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责任编辑：许 莹 电话：（010）65389197 电子信箱：wybyszk@126.com 2020年6月17日 星期三影 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宣传发行部电话：（010）65935482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1.50元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

人 物

在近两年荧屏上，电视剧《三叉戟》的确算是“特殊”的存

在。一方面，倚重文学精神的《三叉戟》本身，与采用一案到底

或多案并举、以案件为中心结构故事的诸多公安题材影视作

品所不同，该剧选择以人物带案件，用人物推进叙事发展；另

一方面，没有流量小生加持的《三叉戟》，转而启用陈建斌、董

勇、郝平三位中年戏骨，他们分别饰演的“大背头”崔铁军、

“大棍子”徐国柱和“大喷子”潘江海在“五十岁知天命”的年

纪重返一线，主要人物年龄偏大、缺少爱情甜宠、没有激烈枪

战等惊险奇特，这种与“年轻化”“商业化”反其道而行之的

做法曾经并不被人看好，不过从现有成绩来看，吕铮更加庆

幸当初选择了坚守。

谈人物：感性在先、理性在后的过程

谈到《三叉戟》的创作缘起，还要归于吕铮和天津同行

2014年一次漫不经心的闲聊。“我跟他吹牛，说上世纪90年

代末的朝阳刑警留个板寸，底下穿绿警裤，三接头的皮鞋，上

衣是黑皮搂儿，腋下夹个手包，里边儿是笔录纸、钢笔、印油、

香烟和手铐。同行笑说，天津南开刑警个个都是大背头，穿立

领风衣，走起路来虎虎生风。我好奇，问现在这些大背头啥样

呢？他说嘛大背头啊，现在连头发都没剩几根了……”吕铮心

头一紧，《三叉戟》人物形象的种子自此埋下。

小说《三叉戟》是吕铮写老警察系列的第四部了。《赎罪

无门》《名提》《狂探》都是以老警察为独立主人公，写完前三

部之后他觉得还差点劲儿，所以就把刑侦、经侦、预审3个有

代表性的警种的老警察放在了一起。回望自己12年12部小

说的创作历程，吕铮发现自己写老警察的小说比写年轻警察

的小说更容易获奖、上传统杂志，究竟缘何如此？吕铮告诉记

者，“我觉得作者在写作中不能投机取巧，让自己太舒服。事

实上，我所有写的比我年龄小的小说，看起来都不太过瘾，因

为你在写作中就没有挑战性，你很容易就能诠释年轻警察的

世界观，其实就是在回望自己。但是写老警察并非易事，需要

更多反思与沉淀。”

31岁时吕铮写就了小说《赎罪无门》，后来也曾被改编成

由张国立和闫妮主演的电视剧《爱的追踪》。在小说《赎罪无

门》中，吕铮写了两个60多岁的人，一个是商人张文浩，一个

是警察马庆，讲述了他们生活中最后6个月的故事。那是吕

铮作品第一次上《当代》主刊，尽管现在回过头来看文笔还是

有些稚嫩。吕铮后来也问过杂志编辑，为什么当时会考虑刊

发这篇小说？编辑认为，过去对警察的叙述多是围绕黑白善

恶，而这部小说牵扯到了生死，这是其作品的一个提高。

“2014年有了人物形象的种子，我又养了2年多。这期间

公安部借调我去参与猎狐行动，纪实文学《猎狐行动》写完两

本之后我便马上开始着手《三叉戟》的写作。”两年多的时间

里，吕铮脑中一直绷着一根弦儿，他将这段过程看作是“养”

人物的过程。“现在我写小说的习惯也是这样，想写一个素材

的时候你就把它养着，并不着急动笔，而是围绕它去积累素

材、采访人物、深入生活。”在吕铮现在的手机里、电脑上、U

盘里，同时有5个文件夹，等哪个人物趋于饱满了就可以拿

出来列入下半年的写作计划中。“可能有的作家会选择先拉

一个框架，再往框架里填充。我还真不是这样，我会养着人

物，《三叉戟》中没有绝对的主人公，三个人是浓淡相宜的占

比，我会往这三位人物身上积累细节，比如说什么话、抽什么

烟、什么样的性格导致怎样的行为、谁和谁之间有什么矛

盾……当你把这些人物都养得非常成熟的时候，拿过来再进

行理性分析，哪个人物应该走一条主线，哪个人物应当承担

什么功能作用，《三叉戟》人物的诞生，实际上是一个感性在

先、理性在后的过程。”

