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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律政影视作品向来以其
尖锐的现实主义笔触、细腻的人性
刻画闻名。近年来，随着创作理念
的更新和观众喜好的流变，韩国检
察剧逐渐呈现出主题多元、视角立
体、手法独到的创新格局。

以多元题材类型

全景展现检察职业风采

韩国检察剧打破了大众对传
统律政剧的刻板印象，以其丰富的
题材选择、生动的个性演绎，全面
展现了检察官职业群体的光彩与
魅力。

悬疑推理型检察剧是律政剧
的经典题材。在韩国，该类剧作涵
盖的案件类型，除普通刑事案件，
如《秘密森林》中的连环杀人案、贪
污贿赂案，还包含特殊类型以及针
对特殊人群的犯罪：前者如《军检
察官多伯曼犬》中的军事犯罪，该
剧主要讲述了军事检察官都培万
与他人联手，将以权谋私、背景强
大的军团长送交法庭审判的故事，
揭露了军检系统不为人知的一面；
后者如《魔女的法庭》，该剧所涉案
件主要是针对妇女儿童的犯罪，讲
述了有“魔女”之称的检察官马利
盾调到“女性儿童犯罪调查组”后，
所办理的包括性骚扰、性暴力、侵
害性隐私、组织性交易等在内的案
件，探讨了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问
题。这些剧作以逻辑严密、环环相
扣的精彩剧情，以及反差感十足的
角色刻画、细腻的情感表达，无不
满足着观众的观赏期待。

韩国检察剧不局限于表现高
强度的检察办案节奏，也关注基层
检察官的工作日常。职场生活型检
察剧以轻松明快的节奏和诙谐幽
默的氛围演绎了检察官作为个人
的 喜 怒 哀 乐 ，典 型 如《检 察 官 内
传》。该剧通过对某一基层检察院
检察官工作日常的细致刻画，塑造
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剧
中没有生死一线、力挽狂澜的惊涛
骇浪，而是以普通检察官工作生活
的琐碎日常切入，穿插一些老百姓
经常遇到的诸如坑蒙拐骗、家庭暴
力案件，倾力打造了小人物式的基
层检察官群像。《检察官公主》则从
单视角切入，讲述了新人检察官的
职业成长历程。这类检察剧在检察
故事中填充丰富的日常元素，不仅
以轻松愉悦的笔调普及了法律知
识、传播了正能量，而且有利于揭
开检察职业的神秘面纱，打破与观
众之间的时空壁垒，引发心理共
鸣，激发人生思考。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影视剧
观众呈现多样化趋势，玄幻架空型
检察剧应运而生。该类检察剧赋予
角色某种超能力，使其能够适时运
用超能力，引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惩

奸除恶的快感。该类检察剧在法律
规则和影视艺术的交融中也发展
出不同的呈现风格。有的侧重悬疑
烧脑的情节展开，如《吸血鬼检察
官》。主角闵泰延因车祸去世后，重
生成为一名吸血鬼检察官，他凭借
吸血鬼“尝血闪回”的超能力，即吞
下被害人的血液便可看到被害人
遇害前所看到的景象，以此破获了
一桩桩案件。该剧以短小精简的模
块化叙事，满足了当代观众时间碎
片化的观影需求。有的则逐渐向偶
像剧倾斜，如《再次我的人生》。该
剧讲述了含冤而死的前检察官金
溪宇重生后以检察官身份复仇的
故事，通过流量明星酷帅的造型、
正义又不失可爱的讨喜人设，深深
吸引了新生代观众的目光。玄幻架
空型检察剧在满足观众猎奇探险、
惩恶扬善心理的基础上，吸纳了现
代元素，为传统检察剧的创新提供
了新思路。但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
不能脱离现实和法治土壤，该类检
察剧需要警惕的是艺术表达的虚
空化，以至脱离现实而无法激发受
众的情感共鸣。

在某种意义上，韩国检察剧题
材多元、精彩纷呈的创作与呈现，
得益于东西方文化交融语境下，外
来经验与本土文化的有机结合。其
深刻的价值隐喻无不彰显着创作
者们对自我表达与观影认同的努
力探索与孜孜追求。

