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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太湖的诗意表现——评电视系列片《烟波太湖》 
张晓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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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的太湖经常呈现于电视荧屏，在无数镜头的摇动和剪切中，旖旎的自然

风光被反复渲染，深厚的文化底蕴却常常被忽略。太湖不仅拥有碧波万顷、雾霭

晴光的迷人风姿，太湖也饱含丰厚充盈、悠远绵长的文化魅力。“太湖三分之二

的水面在素以园林、水乡、昆曲闻名的苏州境内。如果说，太湖的是江南母亲，

那么苏州便是她儒雅的长子。”对于太湖水滋养孕育下成长的苏州电视人，如何

挖掘和表现文化意义上的太湖，是一种诱惑，更是一种使命。苏州电视台新近拍

摄的电视系列片《烟波太湖》摒弃旅游风光片的传统套路，采用写实与写意相结

合、视像捕捉与心像营造相融汇的手法，将太湖置于江南文化之源的地位加以审

视，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创造性的尝试。“太湖滋养了自然意义上的水乡，更孕育

了文化范畴里的江南。”全片在总的文化命题统摄之下，以《前世今生》、《天

下鱼米》、《乡关何处》、《古镇白话》、《栀子花开》、《经典刻划》、《流

年写意》、《枝头时令》八个板块，展开人文太湖的全景扫描与透视，既有海阔

天空之势，也有洞幽烛微之妙。此片的观赏，不仅是一次愉快的视觉享受，更是

一次美妙的精神漫游。  

  《烟波太湖》的创作定位是“文化组片”。太湖流域丰厚的文史掌故、风物

人情为主创人员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资源和平台，但怎样整合调配资源，怎样在平

台之上“更上一层楼”，拍摄出文化片的文化感，他们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文

化感是一种整体的氛围与气韵，或厚重或空灵，或深邃或朴质，这不是来自知识

的堆积，而是生成于对生命的关怀。人是一切文化的内核，只有表现出人的精神

与情愫，电视文化片才能具备生气灌注、诗意盎然的美学品格。太湖水哺育了江

南人，江南人创造并嬗递着太湖文化，以人为中心把握太湖的文脉，这是《烟波

太湖》独特的叙述视角，也是它获得成功的关键。因为有了人，有了人的情感与

沉思，太湖才成为了有生命的活的文化载体，太湖文化也因此获得了人的气质与

品性。  

  《乡关何处》是对太湖古村落的寻访。电视纪实镜头从原生态的生活图景中

铺展开来：清晨薄雾中熙熙攘攘的早市，幽深的青石板，吴侬软语的叫卖声。质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377173?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朴的日常生活背后也隐藏着历史的无限风光，明朝首辅王鏊“海内文章第一，山

