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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端

自从湖南卫视开播《人民的名义》这一反
腐题材的主旋律电视剧后，各媒体上，观众点
评热烈，收视率更是高到爆表。笔者记得上
一次同类题材电视剧引起观众强烈反响还是
根据陆天明的小说《苍天在上》改编而来的同
名电视剧。此后，相关作品渐渐在荧屏上淡
出了，中间大致出现了十年的断档期。这一
次号称“史上最大尺度”的反腐电视剧《人民
的名义》的热播，其实也是该类型作品回归影
视圈的一个征兆。而该剧之所以引起大众关
注，是因为它的欣赏主体其实就是片名中的

“人民”。说到底，文艺还是要和时代同行，才
能吸引观众。

该片编剧周梅森在文学界有“中国政治
小说第一人”之誉，他的《人间正道》、《绝对权
力》《至高利益》《国家公诉》《我主沉浮》等作
品都曾被拍摄成电视剧。周梅森的这次创作
是应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剧中心副主任的邀
请而完成的，他不仅到检察院体验生活，还采
访了近年来因贪污腐败而落马的一批官员，
所以片中有些人物是有现实原型的。侯勇所
饰演的赵德汉，其原型就是原国家能源局煤
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该官员平时给人的感觉
相当朴素，每月给乡下老母亲寄300元钱，骑
着自行车上班，住在简陋的居民楼中吃炸酱
面。但他的另外一处豪宅内，橱柜中，床铺
下，冰箱里，则都是钱。因为剧本创作以现实
为依托，所以剧中呈现的一些腐败现象相当
真实，一开始的前几集就直接触及到了时下
百姓们所关心的一些社会问题，如暴力拆迁、
官商勾结、裙带关系上位，等等。

该剧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检察机

关对贪腐官员的查处，但故事是围绕着谁是
真正的“贪官”来展开的，线索错综复杂，情节
跌宕起伏，有观众甚至说和悬疑烧脑剧有得
一拼。

将《人民的名义》和以往同类题材影视作
品进行比较，它的不同不仅体现在剧情敏感
度上，还反映在艺术展现手法上。大家所熟
悉的反腐片人物一般都是脸谱化的，好人坏
人，一目了然。清官清如水，明如镜，一心为
民；贪官荒淫无度，道德败坏。一番相持相斗
后，最后正义战胜邪恶，皆大欢喜。这种片
子，人物形象清晰，剧情却毫无悬念，并且还
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人民的名义》从剧本
开始就改弦更张了，观众看到，剧中几乎没一
个“高大全”的传统清官形象，哪怕是陆毅饰
演的男主角侯亮平，也只是个检方代表。这
个人物身上虽然也带有一些争议色彩和符号
意义，但他不需要用自己的人性力量和道德
高度去战胜什么；他就是一个检察官，支持他
查处贪腐官员的力量来自于他背后的法律条
文和制度保障。而一众形形色色的官员，个
个有血有肉，但就是忠奸难辨。有的风度翩
翩，有的慈眉善目，有的学养深厚。观众会觉
得每一个官员都值得推敲，每一个官员都有
不确定性。比如前面几集显得非常可疑的市
委书记李达康，后来渐渐反转成为了“背锅
侠”。市委副书记高育良、公安厅长祁同伟看
上去也颇有嫌疑，可难下定论。而且以前的
主旋律电视剧，大多数戏份都集中在主人公
也就是好官们的身上。《人民的名义》“一反常
态”，该剧中，很多戏份都给了各种类型的官
员，对他们日常的工作、生活，遇到事情后的
心理状况多有刻画。

《人民的名义》齐集了一批平均已到“知
天命”年龄的实力派演员，俗称“戏骨”。他们
举手投足、眉梢眼角都是戏。他们并不靠颜
值取胜，靠的是深入人物内心后的反复体验
和理解。像饰演李达康书记的吴刚，用演技
征服观众，可谓老少通吃，已经成为了网络新
晋的“表情包”。其他如张丰毅、白志迪、许亚
军、丁海峰等演员也都演得有声有色。《人民
的名义》能受到广泛关注，侧面也反映了观众
对于表演的审美需求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艺术
上来的。

新片点击

□郁妍捷

我发现几乎所有好莱坞的机器人一类的电影都离不开
“个体作为人存在的意义”这一内核，即便是翻拍日本的漫
画，也要强势注入美式个人英雄主义的观念。从这个角度
来说，美国人哪怕利用电脑技术高度还原了原著中的场景，
却还是没有很好地抓住士郎正宗在漫画《攻壳机动队》中所
要表达的超人类主义与后人类主义的哲学命题精髓，从而
无法体现出“人”的高度来。

