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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之时，荧屏刮起一场特别的
“风暴”——由中央电视台、最高人民
检察院影视中心、优酷信息技术（北
京）有限公司等出品，张译、李光洁、
蒋欣等领衔主演的检察侦查题材电
视剧《以法之名》火热开播，收视率一
路飙升，引起广泛关注。该剧以一起
涉黑案的办理为切口，讲述了海东省
检察机关在省委政法委领导下，高质
效侦办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
案件，维护公平正义、护航社会发展
的故事。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对
于法治题材影视剧而言，艺术的真实
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来源于法治实践
的真实，却又是对生活真实和法治实
践真实的超越与提升。法律与艺术碰
撞 ， 会 产 生 怎 样 的 张 力 ？《以 法 之
名》 以艺术真实向观众交出三个维度
的答案。

选材维度：直击社会痛点的
艺术真实

公平正义，字字千钧。自古以来，
公平正义就是老百姓的朴素追求，也
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里的重要元素。
诚如电影《第二十条》的导演张艺谋所
说：“中国人骨子里充满了爱和温暖，
有天然的古道热肠。正是中国文化传
承的深厚底蕴，让每个中国人本性就
有讲求公平公正的朴素认知。”

对于司法案件的公平正义而言，
司法腐败无疑是一颗毒瘤。《以法之
名》首 度 将 镜 头 聚 焦 于 惩 治 司 法 腐
败、维护司法公正的检察侦查工作领
域，填补了法治题材影视作品的一个
空白。这样的题材选择，本身就是基
于法治实践、回应群众关切的求真务
实态度，从选材维度体现对生活的观
察和反映，体现影视创作选题立意的
艺术真实。该剧以现实主义笔触，直
击司法腐败这一社会“痛点”，围绕人
民群众对公正司法的热切期盼展开
叙事，以精心编织的叙事结构、鲜活
立体的人物塑造，生动展现司法机关
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以自我革命的
精神，“刀刃向内”清除害群之马，严
惩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正的法治担
当。作品以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检察
侦查职能和真实的检察侦查办案为
基础，展现了检察机关在党的绝对领
导下，在政法各单位的支持协作下，
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依法稳慎查
办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全力
捍 卫 司 法 公 正 的 坚 定 决 心 和 实 际
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检察侦查工作虽
担负着惩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正
的重要使命，但对于社会公众而言，
却是一项相对陌生，很“内部”的一
项工作。《以法之名》 以此为题材，
就是在保持法律严肃性的同时，基于
社会视角，去除司法神秘感，更好关
注社会、面向社会，把社会大众作为
法治文艺审美的鉴赏者和评判者。该
剧的播出，恰逢最高检检察侦查厅正
式挂牌成立的重要节点，将有助于更
鲜活地、生动地向社会各界介绍检察
侦查工作，争取理解和支持。这无疑
是一个讲好新时代中国法治故事、检
察故事的重要契机，也是广大文艺工

作者记录和抒写火热法治实践的一次
生动实践。

案例维度：多个真实案件融
合后的艺术真实

《以法之名》之所以广受关注，就
是因为它以艺术的真实将真实发生过
的案件融入其中，但它又绝不是简单
地将某一个具体案件搬进荧屏中，而
是将多个案件的相关情况艺术地融入
剧中，让观众感觉似曾相识，但又不会
完全对号入座。真实的案件、真实的办
案情况，给剧中的艺术真实打下了坚
实的根基。但是，如何将众多的案件融
入一部剧中集中体现，难度很大——
真实展现的哪些部分是最有效的？要
用什么风格的影像表现真实？呈现的
真实是不是观众认知中可接受的真
实？最终，我们看到这部剧给观众呈现
的是——把案件拆散用碎片的细节放
入剧中的故事主线，不是以纪录片式
的表达，也不是过度戏剧化的描述罪
案，这种“合理的真实性”正是对艺术
真实的最好诠释——不纠结一些具体
的“生活真实”，而是在广泛观察与深
刻体验社会生活的基础上，认识和感
悟其内蕴，也就是本质性的东西，并予
以提炼与集中，以最小的细节创造出
最令人相信的艺术真实。