中宰相无双”的辉煌，菜摊的上面矗立的牌楼就是证明。画面一个切换，转为打

井的同期声拍摄：乡民黝黑结实的脊背上挂着汗珠，黄土井壁细细的水线渗出。

对于世世代代的太湖人，“有了井，这一方水土才成了真正的乡井”，特写镜头

定格在后埠村古井一道道深深的勒痕上，这是世代太湖人生生不息的生命印记。

电视画面从素朴到辉煌，再从动态转为静态，历史与今天如此遥远，又如此接

近，时间好像打了一个盹。片子的最后，信手拈来戏台上华装俊美的小生花旦，

明艳的色彩在整个段落朴素的画面中像流星般闪过。写意镜头的运用是神来的一

笔，这是画龙点睛，也是美人蛾眉间的一点红。“舞台上是瞬间的辉煌和风光，

重要的还是踏实朴素的日常生活，平常人家竟是名门之后，名门之后，原来就是

平常人家。”编导对太湖人家的诗意解读，在赵忠祥稳健且富有磁性的声音中娓

娓道来，音画协和相生的艺术空间中蕴涵着无尽的人生况味。时间的流转，历史

的沧桑，生命的绵延，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传达。  

  如果说编导以古村落的时空存在揭示了太湖文化稳健沉静的一面，那么对太

湖工艺的表现，他们则要挖掘出一种浪漫传奇的色彩。雕花楼是江南精湛雕刻技

艺的代表作。华美的建筑早已人去楼空，然而在雕梁画栋与繁复堆砌的背后，却

有着说不完的故事。“爱情题材是说雕花匠手艺惊人，大小姐心生爱慕，楼落成

后大小姐就随着小师傅私奔去了。侠义题材是雕花楼内机关重重，太湖强盗趁着

月黑风高三进三出，却是一无所获。”观众的视线随着电视镜头俯视仰视、左右

环顾，巧匠佳人的私语似乎就在耳边，江洋大盗的脚步仿佛落在心坎上。外在感

官接受的是静与空，内在感官领略的是动与有，观赏的过程不仅是视听的享受，

也具有品读诗书的机趣。“如果说，建筑是呈现阳刚之美的艺术，象山；那么，

苏绣便是一泓秋水了，苏绣的柔美象蝴蝶拍打春天的翅膀。”编导别具匠心的把

香山帮建筑与苏州刺绣编排在《栀子花开》一集中。巧匠蒯祥以布衣之身进京承

建明皇宫；小家碧玉沈寿从老式庭院里走出来，一直走到慈禧面前，走进世界博

览会。一砖一瓦，一针一线，都在书写着人生的传奇。爱情与苏绣的巧妙缝缀，

应该是电视片中最浪漫的章节。解说词这样讲述：“沈寿的丈夫是清代举人余

觉……夫妇俩曾拥有过一段天上人间般的美好日子……石湖的渔庄应是他们青春

作伴的地方……‘蝴蝶双双入菜花’是范成大描写石湖的句子，在石湖的渔庄

里，沈寿和余觉或许就像一对春天的蝴蝶。”镜头里，先是黑质白章的蝴蝶在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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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花丛中翩翩飞舞的近景，继而是蝶恋花绣品的特写，随后是石湖山色的远景。

自然的蝴蝶、人工的蝴蝶以及作为爱情象征的意象化的蝴蝶共同起舞，它们舞在

观众的眼睛里，同时也舞在观众的心灵深处，唯美的诗意如涓涓细流在电视画面

中悄然漾出。  

  古村的石板路与牌坊，古镇的亭台楼阁，文人骚客的墨迹与丹青，绣绷上的

绵密针脚，以及水天一色中漂浮的帆影，都成为太湖文化的一个个美丽的注脚。

在电视编导的解读中，江南人不仅书写着人文太湖这部大书，而且，他们的气质

也渗透到太湖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明月湾村口的千年古木一岁一枯荣，“它

的枝枝叶叶，其实就是村里人一家一家的家谱”。司徒庙的四株古柏“清、奇、

古、怪”，“清是戏曲里英姿飒爽的书生，奇是话本里跌宕起伏的传说，古是史

册上真知灼见的哲理，怪是神话中超凡脱俗的想像。”富有诗意色彩和美文韵味

的解说词，与摇动游弋的镜头有力配合，赋予了太湖自然景物以人的品性和风

度。从美学上说，人对自然美的欣赏是一种双向互动的主观心理过程，一方面是

把自我的精神主体投射于自然，同时也是在自然中寻找自我的精神所在。“以我

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即使“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

物”，也是观者另一种形式的自我探询。因为有了“我”，有了人的主体性，自

然才可能成为美的存在。这种人与自然的美学关系，在电视编导对太湖石的解读

中获得了最充分的阐释。镜头从呈现太湖石自然天成的千姿百态开始，它们中的

佼佼者有“江南才子”、“苏州女人”一样的潇洒灵秀、衣袂飘飘，也有“庙堂

之气”的雍容华贵。不经意间，画面已经切换到同期声拍摄的采石场景，解说词

追述爷爷辈种石、孙子辈售卖的古老“石农”职业。质朴的劳作景象是对久远历

史的一种还原，编导似乎要告诉观众：太湖石的皱、透、瘦、漏之美，不仅是太

湖水冲激的结果，其中也有太湖人汗水滴落的痕迹。“对石农来说，太湖石是一

种百转千回千呼万唤的寻觅和守候；对欣赏它的人来说，太湖石是周而复始年复

一年的沉思和参悟。”经过这样的深度挖掘，自然的存在与人的生命紧密结合，

电视片不仅呈现出太湖石赏心悦目的美，更给这种美增添了几分摇魂荡魄的力

量。  

  精美考究的画面、匠心独具的编排和佳句迭出的文辞，使《烟波太湖》的许

多段落都流淌着无穷的诗意。电视片规模宏大，只有把局部的诗意凝聚整合成浑

然一体的诗境，方能汇滴水为清流，串珠玉为美链，使全片在美学层次得到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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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升。境由象生，编导通过核心意象的营构，实现了这种提升。或许是苏州电