以不同主体视角

多维度检视检察制度

韩国检察剧的切入视角逐渐
跳出传统剧作的固有模式，在深耕
检察官本位，特别是着重刻画男性
检察官剧作的同时，也开始关注长
期被边缘化的女性检察官、处于检
察官对立面的被告人、在正义感与
自身利益间纠结摇摆的证人等对
法治的理解，从而激发了大众对法
治问题深切的关注和思考。

从检察官视角审视罪案向来
是所有检察剧的重头戏，韩国检察
剧在承继类型剧固有结构和元素
的基础上，又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深
挖创新。一如《秘密森林》中黄始木
因儿时脑部手术失去情感能力，从
而能始终保持头脑冷静，秉持公平
正义。众所周知，情感、偏见、利益
等因素是检察官能够秉公执法的
障碍。黄始木实际上是剧作者和整
个国家理想中完美的检察官形象，
这一角色属性使其能够成功规避
上述干扰因素，这与剧中揭露的官
官相护、贪赃枉法的体制黑幕形成
鲜明对照，透露着法治对检察官公
正立场的期待。

再如《魔女的法庭》和《检察官
公主》另辟蹊径，将女检察官从男
性主导职场的背景板中拉回观众

视野。此类女性题材的检察剧强调
女性特质、女性成长及女性声音。
剧中的女性角色个性鲜明，不再是
扁平化、脸谱化的人物形象，她们
是不择手段又柔软善良的“魔女”
马利盾，也是得到成长蜕变的“检
察官公主”马惠丽。该类检察剧将
女检察官的光辉形象、性别优势、
职场困境等予以直观展现，使律政
职场的女性声音和女性诉求得到
更多关注。

除检察官视角外，韩国检察剧
还从其他主体视角反观检察体制，
主要是被告人、被害人以及证人视
角。至于如何实现反观，该类剧作
一般会使原本作为检察官的主人
公，因特定事件成为被告人、被害
人或证人，通过两种角色融为一体
后所产生的不同思维间的碰撞得
以实现。《检察官外传》和《被告人》
两部剧作讲述的是原检察官被陷
害沦为被告人后努力洗脱冤屈的
故事。理论上，如果一个人是清白
的，为何司法机关能掌握诸多有罪
证据，甚至经过法庭审理后仍被判
有罪？即便两位被告人均是精通法
律、有丰富司法经验的前检察官，
在沦为被告人后，洗冤之路为何依
然艰难无比？这两部剧以被告人视
角，分别从权钱等法外因素的介
入、上诉渠道不畅、实物证据易被
隐匿破坏或伪造以及证言易受干
扰等方面回答了这些问题。

《魔女的法庭》则从被害人、证
人视角深化了检察官应有的感知
力和同理心，一定程度显示了现有
制度对被害人、证人保护的不足。
该剧中，检察官马利盾在办理一起
利用偷拍私密视频威胁他人的案
件时，遭到报复成了被偷拍的被害
人，此后她见到任何摄像头都如惊
弓之鸟一般的表现令其真正意识

到，自己之前为了胜诉，将被害人
是同性恋的隐私公然泄露的行为
有多么不妥 ；本案开庭后证据不
足，为使偷拍犯受到法律制裁，马
利盾同意将自己被偷拍的视频提
交法庭，此时她也深刻体会到，出
庭作证并非易事，证人也有不得已
的苦衷。