谈改编：《三叉戟》是对我个人的反思

着笔写《三叉戟》的那年，吕铮36岁，他对小说中的人物

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同身受，到了改编剧本时，他已经38岁

了。“您可别小看这短短两年，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一下从三十

而立就奔向不惑了，这种微妙的感觉也成就了我第一次对年

龄的反思：36岁，3个12年过去了，我后面该怎么办？要有什

么改变？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了他们，我会不会对自己的从警

生涯留有遗憾？与其最后找一个机会去搏命，我是不是应该

把现在还正在行进的时光都充分利用好？我从现在的自己看

未来的自己，多了几分自省和自律，电视剧《三叉戟》看似呈

现给观众的是中年危机，其实是想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千万

不要辜负了现在，而让未来的某天追悔莫及。”

相较于原著，电视剧《三叉戟》的整体基调从笔锋冷峻转

向温暖表达，人物的年龄也从将近60岁降到了50岁左右。在

吕铮看来，人物年龄在影视改编时有所下降带来了更多“瞻

前顾后”“左顾右盼”的余地，他们既可以向前看去怀旧，也可

以向后听取退休老警察的经验。

在电视剧《三叉戟》中，“吕征”这一年轻警察的角色被很

多观众揣测，这是不是就是吕铮自己，而“三叉戟”则是带过

他的师傅？吕铮告诉记者，他是小吕，也是大背头、大棍子、大

喷子。“我从警20余年，有无数个师傅。警察这份职业就是要

用最简单的方法处理最复杂的事情。”

在吕铮看来，警察和军队一样忠诚、一样听从指挥服从

命令，但是二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军队是整齐划一的，趋向于

集中力量干一件事，但是好的警察都是单兵作战，随时面临

意想不到的危险、扑面而来纷繁复杂的案事件。“其实很多人

会去写案件，但是警察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接触到的大部分是

线索、是事件，而不是案件。许多线索的查实和事件的处理也

很有意思。”对于案事件的关注，电视剧《三叉戟》让观众看到

了中国警察最真实的一面。

谈及年轻警察小吕，吕铮坦言小吕更多发挥了功能性人

物的作用。“很多我想要在剧中传达的理念，都是通过小吕实

现的。我通过小吕和师傅大量的对话去传达，如果只有三叉

戟而没有了小吕这个参照物，他们彼此之间去说一些事，观

众就会觉得既做作又说教，有了小吕就成了师傅带徒弟，同

时，往后写续篇，小吕也会慢慢踏上英雄成长之旅，以后他就

是又会预审、又会抓捕、又懂经侦的警界精英，这也算是我自

己的一点私心。”

身体力行在一线的警察，基本到了三十五六岁，就要开

始物色把手艺传给谁了。“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恐惧的正是后

浪，因为警察比其他行业青春逝去要快得多，尽管你有丰富

的经验，但是拼精力、拼身体有时候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吕铮看来，创作初期小吕可能是工具，但是越到剧本创作

后期，小吕已经变成了三叉戟精神的浓缩，小吕本身就是烈

士子女，他有着中国警察的血脉和DNA，他身上肩负着三叉

戟交给他的使命责任与担当，他是三叉戟精神的延续。

谈跨界：破除不自信的最好方法就是学习

在电视剧《三叉戟》之前，已有两部电视剧改编自吕铮的

小说，但是他都没有参与到编剧的工作中去。这曾让吕铮非

常困惑，因为改编出来的作品其实和他的创作初衷是不一样

的。“当时我迷信编剧，以为有可能是编剧能力高于我，作品

呈现实际上较文本是提升了，只不过我没有看明白。可是后

来我从观众反馈中否定了此前的想法。”

