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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龙：我不想把它变成后宫偶像剧
生活周刊：《甄嬛传》一开始要拍的时候，很多人说您不懂

女人心，书里的皇帝是玉树临风的，却偏偏挑了陈建斌，他的戏
好，但形象上似乎不太相符？

郑晓龙：在我的心目中，雍正就应该是陈建斌那个样子的，小眼

睛，小胡子，身上有一点儿阴狠的气质，雍正在我心中就是这样一个

人，他有积极的一面，比如他勤政、聪慧，但他也应该有可恶的那一

面，比如多疑、残暴，陈建斌就是有本事把这劲演出来，像一个有力量

的皇上，而不是青春的、偶像的，从还原真实的角度来说，那根本就不

对。现在很多拍电视剧的都不去体验生活了，都瞎编，因为瞎编比较容

易，什么故宫外边都是青山绿水，他们到底去没去过故宫？我比较胆

小、他们胆儿大。至于很多人说陈建斌演的这个皇帝不够至情至性，清

朝的雍正皇帝最勤政，他没有太多荒淫无道的后宫事，另外一方面，我

也觉得现在很多古装电视剧失去原有的人文关怀和批判，本身带给观

众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就是错误的。

生活周刊：很多类似的剧集都让女人看得特别羡慕，就算是
宫斗戏码，也喜欢看“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的承诺，在您看
来，这也是不现实的？

郑晓龙：这是极不可取的一种想法，有一些女孩子还想什么跳

井穿越回古代宫廷，去给皇帝当妃子。我觉得真的是幼稚，大家有没

有想过，一个皇帝几十个妃子，你就是那几十人的其中之一，能幸福

吗？能自由吗？而且古代皇帝都是身不由己，怎么可能情有独钟？一

个男人拥有几十个女人，不可能多少年就单恋一个人，这是不现实

的，要我说纯粹扯淡。任何正常的女人都不愿意做一个男人的几十

分之一。古代皇帝坐拥后宫三千佳丽，这些女人为了争宠自然不择手

段，还有的女人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但作为皇帝的女人她

们没办法离婚、也不能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非常残酷的。现在很多

电视剧过度渲染封建帝王是如何的痴情种子其

实并不真实，试问现在有哪个女孩愿意回到一

夫多妻制？

生活周刊：您是要告诉女人们，后宫没有小
说写的那样美好，什么锦衣玉食，骑马打仗？

郑晓龙：《后宫·甄嬛传》小说本身具备了

我能够改编的基础，我们把小说变得更落地，批

判色彩更强，如果按小说拍，就变成宫廷偶像

剧了，我们不要。必须要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朝

代，不能是飘的、虚的，人物关系也要实实在

在，不能完全虚幻、胡编乱造。最终人物设定在

雍正，是因为他离我们现实生活更近，更有代

表性。陈建斌演的雍正想在后宫搞平衡，想让

妃子你好我好她也好，但他做不到，所以他的

那些嫔妃一天到晚过着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

日子，我戏里有名有姓的女人24个，最后死了17

个。很简单，我不想把它变成宫廷偶像剧，我不

想鼓吹，鼓吹得已经太多了，小燕子们鼓吹了多

少次啊，还有很多戏把皇家写得那么纯情，完

全是扯淡。如果现在的孩子真被那些剧培养出

来，那将是中国的悲哀。我们要改变，要表达我

们的历史观、价值观。我们要用片子告诉他们后

宫不是美好的，应该受到彻底批判。

生活周刊：你觉得自己选的女演员还算
成功吗？

郑晓龙：选角不能光看是不是美女，这是比

较低级的选角标准，主要是看合不合适，我觉得

《甄嬛传》的选角上还是比较成功的，孙俪之前

在《幸福像花儿一样》合作过，觉得她挺合适，当

时开拍比较担心的是后半段她变得有心计的那

段，所以给她设计了浓妆，没想到挺合适的，蔡少

芬演皇后，也是很恰当，她的气质是很好的，看

上去的确是那个好人皇后，还有安陵容的小家碧

玉，沈眉庄的大家闺秀，每个人都挺符合自己的角

色定位，一看就知道谁是谁，绝对不会看岔了，这

才是选角的标准，而不应该看谁漂不漂亮。

生活周刊：在《甄嬛传》之前，有很多类
似的宫廷剧，您看过吗？

郑晓龙：我听说了有一些这样的剧，之后也

看了，看了之后，我松了一口气，是大大地松了一口

气，事实证明，正剧还是比另外一些剧集要更让

人喜欢。

想当年，“甄嬛”一出、谁与争锋！皇宫这天下最大的院子里，有天下最可怕的阴谋；妃嫔这世上最美的人物，有世上最恶毒
的心思。读完《后宫·甄嬛传》，都心惊于“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了，色厉内荏者，有之；绵里藏针者，有之；欲擒故纵者，有之；最
最可怕的是，还有积极向上的甄嬛。

看今朝，“甄嬛”再出，势不可挡！
且不论甄嬛孙俪够不够腹黑、四爷陈建斌够不够倜傥……读过《后宫·甄嬛传》的，又何止千人，众口难调这件事，古来有

之。但，《后宫·甄嬛传》的故事，除了背景，却是几乎足本奉上了，期间，各色女人的斗智斗勇也着实让人惊讶，也有人说，女人学会
“甄嬛在后宫”里的那一套，就能在职场立于不败之地了。

所以，甄嬛传的故事，“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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