以各类艺术手法

引人入胜并发人深思

一部成功的影视剧离不开剧
情、创意、吸引力三元素。韩国检察
剧通过悬念伏笔、冲突反转以及虚
实相应等艺术手法，使得剧中情节
跌宕起伏，人物性格复杂多面，虚
实意象相生相应，光影流转中余韵
悠长。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韩国检
察剧讲究谋篇布局，善用悬念和伏
笔。一方面，巧设悬念，推进剧情。
悬念是律政剧不可或缺的元素，韩
国检察剧通常通过设置悬念来调
动观众情绪并推动情节展开。例
如，失忆的被告人朴政宇曾刻下的
字，作为缉凶线索意欲何指，是《被
告人》最大的悬念，也激起了观众
的好奇与求解心理。随着剧情的展
开和线索的涌现，其记忆也在真相
浮现的同时涌入脑海，令人豁然开
朗。另一方面，暗埋伏笔，积而后
发。当被问到对韩国检察剧特别是
悬疑推理剧的观影体验，相信很多
人都会直呼“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韩国检察剧通常以不经意的
细节描写来铺设剧情爆点的伏笔。
细节描写与伏笔铺设是影视剧的
通用手法，韩国剧作在这方面的特
色是伏笔铺设自然又不落俗套，藏
而微露，隐而后发，既不会一眼就
能看出端倪，又能吸引观众入胜而

玩味叫绝。所以《秘密森林》中尹科
长是杀害朴武成的凶手的真相被
揭露时，观众才会顿感剧中穿插朴
武成曾关照无良巴士公司等“无
关”剧情用意颇深，原来尹科长的
孩子因无良巴士公司使用不合格
的车辆和司机，导致发生交通事故
死亡，朴成武则是该公司的“保护
伞”。当迷雾除去真相浮现，悬念得
以解开，伏笔暗桩一一激活，剧作
由此形成完美闭环，也带领观众经
历了一场极限烧脑的头脑风暴。

为了使剧情具有张力和吸引
力，冲突与反转的设置是画龙点睛
之笔。一方面，韩国检察剧的创作，
通过人与人、人与环境以及人与自
我的冲突来点燃剧情。人与人的冲
突主要表现为正反派立场的冲突，
如马利盾与偷拍狂的法庭对峙；人
与环境的冲突一般是个人的利益、
诉求或价值观为社会所不容，典型
如尹科长爱子心切选择私力复仇；
人与自我的冲突则通过塑造人物
的多面性格得以实现，剧中角色往
往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如《秘密
森林》中亦正亦邪的徐东宰、以黑
制黑的李昌俊。创作者通常通过设
置极端困境将冲突推至顶点，剧情
张力由此得以产生。

另一方面，韩国检察剧通过反
转叙事，挑战观众的心理预期和思
维惯性。反转叙事是一种反直觉主
义手法，通常需要通过一套情节设
定，既构造显性图景以激活观众一
般认知，引导其推测剧情走向，同
时又嵌套一个隐形图景，偏离观众
的认知逻辑，从而制造剧情反转，
颠覆观众的想象，正如“幕后黑手”
李昌俊最后舍生取义时，反转的艺
术冲击制造了强烈的心理震撼。冲
突制造紧迫，反转引发顿悟，正所
谓紧张又刺激，意外又合理，韩国
检察剧通过巧妙运用这两种艺术
手法，带领观众进行了一场酣畅淋
漓的情绪冒险。

影视剧承担着再现外部世界
的重任，但每一部剧作都有立意，
都需要通过景、物、声这些可感知
的意象来表现精神世界和灵魂色
彩，达到影视剧表意的效果，进而通
过光影、音乐、旁白等将剧中的情感
流转、思绪万千流动到屏幕之外，使
实在的感官体验引起情绪与思考的
震撼美学。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重要
的修辞技巧就是善于使用隐喻。韩
国检察剧善于借景抒情、托物言志，
以虚实相应的手法昭示着景外之
情、音外之声、言外之意。

《秘 密 森 林 2》将 作 为 正 义 化
身的黄始木检察官的出场场景置
于浓浓大雾之中。黄始木独自一人
开车行驶在崎岖昏暗的道路上，漆
黑的夜色和窗外的迷雾使人不仅
看不清前路，也无法分辨地处何
处，只能频闪着雾灯缓慢前行。夜
色深沉，浓雾缭绕，无不昭示着黄
始木此行将要面对多少黑暗和谜
团 ；车灯闪烁着暗夜中唯一的亮
光，微弱昏黄，却在黑暗中撕开了
一道裂口，照亮了眼前的路；伴随
着紧张又急促的音乐，以及李昌俊
检察长缓慢而坚定的独白，车子缓
缓前行，迷雾总会散去，黎明也终
将到来。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韩国检
察剧本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
会责任感，通过多元主题、多维视
角与多类艺术手法的呈现，不仅从
感官角度丰富了观众的观赏体验，
也于无声处叩问着生与死、善与恶
的人生哲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韩国检察
剧也为我国律政题材影视的创新
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多面叙事的韩国检察剧
侯慧如