吕铮坦言，原来觉得编剧属于神秘地带，在面对某种神

秘地带时，你可能会不自信，但是破除不自信的最好方法就

是去学习。写完《三叉戟》之后，吕铮利用两年半的业余时间

去中传、中戏学习上课，翻阅了大量剧本写作书籍，坚持每天

有时间就拉片子，做足了编剧的“必修课”。他认识到，从小说

到影视作品，看似是一层窗户纸，实际上需要跨越一条从文

学语言向视听语言转化的巨大鸿沟。“文学作品中有大量情

绪的、心理的、环境的描写，但是到了剧本当中多数是无效

的，因为情绪、心理都要通过人物的眼神、动作等去呈现。”

吕铮分析，许多专业编剧改不好自己文学作品的原因是多

元的，他们并不那么用心，有时只是全权把影视改编当“行活

儿”，或者并不真正了解警察，很难写出一个警察的真谛。种种原

因让他意识到，“对于自己作品的改编模式必须要发生改变。”

从《三叉戟》开始，吕铮开始深度参与自己作品的改编。

而此次与编剧沈嵘的密切合作，达成了他们最初期盼互为增

益的创作初衷。“从一开始拉整体大纲到日后人物的确立、分

集，前期所有阶段都是我们共同完成的。沈嵘负责主笔拉第

一稿，我负责改第二稿，在共同修正的情况下交给导演，导演

再进行修正。我和沈嵘非常有默契，他负责‘飞’，我负责‘向

下拽’，一些惊险奇特、脑洞大开的故事，他都可以去写，超出

编剧驾驭、让我感觉架空现实的部分，我们就共同商讨它的

现实逻辑。有一次周末他来我们家谈戏，我们从上午10点一

直谈到晚上10点，录音笔开着，我和沈嵘说好了，我扮演审

讯者，他扮演犯罪嫌疑人，咱俩就开始博弈，在小说的基础上

完成从书面语言到视听语言的转化过程。这12个小时里，我

们一起完成了6场重点预审戏。”

二人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吕铮告诉记者，“如果说剧本

的功劳，我认为大部分都是沈嵘的，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编

剧，也是一个投脾气的好朋友。我们达到了‘1+1大于1.5’的

过程，让剧本较原著有了很大提升。”