这部真人版的《攻壳机动队》一开场，即是描白一般的
“赛博朋克风格”：播报生命体征的声音在白色的走廊里回
荡，深水中直立的机器骨架正等待鲜活的人脑植入，数据的
电线网络与神经已联结就绪，红色与白色的液体先后完全覆
盖钢筋驱壳，科技与人体成功完美结合，女主角睁开了双目，
按照一旁医生的指导调整呼吸……尽管有着人类的大脑和
灵魂，汉卡公司的负责人还是把打造出的这具被清空之前记
忆的“义体人”称为“武器”，用以打击恐怖活动——自我的觉
醒与追寻以及对“人”的定义从这一刻起，就埋下了伏笔。

故事从一年后的一次任务开始叙述。此时的日本，人造
器官、人造神经和人造组织被越来越多的国民安在自己身上，
网络可以与人直接连接的同时也导致了新型的犯罪产生。那
一晚，已经经过训练成为公安九课少佐的“义体人”米娅·基里
安纵身跃入霓虹灯闪烁的夜幕中，在奉命保护汉卡公司一位
高层的过程中，遭遇大反派久世手下火力猛烈的袭击。原本
例行的调查，因为米娅眼前的幻觉和对久世的追踪，变得扑
朔迷离……

久世在电影里很强大，不仅跟米娅一样拥有人类的大
脑，还能通过与不同的人脑连接构筑起属于自己的一套网
络系统，随意侵入他人意识之中。久世很残暴，通过控制他
人，残忍杀害了汉卡公司多名管理层成员，并留下“谁跟汉
卡公司合作，谁就得死”的警告。每当我以为久世是本片中
唯一罪犯的时候，一个个小小角色的登场，一处处小小细节
的披露，故事就有了不一样的走向，我对银幕里的角色看法
也跟着不停转变：原来久世就是当年素子口中的英雄，原来
汉卡公司也对他做了那么多惨无人道的事情。直至剧情最
后，汉卡公司的负责人被消灭，影片也达到高潮，对主题进
行了明确地宣扬。

很多类似的科幻大片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往往会注
重特效的展示，却忽略了叙事的技巧。抛开漫画，本片除了
强大的视觉效果外，对剧情也进行了细致的打磨。故事以
顺叙展开，以米娅闪现的回忆作为插叙，看起来相当平淡甚
至有点乏味，但这样低开高走的剧情，因为加入人性的莫测
和欲望来布局，佐之以突如其来、惊心动魄的变故，使全片
张弛有度，值得称道。虽然电影表述的中心思想，被很多原
著粉诟病“跑题”，但好在电影通过对不同角色的刻画，反思
人与人性，一样令人印象深刻。就像后来米娅找回之前的
记忆，带着久世找到记忆中出现的小屋——那个曾经被素
子和英雄当作家的地方，即使被汉卡公司的保安烧毁，但在
残垣断壁上还留着那些年他们的手掌印，五个手指的凹陷
清晰可见。也许掌印不大，可至少证明他们当时来过。

“很多人执着于他的记忆，其实决定一个人的是他的行
为”。奥莱特博士就是一直这样鼓励米娅的。起初，这位杀死
素子取走其脑子安进机器骨架里创造出米娅的博士，虽然为
了完成“义体人”这个项目实验杀过很多无辜的人，包括后来
变成“久世”的英雄；但不可否认的是，奥莱特博士一直很疼
爱米娅，她甚至不舍得剥夺她的思想，在被汉卡负责人打死
前，奥莱特博士还把素子的记忆重新注入回米娅的大脑中。

而作为电影里的终极大反派，汉卡公司的负责人打着
消灭恐怖主义的旗号，创造出听话的“义体人”，实则是满足
自己的控制欲和野心。当他发现米娅找回自己的记忆，自
己的阴谋败露，不惜大开杀戒，要摧毁掉整个公安九课。

莎士比亚曾说：“魔鬼把人们造得如此奸诈，一定后悔
莫及。比起人心的险恶来，魔鬼也望而却步。”人性的自我
觉醒即在于对善恶的甄别和对善的行为的执行，这是人性
最美的一面，也是米娅和公安九课留给后世“义体人”的宝
贵财富。

《人民的名义》：
反腐题材的影视剧成了热播焦点

留在残垣断壁上的掌印
——看影片《攻壳机动队》

银屏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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