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青岛 报2025年1月4日 星期六 责编 吕洪燕 美编 杨佳 审读 岳蔚周末·文艺评论


王
志
华

什
么
是
﹃
好
东
西
﹄


李
风
玲

—
—

对
电
影
《
好
东
西
》
的
解
析

《
我
是
刑
警
》
:
热
血
铸
就
金
盾
牌

电视剧《我是刑警》在央视八套和爱奇艺平台刚收
官，很快又在多家卫视掀起新一波收视热潮。该剧以写
实的手法、真实的案例、朴实的情感展现了人民警察的
无私无畏、默默坚守，正如片尾曲所唱：“金色盾牌，热血
铸就。”

《我是刑警》中的案件全部取材于真实案例。例如
“河昌市12·8大案”原型即1995年黑龙江鹤岗市“12·
8大案”“张克寒案”原型即“周克华案”“清江特大爆炸
案”原型即“贵州凯里爆炸案”“良城案”原型即“白银
案”。而整部剧的服化道也特别写实，有网友评论：“拍
出了纪录片的感觉。”在开篇的“12·8大案”中，北方严
冬的冰天雪地，案件发生后的人心惶惶，人民警察不惧
艰难有案必破的决心，无不展现得真实可信。临近年
关，本应喜气洋洋，但凶案的发生如黑云压城，各级干警
的压力可想而知。“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还要坚持？”“就
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这两句对白被嵌入电视
剧的序幕，每一集都能听到，每次听都会令人心口一
热。特别是干警们一次次发现了新线索又一次次走进
死胡同，然后又一次次重新开始，最终抓到了犯罪嫌疑
人，验证了那句风靡网络的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
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震惊全国、影响恶劣的“河昌
12·8大案”春节前成功告破，干警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们站在黄昏的街头，看着近处的孩子们燃起烟火爆
竹，看着远处的万家灯火一派祥和，他们的脸上绽开了
舒心的笑容。

除却案件的真实，《我是刑警》中的主要人物也都
能在现实中一一对应。刑侦专家武英德（丁勇岱 饰）
原型是乌国庆，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刑警总队
长秦川（于和伟 饰）原型是在公安部任职的刘忠义，
曾获全国“公安楷模”荣誉称号；痕检专家曹忠恕（白
凡 饰）原型则是崔道植，中国首席枪弹痕迹专家，“七
一勋章”获得者。单就这三个人物来说，饰演者与人
物原型无论外貌特征还是内在气质，都达到了高度统
一。乌国庆的不怒自威、英气逼人与丁勇岱不分伯
仲；崔道植的面容清癯、以柔克刚与白凡亦完美契合；
刘忠义的人如其名、一身正气亦在于和伟身上得到完
美呈现。除却这些领导级别的核心人物，剧中的基层
干警亦相当出彩。例如为“清江爆炸案”和“清江两
案”执着坚守的队长杨雄（朱辉 饰）、为“良城案”执着
守候二十八年的老刑警范守良（李宝安 饰）、为“东林
案”查阅大量资料奔波十几万公里近乎“魔怔”的副大
队长陶维志（富大龙 饰）。还有那些在视频搜索、指
纹比对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基层民警、辅警，正是他们
的大海捞针、心细如发，才让一个个艰难的案件在黑
暗中洞见微光，直至最终告破。因此《我是刑警》并非
单纯讲述秦川个人的成长，而是塑造了公安干警的群
像。正如剧中武英德对秦川所说：“你是从冰天雪地
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刑警啊！”剧中的每位警察，都是
从一个又一个案子的风风雨雨中磨砺出来的。

电视剧《我是刑警》，不仅回顾了真实的案件，塑造
了真实的人物，更真实再现了我国刑侦技术的发展史。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的今天，从视频到指
纹，从DNA到心测，每一项关键技术的发展和使用都在
案件侦破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草河案”和“清江两案”的
告破都是靠指纹的成功比对；困扰干警们八年的“张克
寒案”的告破是靠视频资料的精准分析；沉睡二十八年
的“良城案”告破是靠DNA技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以
秦川为首的公安干警，为了积案的告破，积极坚决地推
进基因数据库和指纹数据库的建立，各级领导更是给予
大力支持，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这一系列的努力，让积
压多年的疑难案件有了告破的基础。看到一个个案子
几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都没有线索，受害人家属承受
着巨大的痛苦，犯罪分子却逍遥法外，所有干警都寝食
难安，有的甚至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而当积案终于告
破，干警们情不自禁地喊着：“案子破了！凶手抓到了！”
然后不约而同地鼓掌，进而喜极而泣。

