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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毒之闪狙行动》
今日登陆爱奇艺

10月26日，电影《猎毒之闪狙行
动》首映礼在广东警官学院举行，这
部以真实大案为基础创作的缉毒电
影今日开始在爱奇艺平全网独播。

影片《猎毒之闪狙行动》以缉
毒警为第一主角，首映礼在广东警
官学院举行，无疑是一个颇具仪式
感的选择。出品人、总制片人刘展
宏对广东省公安厅的大力支持表
示感谢。他透露，片中部分缉毒警
由公安厅特警亲自上阵出演。

董政、李辛喆、彭皓锋等主演
也现场分享了电影拍摄过程中的
精彩幕后，并向缉毒警的牺牲和
奉献致敬。董政感慨：“缉毒警
面对的是黑暗，却把光明留给了
身后。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做防
线，抵抗着世上最黑、最恶、最凶
险的角落，用自己的生命把平安
留给了身后的人民群众。”

《猎毒之闪狙行动》以广东特
大缉毒案件“GG计划”为真实原
型创作，片中既有激烈的打斗场
面、刺激的飙车追逐，也有远程
精准布控的海岛狙击战，真实再
现了一线缉毒警惊心动魄的破案
内幕。首映礼之后，观众纷纷表
示：“太燃了！”

关于影片的真实感，出品人、
总制片人刘展宏解释，《猎毒之
闪狙行动》对“GG 计划”案件原
型的还原度高达70%。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摄影/宋金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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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真实大案致敬缉毒警
悬疑剧《真相》热播，

编剧李昭：检察技术人员
的工作就像搞科研

检察技术题材悬疑剧《真相》正在优酷独家热播。该剧讲述了以林远昊、林岚

为代表的检察技术人员，运用各种高新技术手段，协助攻克了碎尸案、国宝失窃

案、大马被杀案等多宗诡谲的疑难案件，维护公平正义的故事。

作为一部悬疑剧，《真相》的确有其新颖之处：大部分悬疑剧爱讲推理，《真相》却

把“找证据”放在首位，向观众科普了“检察技术人员”这一职业以及痕迹检测、影像

视频研究、司法心理等高科技检察技术，做得颇为扎实。近日，该剧编剧李昭接受了

媒体采访，她表示：“检察技术人员最核心的工作特点就是‘用技术说话’，找别人看

不到的证据。所以在创作《真相》的时候，我们的悬疑点都围绕着‘证据’来设计。”

李昭表示，剧中的林远昊、林
岚和反派宋白羽这三个主要人物
没有特别具体的原型，但在创作中
也融入了现实检察技术人员的一
些特点：“比如我们设计林岚和林
远昊都比较喜欢跑步，剧中用几个
跑步场景展现他们不同的状态。
这是因为我们在采风时，有几个老
师不约而同地说他们的解压方式
是跑马拉松。我们觉得这特别有
意思，就直接用到主人公上。”

第一集中，林远昊和林岚阴
差阳错住到同一屋檐下，这个偶
像剧常用的桥段让不少观众担心
剧集会变成披着悬疑外衣的爱情

剧。不过20集过去，两人仍然是
战友、是手足，并未出现爱情线。
李昭坦言：“整个故事的核心点不
在情感上，如果刻意去写男女主
角的感情，会影响主线剧情的推
进，也很影响我们真正想写的东
西。在塑造林岚和林远昊的时
候，我们觉得两人的互动和情感
有很多种方式，不一定是爱情。
现在两人之间是一种兄弟一样的
友谊，这样也挺好的。”

林远昊和林岚从最初的欢
喜冤家变成“最佳搭档”，互补
的性格颇有看点。李昭透露，
《真相》中还用了不少细节来暗
喻两人的性格：“林远昊的性格
中有内敛的一面，他曾经因为
冲动而受罚，所以他心里一直
有点自责和后悔。我们设计他
开一个小破车，这表现出他在
当时冲动打人之后的心态，并
非 心 安 理 得 ，而 是 在 反 省 自
己。林岚的性格比较直爽、粗
线 条 ，所 以 她 骑 一 个 大 摩 托
车。我们其实设计过很多不同
的方案，包共享单车、小小的电
动自行车等等，但都没有开摩
托帅。现在她开着挺帅的摩
托，林远昊开一个小破车，这种
同框画面还挺好笑的。”