相较于职业作家或编剧，吕铮需要把每天的日程安排精

确到小时。每天夜里8点到凌晨2点，是他工作之余文学创作

的自由时间。谈到未来的写作计划与打算，吕铮告诉记者，由

高群书执导，黄志忠、姜武、郭涛主演的电影版《三叉戟》已进

入后期制作阶段，自己也参与了此次电影编剧的工作，“加上

电视剧版《三叉戟》，相当于6位老戏骨的同台飙戏，还是有

很多可以去比较的有意思的地方”。除此之外，继续《三叉戟》

之后的《无所遁形》《谜探》和《三叉戟2之纵横四海》已陆续

进入出版流程，《藏锋》已经写完，正在文学杂志的发表中，今

年下半年至明年中旬，《名提2》的写作也将会提上日程，手中

同时还有大约5部小说素材在积累。吕铮笑谈，“这一阶段任

务完成估计就要到两三年之后了，我会一直写下去，等到了

跟‘三叉戟’一样的年纪，相信今时的努力，应该能换彼时的

一句不虚此行，无怨无悔”。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指引下，

郭靖宇导演率领他的团队成功拍摄了

反映塞罕坝精神的电视剧《最美的青

春》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被专家誉为“共

和国版的青春之歌”。此后，他对现实生

活题材的关注及兴趣更加浓烈。在受领

了创作一部表现脱贫攻坚战电视剧的

重任后，他带领主创团队再次重装出

征，深入到脱贫攻坚第一线，体验生活，

挖掘典型，搜集素材，结构故事。从深入

学习领会党和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入

手，从众多扶贫干部优秀人物身上精选

出典型人物特质，从人民群众的诸多诉

求中选取更具时代感、更具艺术表现力

和创造力的生活元素，在此基础上确立

了“三个单元”的故事框架和叙事模式，

既独立成章，又互相关联、层层递进，

全面、精准、深刻、细腻、鲜活地浓缩在

30集电视剧《最美的乡村》中。郭靖宇

曾和我谈到他有一个观点，“离开了生

我养我的这片沃土，我就失去了感

觉”。因此，我们从他的剧作中，看到了

充满生活质感的艺术表达，触摸到每一

个人物质朴又鲜活的气息，也包括百姓

生活中的忧伤与希望，自然环境的美丽

与人民的奋斗精神，这些感悟在他们的

艺术呈现中也就顺理成章了。

本剧以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

党委副书记唐天石、市广播电视台新闻

栏目女主播辛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

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分别作为三个单

元的核心主角。他们分别在不同情势

下，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积

极参与了脱贫攻坚工作。他们分别来到

青山镇、河源乡、金山岭镇的几个深度

贫困村，深入农户、调查摸底、精准扶

贫，历经坎坷、无怨无悔，他们从人入到

心入，有的由开始抵触农村的落后到转

变为主动帮扶，坚持扶贫先扶志，激发

贫困村民内生动力，带领村民流转土地

发展农业致富产业、实施易地搬迁扶

贫、打造高端旅游特色小镇，把绿水青

山变成了金山银山，带领村民再次创业

共同建设美丽乡村。他们个人也在扶贫

事业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展示了

人生阶段中最美的风采。

扶贫必须精准，才能扶出公平、扶

出干劲。第一单元主人公唐天石的出

场，就是冲着解决关键问题去的，要改

变脱贫攻坚战中“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

渔”的核心问题。“授之以鱼”的方式不

仅费时费财费力，有时反而养成了贫困

地区基层干群的懒汉思维，滋生了弄虚

作假，以争得“贫困户”为荣，以保住“贫

困帽”为喜的不良风气。积弊成习，难以

改变，这严重阻碍了党和国家精准扶

贫、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战略进程。要

想根本改变这种局面，必须摸排精准，

锁定目标，建档立卡，帮扶到户，落实到

人。在唐天石眼里，夯实基础也是一场

“攻坚战”。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

定的因素。作为一个海军特战队出身的

转业伤残军人，脱了军装依然保持军人

作风，唐天石秉持在部队养成的忠诚果

敢，政治过硬，立场坚定，纪律严明，吃

苦耐劳，攻坚克难，雷厉风行，团结群

众，无私奉献等素养，发现问题，分析矛

盾，解决难题。他率先解决了那家沟村

两委班子涣散，领导以权谋私，以家族

势力搞小宗派主义、拉山头等倾向问

题，从“撸了书记职务”到带领全村致富

的能人那文斌身上，我们看到了选好两

委班子的重要性。唐天石秉持其“特战

队勇士”的作风，扭住卢振兴、邢铁山两

位老复转军人、老党员、老村支书的“牛

鼻子”，下大力气转变了上河峪村党支

部不求实效的“爱面子”观念，从而激发

其“内生动力”，带领村民因地制宜，依

靠自然山水和传统村绣，走上高端特色

旅游、特色手工艺产业发展之路。第一

单元用生动的故事验证了农村基层党

组织的坚强堡垒作用。第二单元则讲述

了有着20年党龄、市电视台女主播辛

兰出任驻村第一书记而展开的故事。她

虽然缺少农村工作经验，但凭借对党的

忠诚，克服了小家的实际困难，全心全

意为大家，不让一个村民掉队，用自己

的一片赤子之心，带领驻村工作队百折