视人与太湖血脉相近的乡土情结使然，“家”的意象成为《烟波太湖》统摄全片

的核心，这使电视片以人为焦点的叙述角度进一步抒情化。《前世今生》是对太

湖文化历史的寻根，也是这部八集系列片的总纲。寻根从对历代太湖人生命踪迹

的探访中开始。对于远古先民，太湖是“一个有关家的想法”；对于祖祖辈辈的

江南人，无论南迁的士族，还是远走他乡的洞庭商帮，太湖都是他们“最初也是

最后的家园”；对于达官贵人，太湖是“衣锦还乡的故居”；对于寻常游子，太

湖是“倦鸟归巢的老宅”……“家”不仅是物理时空中的一个有形实体，更是心

理时空中的一种精神寄托，对于“家”的关怀蕴涵着无尽的情感记忆与体悟。

“家”是太湖与人联系的枢纽，在“太湖——家——人”的整体框架中，电视片

呈现了文化太湖的全景。情感与精神因素的投注，使林林总总的文化载体都获得

了一种感性的生命，显得格外动人。且不说远游人对故园的凝望，也不说栖居者

对乡土的守护，就连村头古树的枝枝叶叶，都是“村里人一家一家的家谱”，那

人去楼空的雕花楼，竟也源自一个落叶归根的念头、一种义不容辞的孝道。  

  江南人与太湖水的生命衔接，是通过船的时空存在来实现的。对于太湖水孕

育滋养的人们，船就是漂浮着的家。电视是以镜头与画面叙述的艺术，电视片的

创作者别具匠心地把电视镜头一次次聚焦于船，船的形象使家的意象更加明晰，

家的意象也赋予了船深沉的人文关怀。升帆的画面是电视片每一个段落的序幕，

客观拍摄的精致镜头经过创作主体的精神投注，成为家园意象最恰切的注脚。耸

立的桅杆，坚韧的绳索，结实的臂膀，铿锵的号子，一面大帆高高扬起。镜头随

船帆的运动由平到仰的拍摄，只在十几秒内完成，形成一种时间的催促感，既凸

现出太湖人闯荡远方的决心，也传达了他们投入母亲湖的迫切。对于世世代代的

太湖人，船是现实家园的存在，也是精神家园的延伸，它是一种守护，也是一种

展望。电视片的许多章节中，都穿插了一系列船的特写。太湖物产的介绍，从渔

船出港的开始，船帆成为“一面关于天下鱼米的大旗”；拍摄船菜是为苏帮菜溯

源，镜头聚焦在船头，一张蜡染的蓝白桌布，几碗素朴的佳肴，在远山近水的背

景之下，家的亲近和温馨油然而生；太湖古村的寻访，首先俯拍港湾里参差错落

的桅杆，生长在岛上的村落，好像水中停泊的船，那是一种从容不迫的沉静；在

介绍工艺的段落里，也穿插了烟波太湖中的孤帆远影，象征着远走他乡的匠人们

对故园的眷恋。“水——人——家——船”构成了电视片的形象系统，水和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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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视像，家和人是心理意象，视像与心象彼此交融，镜头画面与文字解说互相

阐发，拍出了文化太湖的生命感和诗意美。太湖的文化离不开水，水是生命的滥

觞，择水而居是人的天性所在。在电视片对江南水乡、太湖人家的艺术挖掘中，

人与水的亲近获得了诗情画意的阐释。  

  电视文化片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创造，它需要创作者对画面、镜头、色彩、

光线、配乐、解说等诸多环节进行探索与整合。《烟波太湖》没有平面化地铺叙

和罗列，它以人为中心把握太湖的文脉，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拍摄手法，搭配上

富有美文色彩的解说词，在视像捕捉的同时致力于营构心象，赋予了太湖文化活

的生命，这样的艺术创造达到了诗的境界。它是一部电视记录片，也吸收了电视

散文的文学创作手法，客观镜头与主观镜头的穿插配合，解说语言隽永精雅，电

视片本身就是一首具有浓厚抒情意味和生命气息的文化组诗。在数字化、信息

化、高效率、快节奏的今天，读图时代悄然而至，影像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主要

方式。然而，一部分创作主体的急功近利，使当下电视荧屏充斥着平面化、粗糙

化、感官化的艺术赝品。对于观众，这或许是五光十色的视觉盛宴，但绝不是高

层次的审美享受。歌德说，“眼睛也许可以称作最清澈的感官，通过它最容易地

传达事物，但是内在的感官比它还更清澈。”（《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见《莎

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298 页）真正的审美在于

想像，在于精神的探问，在于心灵世界的流连、驻足和沉潜。《烟波太湖》以精

美的音画制作为手段，以创造文化诗的境界为旨归，活化出一个生气灌注、诗意

盎然的文化太湖，显示了电视创作者的精品意识与艺术品味。它是对粗制滥造、

快餐文化的一次有力抵抗，也是太湖水滋养孕育的苏州电视人奉献给母亲湖的一

份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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