对大部分人而言，检察技术
人员是一份陌生的职业。《真相》
开播之初，不少观众看到男女主
人公林远昊和林岚穿梭在办公
室和犯罪现场之间，既要搜证又
要分析案情，不禁疑惑“为什么
检察人员做了公安的事？”李昭
解释：“有一种方式叫‘检察机关
提前介入’，公安是第一线，但如
果检察院觉得证据链有问题或
者证据不足，他们是可以启动自
行侦察或提前介入的。而且公
检法体系里也存在大家互相督
促、互相监督的工作方式。”《真
相》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联手
办案也有一段颇为戏剧性的展
现：在全剧第一个案件——碎尸
案中就采用了勘查和审讯同步
进行的方式：检察人员在现场勘
查，并把搜查结果即时给正在审
讯犯人的公安，帮助公安击破犯
人的谎言。

《真相》在创作阶段做了大

量的资料搜集。该剧剧本由最
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厅（重大
犯罪检察厅）、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进行指
导，李昭透露：“还没拿到详细资
料之前，我先看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这是检察院
工作依靠的重要法律。之后我
们采访了很多做检察工作的老
师们，最高检也给了我们几乎是
浩如烟海的文字资料，包括法律
上的、工作程序上的，还有各种
案例和论文。”

《真相》故事线从最初的杀妻
案引出国宝走私案，以一个个单
元案扯出一张大网，当中不少案
件都有真实原型。李昭表示：“有
一些案件是我们采风时检察老师
提供的案例，我们会把它扩大化，
或者把几个案子捏在一起，变成
一个新案件。犯罪手法、案件核
心大多是他们提供的，我们则是
把案子跟剧情和人物进行贴合。”

检察技术工作
首要“证据先行”

《真相》区别于其他悬疑作品的亮
点，在于其重证据而轻推理。李昭说：

“比如我们很熟悉的《福尔摩斯探案
集》，最精彩的地方是主人公靠聪明才
智，把很多看起来零散的东西整合在一
起，从而得出真相。但《真相》是反过来
的，我们的重点在于如何在看似没有证
据的地方找出证据、如何在犯罪嫌疑人
破坏证据之前保存证据，这些争分夺秒
的地方都是很精彩的。”

“证据先行”正是检察技术工作的
最大特点。在李昭看来，检察技术人员
的工作就像是搞科研：“公安机关会说

‘办案’‘侦破’，但最高检技术中心的老
师们关注的是有没有证据、证据够不够
充足。他们非常严谨，不会说根据这个
证据可以推断什么。”剧中，陈星旭饰演
的林远昊就有着非常典型的检察技术
思维：他不做推断，只收集和呈现证据；
盖玥希饰演的林岚一开始喜欢下判断，
就经常让林远昊看不过眼。

接触到真正的检察技术人员后，李
昭感叹，他们都非常有信念感：“他们可
以为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连续
工作很久。比如反复看几十甚至几百
小时的监控录像，就为了找关键的 0.1
秒决定性证据。我们跟他们聊天的时
候，他们都不觉得自己有多么厉害，都
很云淡风轻，觉得自己就是在做好本职
工作。对他们来说，司法公正得以真正
体现，他们的工作也就值得了。这种信
念真的非常崇高，很感人。”李昭举了一
个例子：“采风的时候，我们接触过一个
做电子证据的老师。他以前经手过一
个诈骗案，嫌疑人电脑里有大量转账记
录和交易明细，但他就是不肯说开机密
码。现有的几种常用的破解方式都不
太能解决，最后这个老师想到一个对嫌
疑人很重要的日期，一试果然就能开
机。这个案子办得很成功，虽然过去很
多年，但我们仍能清晰感受到他的欣
慰、快乐和满足。”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犯罪手法和案件核心都有原型