在“小说”跟“传奇故事”画上等
号的古典时代，一部小说里的情节必须
具备强大的戏剧张力，才能满足读者的
胃口。许多日常生活中不可能碰上的
事，在小说里都理所当然地出现，不怕
太夸张，就怕不够夸张。英雄救美、赤
胆屠龙、剑侠奇缘、怒海余生，能怎么
掰就怎么掰。本来阳光底下没什么新鲜
事，写小说就写小说嘛，哪来那么多怪
力乱神？但经过小说家语不惊人死不休
地乱编故事加油添醋后，读者口味越来
越“重咸”，日常生活那种古井无波的日
子遂进不了小说的大厅，故事情节不夸
张毋宁死，久而久之，小说世界奇则奇
矣，却也跟日常生活渐行渐远，而在不
知不觉中往娱乐的方向走去。

让我们看阿拉伯的 《一千零一夜》，
山鲁佐德为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
国王。她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
每夜讲到最精彩处，天刚好亮了，使国
王因爱听故事而不忍杀她，允许她下一
夜继续讲。她的故事一直讲了一千零一
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她白首偕老。
我们再看中国古代东晋史学家干宝著录
的笔记体志怪小说集《搜神记》，有谶纬
神学，有神仙变幻，有精灵物怪，有妖
祥卜梦，还有人神、人鬼之间的恋爱故
事，这一切都成了如今新奇幻文学的灵
感之源。

照昆德拉的说法，是福楼拜把小说
从这样的戏剧性中解放出来。他举的例
子是《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中有一段
描述埃玛和雷翁相约在教堂私会的场
景，本来两个人情投意合你侬我侬，没
想到来了一位导游，碎碎念了一箩筐的
话，把两人约会的情调都破坏掉了。昆
德拉认为福楼拜用这样的日常生活情境
去呈现“那恒常并存的平凡性和戏剧
性”。也就是说，那个无意中来捣乱的导
游虽然招人怨、招人嫌，但那样的场景
比较真实自然，比较有文学性啦，否则
一对恋人在公众场合谈情说爱了半天，
竟然都没有半个人来打扰，好像有点说
不过去！可是一旦“日常化”了，放了
一个人进来，那教堂私会的效果便大打
折扣，戏剧张力硬是被削去一半。虽然
比较合乎一般的日常生活情景，但多数
人更想看的，可能是那两人未受干扰时
所发生的“天雷勾动地火”式剧情吧，
但对于讲究日常性的小说家来说，偏不
给你看古典小说中的传奇。

这里所说的戏剧性与日常性，可各自被视为类型小说与
文学小说的基本特质。类型小说包含很广，从侦探、玄奇、
探险，到爱情、武侠、科幻各种形态都有——基本上，这些
小说均属“不夸张毋宁死”型，小说写得再怎么离奇巧合，
都能被如痴如狂的读者接受。一个女子情伤自杀未遂，一路
哭哭啼啼来到巴黎，不过上街买包烟，怎么就跟失散多年的
旧情人在街角转弯处撞个满怀？或是女主角无意中发现，相
恋多年的男友原来是杀父仇人的儿子，要不就是男主角有一
天突然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原来是某商业巨子的私生子，从
天上莫名其妙便掉下来一百亿的遗产……

反正无巧不成书，所谓“巧合的手臂伸长到脱臼”，情
节不管怎么乱编，管它合不合理，读者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或索性两眼全闭，也就读下去了。记得不久前有一组