比如，检察官王春祥临近退休前
的那股倔劲，以及嫌疑人在墓碑前跪
拜的小动作，都能让人感觉到这些和
案子相关的细节的真实。甚至于，当省
检察院到市检察院的指导组接到当地
党委政法委领导到食堂吃顿饭的邀
约，是否赴约的那种犹豫和小心翼翼
的回复，都给人以真实的感觉。

当然，笔者也注意到，对于一些办
案细节和程序方面，有观众发出一些
质疑。但也应看到，艺术毕竟不同于办
案本身，不必以严丝合缝的程序去苛
求影视剧创作完全对应，而应该以艺
术的眼光去看待这一问题——在基本
反映法律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实
现艺术真实即可。

正如导演傅东育所言：“我们走访
了 100 多名检察官，但创作终究是艺
术加工。”或许，这部剧的价值不在于
给出标准答案，而在于用“争议”引发
对司法公正的深度思考。

命运维度：基于人性立场展
现追求公平正义的艺术真实

法律的权威来自哪里？来自老百
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回应这一期待，
就需要司法人员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思
考：一个司法案件对于当事人的人生
来说意味着什么？怎样才能让老百姓
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样的问题，同样需
要影视创作人员基于人民立场、人性
立场去思考。

“我们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
人生。”几年前，一位一线办案检察官
的办案体悟，如今已成为众多司法人
员的共识。

在《以法之名》中，这样的主题，也
得到深刻的体现。

以影片中的万海案、张文菁案、乔
振兴案三个案子为例，哪个案子不是
当事人的人生？

在万海案中，万海本是一位企业家，
他被诬陷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身上
莫名其妙地被安上了万家灯火娱乐城伤
害案主谋等罪状，被以涉嫌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等
罪名批捕。他选择认罪，也是因为儿子万
潮被人要挟，为了保护儿子才被迫妥协。
他涉黑被抓后，企业没有了，父子也不能
相见。儿子因为想替他出气被真正的黑
恶势力打成重伤……直到后来，检察机
关重查此案，才还了万海公道。

在张文菁案中，张文菁本是一位
有着法律理想的律师，一心想通过法
律途径追求公平正义，却被诬陷为黑
恶犯罪组织的重要成员。经过指导组
的仔细调查甄别，张文菁案被撤回起
诉，她重获自由。

在乔振兴案中，乔振兴被黑恶势力
所害，却被伪造成因充当黑恶势力“保
护伞”畏罪自杀的情况。妻子、女儿不但
要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还因“贪官”家
属的身份遭到嘲笑和鄙视。直到万海案
的真相大白，乔振兴的冤屈才被洗刷。

不难看出，这些案件中，每个当事
人的人生轨迹都被改变了。这时候，是
否能在司法办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办案，办的
是别人的人生”，这一问题在剧中人的
遭遇中具象化了——一个案件既可以
毁掉一个家庭，毁掉一个人的人生，也
可以帮助一个家庭、一个人向阳生长。

也正因为如此，该剧以艺术的真
实，从人性立场展现了案件对当事人人
生的影响之后，又着力塑造了一批有血
有肉、信念坚定的法治工作者群像，他
们面对压力不退缩，面对诱惑不动摇，
以对法律的忠诚，在办案中守护着正
义的天平。而具体到承担法律监督职
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机关，则呈现
了洪亮、郑雅萍对每一条线索的执着
求证、对每一个程序的严谨恪守、对每
一项合法权利的充分保障之中，艺术化
地彰显只有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案
件的每一个环节，才能真正守住公平正
义的防线，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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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扫黑除恶题材影视作品持续火热
的当下，以反映检察侦查主题的 36集电
视连续剧《以法之名》，6月 24日在央视八
套和优酷平台同步上线后迅速引发观剧
热潮，开播第四日优酷热度即破万，成为
今夏又一爆款剧集。该剧以独特的检察
视角，聚焦司法系统内部的自我净化，为
观众呈现了一场关于法治精神的深刻
探讨。