感情戏会影响主线剧情推进

重证据轻推理

最高检作指导

搞事业放首位

主创亮相首映礼主创亮相首映礼

检察技术人员林岚（盖玥希饰）

检察技术人员林远昊（陈星旭饰）

青 淡山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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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曲《请到天涯海角
来》，许多人来到了海南，来到
三亚“天涯海角”石前留影。
可细论起来，海南之称天涯可
谓有余，言为海角则嫌勉强。
要说请到海角来，其实来的应
该是广西北海，而非海南。

海南称不上“角”，北海、北
部湾，才是名副其实的海之
角。早在北宋时的廉州合浦，
就已经建有“海角亭”，海角亭
碑记释其名，即是因为“郡故有
亭曰海角，盖因其地在南海之
角。”南海之角，曰海角；南海之
北，今称北海。所以，我们心向
北海，脚步却是一路朝南。

车到海角亭，正值中午时
分，烈日当空。南国的初秋，
不减盛夏的温度，直射的阳
光，令人晕眩。可一踏进亭
庙，一阵清凉袭来将人裹挟。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积阴”，
小院内一棵白兰树遮天蔽日，
几乎将整个亭庙纳入自己的
庇护范围，贮积着满院的清
凉。地面因而常年积起一重
青苔，需要极其小心才能通
过。抬头见亭，亭前柱联：“海
角虽偏，山辉川媚；亭名可久，
汉孟宋苏。”亭后矗立的即是

“古海角亭”碑，已显斑驳陆
离。一缕阳光透过叶隙洒照
而下，随风摇曳，如风吹浪涌，
波光明灭，小院顿时明艳生动
起来。如是闪耀的出场，从汉
代的孟尝，到宋代苏轼，都在
这海角之地书写下千年的歌，
从春唱到秋，又从秋唱到春，
赢得后人代代景仰。

不 仅 海 角 亭 ，还 有 还 珠
亭、孟尝祠等，无处不在传颂
着“珠还合浦”的美谈。合浦，
以盛产珍珠闻名。据称，由于
之前汉朝派驻合浦的太守贪
得无厌，搜采无度，使珍珠濒
临灭绝，以致连珍珠都对贪官
不满，纷纷迁往其它海域。东

汉孟尝任合浦太守后，革除前
弊，与民休息，实施有限度开
采，使珠母有繁殖的余地，外
逃的珠母遂又纷纷回迁合浦。

这是一份警醒，对大自然
当心存敬畏，过度的开发，必
然要遭受自然的惩罚。君子
爱珠，取之有道，现代的生态
文明理念早已践行于约两千
年前的海角之地，它比明珠更
恒久，更璀璨，更耀眼。

走在合浦的大街上，每一
道风，都散发着海的味道；每
一缕阳光，都透射出珍珠的光
芒；每一个故事，都离不开珍
珠与海洋。

有一位珍珠女子，比太守
孟尝更早来到合浦，她就是当
时京兆尹王章的妻子，也是史
载最早被贬徙岭南者；但她没
有留下姓名，史书中相关的只
有一句：“（王）章果死。妻子
皆徙合浦。”

王章之死，是因为得罪了国
舅爷大将军王凤，也就是篡权西
汉的王莽的叔父。死后，其妻子
儿女，被徙往最遥远的合浦之
地。时间约在西汉成帝阳朔元
年（公元前24年）的冬天。

王章的妻子带着儿女从
京城长安一路走来，从陆上丝
绸之路的起点来到了海上丝
绸之路的起点。其间的艰难
困苦，显而易见。然而，岭南
以其温暖的怀抱迎候接纳了
他们。在合浦停留大约两年
的时间，而后，她一个弱女子，
一个流迁之人，却不仅带着家
中老小“完具”而还，而且“采
珠致产数百万”，骤然间发家
致富，成了百万富婆，剧情如
此反转逆袭令人匪夷所思。