“最强赘婿”系列的长篇小说，主人公开始窝囊得要死，但
一路演变下来，就成了地球之外九重天的“仙帝”了。这
样的小说，竟然有上千万的点击量……

文学小说当然也营造张力，不过那张力来自日常生
活，也就是要“从平凡中呈现出不平凡”，好比煮菜，要淡
而有味，味精辣椒沙茶酱全不准放，这时候可就需要另外
一种功夫了。

其实文学写作较大的快乐可能在这里。一个好的作家必
须有能力在别人看起来平淡无奇的事情中抓到不同的“眉
角”，而这种发现正是写作者最大的快乐泉源。一旦看到新
事情新角度，世界立刻大不同。不同的可能是细节，也可能
是意义层面的东西，两者都可以丰富我们生活世界的内涵。

台北故宫博物院在 1983 年收藏的著名画家林寿宇的
《绘画浮雕双联作》，是第一张列入故宫馆藏的华人现代画
作。林寿宇中学毕业后前往英国习画。其作品低调简约，以
白色为主体，其留白式画风影响不少后来之中国画家。1966
年，大画家米罗曾造访他的工作室，并盛赞他对白色的处
理，当今之世无人能出其右。林寿宇的艺术成就不仅享誉国
际艺坛，也对上世纪 80年代创作几何抽象形式的艺术家有
深刻的影响，例如 1984、1985年由他所发起与指导的“异
度”“超度”空间展，体现其对材质、空间的探讨，及“几
何抽象构成”的理念。评论家认为林寿宇的白色层次丰富，
一层一层不同深浅的白色交错跌宕，令人叹为观止。

白色够平淡了吧？可是大画家就有办法在一片白色当
中营造出层次丰富的世界，而不需要其他颜色来摇旗呐
喊。音乐上也有类似的作品，拉威尔的管弦乐曲 《波丽
露》 两个主题交互出现，旋律、和声、节奏不变，在不断
重复的过程中，因着不同的配器法而有不同层次的渐强音
量，听众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入乐曲高潮，及至结束，才赫
然发现已走过一段精致细腻的多层次音乐路程。这种近乎
魔法的作曲与演奏，完整显现了艺术家从平凡处下手，却
爆发惊人动力的能耐。

所以，小说需不需要那么刻意地追求戏剧性，以达到吸
引读者的效果？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人生或可比
作冰山，我们看到的日常生活事件往往仅是冰山一角，在它
底下就有庞大的内容等待挖掘，小说家也许不必看得老远去
找题材，只要低头深耕，可能就有取之不尽的宝藏啊。

小
说
的
戏
剧
性
与
日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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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创作优秀的检察题材影视
剧，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是检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所必须重视的方法路
径。而如何创作出检察影视剧精品，
也因此成为新时代检察工作不可忽
略的重要课题。

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才称得上是
精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
谈 会 上 明 确 指 出 ：“ 精 品 之 所 以

‘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三精”标准准确地
从三个维度指向上给出了优秀的文
艺作品所需要达到的目标、高度和
水平。

思想精深，是指作品蕴含着深
刻哲理和文化价值，富有正面的精
神能量。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
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影视剧兼
具意识形态和文化商品双重属性，
既要防止主题先行、空洞说教的倾
向，又要防止单纯追求娱乐、缺乏
思想深度的倾向。电视剧《亮剑》就
是一部叫好又叫座的成功之作。该
剧采用大众化叙事风格塑造了李
云龙这样一个优点和缺点同样突
出的传奇人物，通过以“亮剑精神”
点睛，使人物形象与精神内核达到
了有机统一，有力提升了该剧的观
赏性和影响力。

艺 术 精 湛 ，是 指 创 作 技 巧 高
超，展现了美、创造了美。“严肃者，
法术，轻快者，艺术。”这是德国大
师拉德布鲁赫的经典论断。影视剧

是综合艺术，作品的艺术性直接影
响到思想性的传播力、接受度。电
视剧《山海情》紧紧围绕故事和人
物这两个核心要素，刻画出生动、
可信的典型人物群像，达到了思想
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制作精良，是指创作各方面都
精益求精，讲究而不将就。影视剧
涉及的创作元素种类繁多，故事和
人物虽然是决定作品品质最核心
的要素，但服装、道具、化妆、灯光、
音乐、特效等技艺水准，也同样是
决定作品最终质量的重要因素。电
视剧《人世间》以小人物的生活变
迁反映大时代的沧桑巨变，被称为

