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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引关注 熊月之：
      中国近代觉醒有四次    (上)
中新网上海5月

23日电(记者陈静)电
视剧《觉醒年代》播
出后引发强烈的社会
反响。中国史学会副
会长、上海社科院研
究员、上海江南书院
院长熊月之23日接受
采访时指出，在近代
史上，中国的觉醒有
四次。

在熊月之看来，
第一次觉醒并非鸦片
战争，而是第二次鸦
片战争时期，圆明园
被烧，曾国藩、李鸿
章、张之洞、左宗棠
等发起了洋务运动。
他指出：“这次觉醒
并没有解决我们的问
题。”第二次觉醒是
甲午战争，中国第一
次被日本打败了，在
康有为、梁启超、谭
嗣同、严复等人努力
下，有了公车上书、
戊戌变法。“这次觉
醒也没有解决中国的
沉沦”。

这位长期从事中
国近代史研究、党史
研究的学者指出，第
三次觉醒是在义和团
运动之中，八国联军
侵华与《辛丑条约》
的 丧 权 辱 国 ， 此 后
有了清末新政，有了
孙中山所讲的革命风
潮兴起，推翻了清朝
政府、建立了中华民
国，但共和体制也没
有 拯 救 困 难 中 的 中
国。

熊月之指出，第
四次觉醒就是电视剧
《觉醒年代》所讲的
觉醒。袁世凯窃夺总
统大位之后，军阀混
战。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巴黎和会上中国
虽胜而辱，中国再次
觉醒。

据悉，电视剧《
觉醒年代》以1915年
《青年杂志》问世到
1921年《新青年》成
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
物为贯穿，展现了从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
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
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画卷。该剧讲述了觉
醒年代社会风情和百
态人生。该剧以李大
钊、陈独秀、胡适从
相识、相知到分手，
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
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
线，以众多革命青年
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
为辅助线，艺术地再
现了一百年前中国的
先进分子和一群热血
青年追求真理、燃烧
理想的澎湃岁月，深
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
结合和中国共产党建
立的历史必然性。

熊月之认为《觉
醒时代》恰当、到位
地反映了从1840年到
1920年的时代特征。
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
国人民的反对侵略；
反动派的压迫和中国
人民的反对压迫，这

两大矛盾在这部优秀
的电视剧中得到了全
面展现。

在熊月之看来，
历 史 上 没 有 的 人 ，
没有的事，在艺术处
理上是可以有的，是
合理的。上海女学很
多，女学生新潮，柳
眉这个形象是符合那
个时代的。郭心刚，
历史上真实的人物是
郭钦光，真有其人，
但很多情节都是艺术
创 作 的 。 熊 月 之 指

出，鲁迅讲《三国演
义》是“七实三虚”
，《觉醒年代》也如
《三国演义》一样，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结合，成就了这部电
视剧的成功，塑造了
许 多 鲜 活 的 历 史 人
物，一定会造成很深
远的社会影响。

记者了解到，一
批党史专家，相聚于
张江科学城“德健思
固创意展览大楼”专
题讨论《觉醒年代》

中国党史专家专题讨论《觉醒年代》
与红色文化。　羊国荣　摄

熊月之指出，在近代史上，中国的
觉醒有四次。　羊国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