《以法之名》讲述了海东省检察院第
十一检察部和第一检察部检察官组成的
办案小组，在复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案件”过程中，以举报线索为突破
口，破网打伞，查办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
务犯罪的故事。该剧开播恰逢最高人民
检察院披露检察侦查厅正式挂牌成立的
消息，这种艺术创作与现实发展的同频
共振，赋予了作品独特的时代意义。

与《人民的名义》《巡回检察组》等反

腐题材作品不同，《以法之名》将镜头对
准了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检察侦
查”职能的新升级——2018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明确赋予检
察机关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实
施的十四类职务犯罪进行侦查的职责。
剧中检察官们“向自己人亮剑”的勇气，
展现了司法系统自我净化的决心与
能力。

该剧在叙事上突破了非黑即白的传
统模式，塑造了一系列充满矛盾张力的
角色。以代理检察长李人骏为例，其行为
动机始终游走在正义与私利之间，让观
众难以简单判断其真实立场。在万海案
中，他为了能顺利升职，不顾案件本身的
复杂性，坚持推进案件提起公诉。东平市
公安局局长许言午的前后行为反差，更
是引发观众广泛讨论和多重解读。乔振
兴的意外死亡案被定性为自杀，他不仅

未加质疑，还阻止乔振兴的弟弟乔锋继
续深入调查。而在关键时刻，他暗中向乔
锋透露了乔振兴生前的行动轨迹，助其
继续追查真相。在洪亮遭陷害时出手相
助，为其洗清冤屈。这种复杂的人物塑
造，不仅增强了剧情的悬疑性，更引发了
关于法治与人性的深层思考。

与其他法治题材相比，检察戏的创
作有一定难度和“风险”。我国宪法明确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
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戏创作中如何
很好地去体现检察侦查中的法律监督职
能？如果不了解检察工作，很容易把检察
侦查戏写成普通刑侦戏。据了解，《以法之
名》的创作历时四年多，主创团队走访了
四个省十几个基层检察院，采访了 100多
名检察官，进行了大量阅卷和庭审观摩。
这种扎实的采风工作，使作品在专业性和
真实性上都有了可靠保障。剧组在拍摄过

程中仍不断调整剧本，很多次剧情被完全
推倒重写，力求在艺术表达与专业准确之
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检察机关
法律监督工作”，《以法之名》不仅展现了
扫黑除恶“是黑恶一个不放”的司法实践，
更传递了“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的精准司
法理念。该剧通过生动的艺术形式，诠释
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深刻内涵，成为培育
法治文化、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载体。

《以法之名》的成功播映，标志着检
察题材影视作品创作达到新高度。它既
满足了观众对悬疑剧情的审美需求，又
承载了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治精神的
社会功能，实现了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
的有机统一。它在引导观众正确理解法
治内涵和时代价值的同时，也呈现了一
堂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治公开课。

以法之名，“检察侦查”开讲啦！

以法之名，“检察侦查”开讲啦
高斌

当司法者与黑社会性质组织人员沆
瀣一气，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何
守住？

当旧日情谊遇上法律监督的职责使
命，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是否有勇气刀刃
向内，掀开黑幕？

…………
6 月 24 日，首部检察侦查题材电视

剧《以法之名》在央视八套黄金档和优酷
视频白夜剧场同步开播。“‘黑社会’+司
法腐败”的主题锐度、去脸谱化的人物塑
造、一线采风形成的细节真实，让屏幕前
的观众们直呼过瘾。