可惜，这位珍珠女至今仍
未引起太多关注。在合浦的
几天行程中，我也只是在南珠
博物馆的一个小小角落里，在

“牛衣对泣”的典故下，看到了

属于她的一行文字。文字足
够简短，甚至显得有点不知所
出，可追溯南珠的历史，谈论
女人的珠光宝气，那就必须，
也只能从这个女人开始。

这 是 一 个 什 么 样 的 女
人？这样一位珍珠女又是如
何炼成的？

《汉书·王章传》只有简短
的 500 余字，记述其妻子，也就
是这位珍珠女的篇幅字数，甚
至超过了王章本人。其记载
的三件事，为读者刻画出一个
典型的贤妻良母形象。虽然
事情都发生在她到合浦之前，
但史家的春秋笔法，足以告诉
我们，她之所以能发家致富，
绝非偶然。

其 一 ，王 章 困 厄 未 显 之
时，卧病在床，躺在给牛遮雨
用的蓑衣中，忧悲泣哭，是谓
牛衣对泣。其妻怒呵之曰：

“京师尊贵在朝廷人谁逾仲卿
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
乃反涕泣，何鄙也。”

其二，及王章为京兆，欲
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当知
足，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邪。”

困厄之时激其奋起，得意
之日诫其知足，是为贤妻。

从王章最终的下场回看，
就更能见出其妻于人情世故
方面的练达。王章为王凤所
举荐，事后却非议弹劾王凤，
借日蚀之象，上奏封事，言凤
不可任用，宜更选忠贤，为凤
怨恨之深切可想而知。倘若
当初他能听从妻子的忠言，止
奏封事，作为个人，他至少是
可以逃过此劫的。

其三，“小女年可十二，夜
起号哭曰：‘平生狱上呼囚，数
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
刚，先死者必君。’明日问之，
章果死。”小女聪慧如此，可见
教导有方，良母之功也。

贤妻良母若此，终无力阻

止憨直的王章一意孤行，并最
终走向毁灭。只是在王章死
后，在万里之遥的合浦之地，
她才像合浦珠一般，发出了熠
熠夺目的光辉。我们甚至不
知道她姓甚名谁，但笼罩在她
身上的神秘之光，不能不让后
人惊叹神往。

王章妻是如何“采珠致产
数百万”，今天已难得其详。
但合浦地下保存完好的庞大
汉墓群，一万多座的汉墓，足
以让我们见证当年合浦的繁
荣，让我们相信“致产数百万”
的，绝非孤例。王章妻不久就
得以返回中原，她带走的，是
她的一家老小以及百万家产，
但她的致富模式，一定会因此
而被更多的合浦人所效仿，从
而 有 更 多 的 人“ 致 产 数 百
万”。合浦当年的繁荣，恐怕
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走进合浦汉代文化博物
馆，迎面就是那件汉墓出土的
著名“波斯陶壶”。青绿釉的壶
身，虽经修复，依然有多处斑驳
脱落。够不上完美的颜值，却
丝毫无损其尊贵，无法动摇其
当然的 C 位。它出身中亚波
斯，何以漂洋过海来到了汉代
的中国？它硕大的肚身会藏着
怎样的心事？每一个伫立其前
的人，都不免心生感叹。

陶壶无言，只是静静地在
聚光灯下散发着幽幽的光，但
透过光影，人们分明看到了两
千多年前已经往返交通于中
外的海洋商贸之路。向海约
千年。不难推想，也只有坐在
合浦经济的第一个风口——
对外商贸上，王章妻才能如此
迅速积累财富。

向海而生，是合浦永恒的
命运；向海经济，是合浦永远
的风口。千年海风吹拂，心潮
逐浪而高。海角之地，一次次
向世界发出向海之约……

向海约千年向海约千年

海南之称天涯可谓有余，言为海角则嫌勉强。
要说请到海角来，其实来的应该是广西北海

住在里维埃拉时的雷诺阿
喜欢让家里的胖厨娘当模特，
每次画完都是那句话：“赶紧
的，穿上衣服快去做晚饭。”想
起这句话眼前不禁浮现深褐色
皮肤系着白围裙的胖厨娘跑向
厨房的场景。雷诺阿的前前后
后有西斯莱、高更、莫奈、毕沙
罗等一众印象派大家，那时的
法国群星闪耀。

