧张建伟将历史上跟杨玉环和李隆基有关的事都编进去了，但不是在‘刀光血影’中，而
是在‘婆婆妈妈’中说历史。要的就是家常、平民的感觉，不想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

服饰超豪华，贵妃衣服都是手绣的
唐朝的服饰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特点，这些华美的服饰也是《杨贵妃秘史》的看点。
尤小刚自信地说：“《杨贵妃秘史》不仅是一出宫庭爱情史，更是一出挖掘唐代音乐史、

舞蹈史的剧集。”整个剧投资6000万元，仅服装就花费了400多万元，其中皇袍、贵妃的衣
服均是手绣的，每件七八万元，皇帝有件铠甲费用高达11万元。此外，还有两件价值几十
万的兵器，一把是刀，一把是御剑，制作时恢复了唐朝的制作工艺。

台词很新潮，就为照顾80后、90后

《杨贵妃秘史》开播不久，雷人台词是最受质疑的
地方，很多观众都不理解古装历史剧怎么能出现“蹭
饭吃”、“遛弯儿”、“冤大头”，还影射了目前“买房
难”、“攀高枝”等热点社会问题。这到底是在“秘史”
还是“戏说”？

对于这个问题，尤小刚称：“剧中的台词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朝廷用语，那肯定不能改，要符合历史；另一
部分是生活用语，比较灵活。毕竟，我们需要照顾 80
后和 90后的年轻观众，我不希望看电视剧的观众全是
四五十岁的人。”

《杨贵妃秘史》
“婆婆妈妈”说历史

野史为蓝本，故事更好看
服饰超豪华，台词很雷人

“不知道人家怎样传说，我只是一个女孩儿；不知道历史怎样评说，我只是一个
女人。”这是尤小刚版《杨贵妃秘史》的片尾曲，27日，该剧在湖南卫视黄金时间播
出。虽然导演尤小刚在着力打造宫廷平民剧风格，但这部古装历史剧中的后现代
风格还是受到诸多质疑。昨天，记者前往《杨贵妃秘史》的北京拍摄基地，尤小刚对
观众的质疑作出回应。 晚报记者 王冉 北京报道

<<<网友热议

李隆基过于花痴
尤小刚的秘史系列向来秉承“正史不

虚，小事不拘”的原则，这次更是把李隆基
做了大的改动，抛弃了他政治上的功绩，
主要描写他的感情生活。李隆基为了爱
情痛哭流涕，在杨玉环还是儿媳之时就想
尽办法取得她的欢心，一代明君凄惨地变
成了一心泡妞的花心大萝卜。

杨贵妃似大长今
在片中，常可以看到杨玉环那纯情、

无辜的眼神，在深宫中拨动琴弦，哀婉着
世事无常，而不是那个历史上心机颇重的
杨玉环，不仅通晓音律、歌舞俱佳，还时常
透露出一副文艺腔。一部秘史剧不分历
史的青红皂白，将杨玉环描写成文艺范儿
的大长今，为什么不将片名中的“秘史”两
字换成“戏说”呢？

<<<台词雷人
“要查就全国普查”

作为古装大剧，《杨贵妃秘史》并没有
定位成题材厚重的历史剧，其中不少台词
不仅具有现代风采，更有些台词影射现
实、借古讽今。

●谢阿蛮宽慰为情所困的杨玉环说
道：“权势硬邦邦，是硬通货，老是升值；情
意软趴趴，好像流水，以为抓住它啦，假
的，它又流走了。”

点评：唐代人的口中吐出了“通货”、
“升值”，似乎很懂经济学。

●全国发生“恶钱”事件，皇帝决定彻
查，宰相李林甫跟着说：“要查就全国普
查，不能只查安禄山一个。”

点评：原来全国普查，古已有之。
●老板见李白喝的太多不愿为其添

酒，李白将银子拍在桌子上说：“我李白买
不起房子，我还喝不起酒啊！”

点评：长安不愧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
城市，房价高不足为奇。诗仙云游四海，
没钱买房理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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