这部电视剧如何出炉？缘何成为夏日
爆款？记者日前采访众多主创人员，带大
家一起了解《以法之名》的台前幕后故事。

聚焦检察侦查
彰显党和国家严惩司法腐败的决心

海东省东平市“万海涉黑案”开庭当
天，被告人之一、万氏集团法律顾问张文
菁当庭喊冤。同一天，此案原公诉人、东
平市检察院检察官乔振兴离奇“自杀”并
自认是万海背后的“保护伞”。几天后，海
东省检察院收到匿名举报信，信中直指
乔振兴之死是他杀，万海不是“黑社会”，
真正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是东平
市检察院代理检察长李人骏……

《以法之名》开篇便悬念丛生。为了
揭开重重迷雾，海东省检察院决定成立
由省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郑亚萍、第
十一检察部检察官洪亮等人组成的指导
组前往东平。

洪亮出现在指导组之中令东平的司
法办案人员隐隐感到不安，因为十一部是
拥有检察侦查职能、负责侦办司法工作人
员相关职务犯罪的部门。十一部检察官的
到来，说明指导组除了复查“万海涉黑案”
疑点，还要查“自己人”。“‘黑社会’+司法
机关内部腐败”的主题就此呼之欲出。

“2021年，我的团队接触了一部扫黑
题材的电视剧，但这类题材当时已没有太
多新意，我希望寻找新的突破口。恰在此
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提到检察机
关对扫黑除恶有这样的理念要求——是
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前半

句在很多影视剧中已有展现，但后半句
这种要求执法者严格依法办案，不将普
通犯罪或一般违法扩大化、错误定性为
黑恶势力的内容，在以往的影视剧中鲜
有涉及。听到这个点后，我们很感兴趣，
就开始奔着这个方向去。”此剧导演、编
剧傅东育告诉记者。

时间到了 2022年 10月，党的二十大
在京召开。二十大报告特别指出“加强检察
机关法律监督工作”。作为加强法律监督的
重要保障，检察侦查职能被更多强调。

2023 年，最高检直接立案侦查了
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杨光
明涉嫌徇私枉法案；指导辽宁、黑龙江、
河南等地检察机关办理专案、挖出涉黑
涉恶“保护伞”数十人。最高检党组更是
用“三个重要”来定位检察侦查——法
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严惩司法
腐败、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加强
法律监督的重要保障。

“这让我大受启发，如果司法人员充
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该怎么办？这个
时候就要刀刃向内、亮出检察侦查的利
剑。和傅导深聊之后，我们也十分振奋，
都认为这个点可挖掘，于是便有了现在
剧中呈现的两条主线：一条是‘不是黑恶
一个不凑’，另一个是刀刃向内严惩司法
腐败。”最高检影视中心副主任、此剧总
制片人之一彭诚告诉记者。

“无论对公众还是创作者来说，检察
侦查都是很陌生的话题。我们在采风过
程中看到一些扫黑案件中裹挟着成链条
的职务犯罪，的确大受震撼，而那些从事
检察侦查工作的检察官们，也让我们看
到了刀刃向内、守住司法最后一道防线
的担当。这些都愈加坚定了我们做检察
侦查题材的信念，我们有责任让社会看
到党和国家严惩司法腐败的决心和意
志。”此剧导演、编剧郑世龙表示。

人物塑造去脸谱化
在情与法的挣扎中守住公平正义防线

“男主洪亮没有主角光环，性格还有
些佛系。请假这段好真实，打工人狠狠共
情了。”

“李人骏到底是好是坏，这个人物塑

造真是打破了‘非黑即白’的角色滤镜，
太复杂了。”

《以法之名》播出后，广大观众对剧中
接地气、去脸谱化的人物塑造讨论热烈。

傅东育告诉记者，主创团队特别希
望通过人物设计，表现我国在法治社会
建设中司法者面临的困境以及坚守。“他
们穿上检察服是司法者，回到家中可能
要面临生活中的各种人情世故。他们会
被生活磨平棱角，但因为是检察官，当面
对情与法的时候、需要在正义与邪恶之
间作出抉择的时候，他们必须有勇气和
责任，必须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