其实，那时的哈尔滨也不输
法国。1903 年毕业于莫斯科绘
画学校的格鲁申科来到哈尔滨
圣尼古拉教堂，画了哈尔滨历

史上的第一张圣像壁画《圣灵
降生》。其后的几十年，斯捷潘
诺夫、基奇金、扎多罗日内伊三
兄弟、洛巴诺夫这些绘画好手
虽名气和作品火不过马蒂斯、
塞尚，却也让哈尔滨成了名噪
一时的美术重镇。

哈尔滨能有西风的流入、
外 侨 的 浸 染 ，自 然 也 不 差 灵
性。自新中国初期涌现出的：
高莽、高昆、石揖、韩景生、孙
云 台 、张 钦 若 、李 秀 实 、臧 尔
康，等等，个个是绘事能手，张
张是秀逸能品。到了新时代
的今天，郑艺（日 前 去 世）、何
大桥（何 守 文 之 子）也是色调
沉潜，笔笔焕发。如果说俄侨
画家在老哈尔滨的教学、传播
是丁香灼灼满千树，那么传继
遗风的后生新军就是杨柳依
依绿一堤。

我中了什么邪喜欢上艺术
说不清了。上小学时，我的画
画老师叫何守文，我们学校教
美术最棒也是长得最帅的一
位。三年级的时候，我在粗糙
的绘图纸上画了一颗松树：老
树 枯 干 、松 针 片 片 。 一 天 上
午，老师举着我的画给同学们
展示。记得当时班级里有一
个比疯狗跑得还快的野小子，
他的淘气明摆着是找茬儿那
种 ：看 谁 谁 不 顺 ，瞧 哪 哪 别
扭。何老师器宇轩昂，不紧不
慢 ：“ 你 是 要 找 流 氓 来 揍 我
吗？我不怕。你找流氓来揍
我，我揍流氓。”

多年以后，我在道外的框镜
店见过何老师，他讲老家双城
掌故，讲他画过的那些巴掌大
的小画，讲他逛古籍书店的趣
闻。满脸的风霜透着旧日梦
忆，关山无限，如歌如诉。

搭上艺术的边是在我上高
一的时候，我参加了中央美院
暑 期 讲 学 班 ，跟 张 立 辰 学 花
鸟。那时我还每周有两个晚上
在买卖街的新民小学跟王田老
师学写颜体勤礼碑。给我开蒙

最深、教化最浓的应该是那时
举办的一些画展，记得第一次
去美术馆看的是香港摄影家简
庆福摄影作品展。展览宣传册
里的一幅《希望之光》在我的写
字台玻璃板下置放了快十年。
在每一个晨起背着书包准备上
学时，我都会扫一眼那张《希望
之光》，它给我的力量是无限
的，耀眼的光束也是暖暖的。

时间一晃过去了三十年。
去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去美
术馆看刘治画展，刘老爷子八
十了，满头银发，精神爽健。我
驻足在一张《孤帆远影》的画
前，想起画这张画的时候我在
老爷子身边，他画画的时候要
喝咖啡听摇滚。那天，他没听
披 头 士 ，听 的 是 麦 当 娜 的
《Like A Virgin》，说孤帆要执
拗，要清远。凝神注目间，一位
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拎着画箱的
长者站在我的旁边好像瞥见了
远帆上的舵手并喃喃自语着。
这时几个大学生赶集似地前呼
后拥朝门口奔去：“这画，山不
像山，水不像水。”长者看着那
些远去的率愣的背影，怒言道：

“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他妈画
一个我瞧瞧。”我侧目看了一眼
长者，立在光晕里的拐杖，盈
亮、直挺。

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喜欢
穿红颜色的衣服，是红毛衣红T
恤，休闲的那种。三四十岁时
不穿了，觉得乍眼甚至有点土
气还有点嘚瑟。近一两年又变
了，喜欢上了暗红紫红西洋红，
尤其饰物和案头摆件。前几
天，我求友人用焦墨浓墨加宿
墨画黑黑的樱桃谷，我特意强
调要在枝丫上或山野间有几颗
星散的红樱桃。我要的不是层
林尽染，是千峰万壑间的落英
点点，是苍茫秋烟泛起夕阳的
一抹余韵。

画青山淡远，重要的不是青
山，是笔底下的朴素和心中的
那份悠远。

□陈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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