不挠，对落后村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终将脱贫的“志向”种入了村民的心田，

鼓起志气，活出人的尊严。第三单元体

现出主团队的政治智慧。金山岭镇古川

村在两代村支书带领下已经脱贫致富，

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在落实“两个

一百年”宏伟目标征程中如何防止返

贫、如何巩固来之不易的成果，确保致

富之路永不偏离科学发展方向。如何夯

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基石？

主创团队通过剧中人的探索实践，为我

们描绘出了令人信服的美好前景。

选材精准，以点带面，全景式展现

农村脱贫攻坚战全貌。三个单元的贫困

村状貌各有不同，各个村的两委班子状

态、格局、站位也不尽相同，各个村子的

千家万户各有各的特色，每家每户也都

有一本“难念的经”，无论何年何月、何

时何地，农村的老百姓还习惯于盘算着

自己的“小九九”，因为他们更看重自己

的实际利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

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如何

发挥基层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如

何借助党和国家精准扶贫的强大政策

优势，转变观念，凝心聚力，深入挖掘自

身优势，激发“内生动力”，科学利用自

然环境与人文资源优势，在城乡一体

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中，谋划

中国新农村发展的广阔前景？该剧虽浓

墨重彩于河北北部城乡山水之间，但却

能览括脱贫攻坚战中的各种典型，借一

斑穴窥全豹。

人物设计精准，性格鲜明。第一单

元剧中主要人物唐天石的军旅生涯背

景，构成了这个人物独特的性格品质。

而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的烈士遗孤卢振

兴，当兵复员回村，一心要报效父老乡

亲，在危难之际当了村支书；还有王奎

荣饰演的不忘初心、永葆军人本色的

“老支书”“老班长”邢铁山，他们三人共

同构成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层核心

人物，他们的英雄气慨与军人情结，正

是改天换地的“内生动力”。由复转军人

这一特殊群体设计而产生的社会影响，

带出了“场”的效应，也正是让这部脱贫

攻坚战剧作“与众不同”的“钢”性审美

成因。第二单元中辛兰性格的典型意

义，从更广泛的社会视野回应了宣传文

化系统中“文化名人”展开工作的不易，

彰显出从精神文化层面“扶贫先扶志”

的重要意义，以及女性第一书记的性别

魅力。第三单元故事中处于矛盾焦点的

三位青年形象石全友、梁依依、冀瑞丰，

以及在竞选村主任“擂台赛”过程中次

第出场的各种人物，都性格鲜明，各具

特色，无论是肖哥、徐三凤，还是“巴大

碗”、“窗花陈”、“高木匠”、“铁锅于”、

“粉条刘”，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共

同构成了农村生活的底色与亮色。

郭靖宇是一个很善于用电视剧讲

故事的高手。他创作的剧中，每组人物

的性格对比鲜明，矛盾既对立又统一，村

与村之间的对比、户与户之间的对比、人

与人之间的对比、心与心之间的对比，使

全剧自始至终处于强烈的戏剧性情境之

中，几乎所有情节、细节，包括人物之间

的对话都出奇不意，又在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郭靖宇导演的戏剧

开场总能先声夺人，人物在对抗中次第

出场，矛盾在对立下次第展开，悬念也

在对比中不断深入，一悬到底，环环相

扣，绝处逢生。第一单元中，唐天石一出

场就撞上了来镇上闹事的寡妇赵凤仪，

进村摸排贫困户当晚又偏偏住进了赵

寡妇家，一石激起千层浪，叙事被快速

推进。后面我们看到卢振兴与叶冰的事

业、恋情的发展线索，二人由一波多折

到步入婚姻殿堂。第二单元中，辛兰帮

扶全村人“立志脱贫”，促成村干部周万

鹏与原配妻子破镜重圆的同时也修复

了自己与丈夫的爱情。第三单元中，石

全有凭借对改变家乡面貌、实现新农村

梦想的执著与赤诚，紧紧依靠群众、挖

掘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变劣势为优

势，不仅嬴得了党员干部的支持、群众

的拥戴，还以自己的博大胸怀、高远境

界令对手冀瑞丰心服口服。在决战现

场，此时已看到了家乡美好未来的石全

有，却出乎众人所料，道出了自己此行

回乡参加“竞选”的真正目的。他不仅无

私奉献出自己的“创意”，还表示愿和冀

瑞丰通力合作，共创家乡美好未来。由

此，他们双方各自也找到了感情归宿。

《最美的乡村》以其丰富娴熟的艺术手

法，保证了这部农村剧叙事艺术的张力

和故事的吸引力。

新作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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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山花烂漫时待到山花烂漫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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