“我们做完片子之后，觉得最有成就
感的是我们在强化法律监督这样一个大
命题下，表现了个体的挣扎、人情的温
度，司法者被法治信仰唤醒后的坚守。”
郑世龙表示。

“对检察官了解得越多，越觉得那
身检察服穿在身上，比起荣誉更多的是
责任、是人民群众托付的公平正义。”演
员李光洁告诉记者，他在剧中饰演的角
色“李人骏”是一个有着强烈职业理想
的人，既有检察官的职业素养，又有想
进步、努力转正的“野心”。“通过这次出
演，我更加理解作为一名检察官的使命
和担当。他们办理的每一起案件背后都
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命运，容不得半
点马虎。”李光洁说。

“洪亮这个角色一出场就要离职，作
为十一部的检察官，他经常因为查‘自己
人’受埋怨。但慢慢往后你会发现，他虽
然有些怂、偶尔流露小失落，但到了关键
时刻、到了较真的时候，他所有的行为都
迸发出一种近乎固执的勇气和不容置疑
的职责操守，他追求公平正义的心依然
滚烫。”参与了《以法之名》审片工作的辽
宁省检察院检察侦查部检察官助理杨佳
音告诉记者，她在剧中看到了活生生的、
真实的检察官形象。

到办案一线采风
以优秀文艺作品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以法之名》讲的就是你们检察侦查
部门的人和事”“你们办案真不容易，看了
肃然起敬”“追剧停不下来，李人骏到底是

好还是坏呀？”……这几天，湖南省衡阳市
检察院检察侦查部门的副主任李智宏不时
收到亲朋好友发来的消息。“我心里既激动
又自豪，激动的是能有这样一部剧来展现
我们的检察侦查工作，自豪的是我也是一
名‘司法清道夫’。这部剧兼具专业性与艺
术性，确实下了功夫。”李智宏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这部作品历时三年精
心打造。主创团队走访了四个省的十几
个基层检察院，查阅陈年旧案、旁听案件
审理，熟悉检察侦查工作的办案流程，还
采访了百余名办案检察官及多名涉嫌司
法腐败、职务犯罪的在押人员，深入了解

“坠入深渊者”的心路历程。最高检影视
中心更是全程参与创作和指导拍摄，确
保每一场戏都符合法律程序。

辽宁省本溪市检察院检察侦查部门
检察官助理许传超就是主创团队采访过
的检察干警之一。“检察侦查工作非常考
验人的推理能力和观察能力，从剧中的
许多审讯场景中大家也能感受到这一
点。为了做到细节真实，主创团队就抓
捕、审讯以及一些法律程序的展现反复
推敲，和我们沟通如何做到专业性和艺
术性的高度融合。剧播出后，我们都感觉
是那个‘味儿’。”许传超说。

这几天，剧中律师张文菁的饰演者、
演员董晴凭着一段审讯室里连珠炮式的
质问火遍全网。“我第一次演律师，台词
里大段大段的法言法语确实挑战很大。”
董晴告诉记者，张文菁对法律职业有着
坚定的信仰，她视法律为最后的防线，并
且用法律对抗现实的荒诞。“也正是她的
这种精神深深打动我，鼓励我不断从各
方面去努力靠近这个人物，查阅法律书
籍、深入一线体验，从细节处去展现张文
菁的专业素养。”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影视是社
会发展进步的镜像。6 月 24 日，《以法之
名》首播当天，媒体披露最高检检察侦查
厅正式挂牌成立。剧中，洪亮、郑亚萍等
检察官刀刃向内、坚守正义；剧外，检察
侦查专业化发展迈上新的台阶。而在文
艺作品与法治建设交融感染下的观众
们，也深刻地感受着我国司法工作者“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的铮铮誓言。

惩治司法腐败、维护公平正义的艺术化表达
——首部检察侦查题材电视剧《以法之名》的台前幕后故事

□本报记者 常璐倩

电视剧《以法之名》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