“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播出后
受到了广泛好评。虽然这是一部小
说改编的作品，但仅仅是改编这项
工作，编剧就耗时三年。拍摄中，剧
组搭建了数万平方米摄影棚逼真
还原时代场景，精益求精的制作，
既增强了艺术的表现力，也提升了
观众的认同感。

新的历史方位，要求文艺作品
在内容上反映新时代的生活。白居
易曾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
为事而作。”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
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
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新时代新征
程中，文艺创作应该把镜头聚焦在
古老中国的深刻变化和人民丰富的
生产生活上，只有真诚直面新时代
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才能获得丰盈
创作肥沃的土壤和不竭的灵感。

当下，中国的影视剧创作已被
置于国家文化的战略高地。在大众
传媒日益繁荣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理
性表达公共意识，是新时代主旋律
影视剧创作所要承载的重任和深耕
的领域。检察题材影视剧作为主旋
律文艺的一个分支，其创作当然也
应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致力于讲
好新时代检察故事，为奏响新时代
法治建设主旋律贡献力量。

英国著名导演林赛·安德森曾
断言：“电影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宣

传的力量。”影视剧作为受众群体
最广泛的传播媒介，具有审美娱乐
和社会教化双重功能。影视剧是一
种和文学、音乐、舞蹈平等的艺术
形式，当然具有艺术形式所共有的
审美娱乐功能。同时，作为传播媒
介，影视剧又有意识形态属性，其
传播必然涉及具体价值观的输出，
社会教化也因此成为其重要功能。

检察题材影视剧的教化功能具
有复合性：既有宣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等道德
教化功能，也有普及法律知识、培育
法治信仰等法治教化功能，还有讲
好检察故事、扩大公众对检察工作
的知晓度、参与度等检察文化传播
功能。

著名小说家莫言在接受采访时
说：“我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立
足于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
了地区和族群的局限。”文学是人
学，作为叙事性文艺作品的影视剧
同样是人学，理应秉持以人为本的

创作方向。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
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以人民为中
心，为人民服务，是文艺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新时代检察题材影视
剧精品创作亦不例外。文艺作品只
有朝向人民创作，才能被人民所接
受。检察题材影视剧作品同样要立
足于写人，反映人民群众的日常生
活，反映检察人员的身边故事，创作

“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题
材，才能在更广的人群中被接受和
理解。

美国文艺评论家布鲁克斯认
为，结构良好的叙事会“激活意义
构建过程”并实现“对意义的热忱
追求”。当我们复盘分析所有既叫
好又叫座的影视剧精品，发现无一
不是叙事讲究的作品。而当我们反
观所有评分较低的影视剧，总能从
绝大多数作品中发现叙事方面存
在的不足。

检察题材影视剧将诸多理念、
信息，结合观众审美需求进行叙事
加工，转化为观众喜闻乐见的故
事，其所需的技巧难度更高。如何
在艺术创作规律和市场规律双重
规范下，平衡作品的审美娱乐功能
与社会教化功能、平衡好诸多社会
教化功能之间的关系，是当下检察
题材影视剧创作的难点和关键点。
只要攻克这一难点和关键点，就掌
握了检察题材影视剧精品创作的
关键密钥。

检察影视剧精品创作的密钥
刘晓莹

检察题材影视剧作为主旋律文艺的一个分支，其创作当然也应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为奏响新时代法治
建设主旋律贡献力量。只有真诚直面现实，才能获得丰盈创作肥沃的土壤和不竭的灵感。

剧评

留白是中国画的最高境界。艺术大师往往都是留白
的大师，方寸之地亦显天地之宽。图为张大千作品《望远
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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