《我是刑警》的片尾曲是殷秀梅演唱的老歌《少年壮
志不言愁》，凝重庄严。这首歌，刑警秦川在牺牲的战友
叶茂生的墓前唱过；刑警宋绪（孙浩 饰）在师傅范守良
的墓前唱过；刑警陶维志和战友们在办案途中唱过；一
代又一代刑警在寻凶追凶的路上都唱过。他们，用自己
的行动和热血，捍卫了人民警察的尊严，展现了新时代
刑警的本色。

作者简介：李风玲，教师，媒体特约撰稿人。

电影《好东西》对两性关系、女性关系、母女关系进行了探讨，
值得一看。事实上，这部电影适合所有人，因为它虽然以女性为视
角，但绝对不只是一部女性电影，而是以女性为主角进行演绎，给
社会共识性的所谓“好东西”进行了重新定义，由此获得解放的不
仅是女性，还有男性，甚至是所有人。

那么影片中的好东西是什么，又是如何界定好东西的呢？
就女性而言，有完整的家庭，在婚姻的形式里有老公和孩子，

这就是有了“好东西”。从这个角度讲，王铁梅显然没有这样的好
东西。婚姻、老公于她而言都是过去式，她现在只有女儿，而一个
单亲妈妈从公众的常规认知而言必定是悲剧式的存在。就如同王
铁梅新加入的“好东西”自媒体公司里，那位女职员计划写的一篇
文章就反映了这样的主题。在王铁梅看来，这样的主题太陈旧了，
更为重要的是她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因为她自己就是单亲妈妈，
她虽然谈不上享受一个人带孩子的生活，但至少是她自主选择的
生活，而之所以抛弃“家庭”这样好的东西，是因为它徒有其表，并
不是真正的好东西。相反，在工作、独自带娃逐渐走上正轨后，她
开始变得享受这样的生活。在此，影片以平行蒙太奇的方式进行
了富有张力的表现，一边是妈妈在做家务，一边是妈妈做家务的声
音在女儿听来完全是自然界各种美妙的声音。这其中有美化的成
分，但至少不再受吃着软饭、因被社会性别规范绑架又不安于此的
前夫的精神折磨。虽然家庭残缺，但精神自由，而这就是拥有了好
东西。且在这个过程中，王铁梅、小孩、叶子三人还组建成一种新
的合作模式抑或家庭模式。她们相邻而居，共同抚育小孩，一起吃
饭、喝酒、看展、旅游；她们既互为母女，又是闺蜜，是伴侣，具有多
重身份和职能。这种新家庭模式，就是她们的好东西。女性未必
一定要在婚姻的“围城”中假装幸福，自我囚禁。

就女性而言，和一个男性建构正常的恋爱关系，也是得到了所
谓的“好东西”。而影片中的小叶却是个“恋爱脑”，明知她爱恋的
对象不能与她建构长期的两性关系，却依然不可救药地爱着对方，
哪怕“倒贴”也心甘情愿。对此，似乎加以批判才符合常规，但影片
却宽容地予以接受。因为小叶觉得“男人还是很好玩的”，所以不
存在受损，而是乐在其中。借此，她表达了自己对爱的渴望，证明
自己没有因为原生家庭爱的缺失而失去爱人的能力，这恰恰是女
性主体性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女性挣脱男性的枷锁后又受到女权
主义的限定。最后，当胡医生自以为小叶为他自杀而反过来寻求
小叶时，小叶却选择了放弃，这并非小叶接受了女权主义的常规认
知而觉悟，而是她已经不再爱他。爱与不爱都在自己掌控之下，爱
与不爱全由自己是否开心所决定。相比于“有”的痛苦而言，无有
就是有，就是有“好东西”。不仅如此，影片对于女性的爱恋模式也
表现出颇为前卫的特点。王铁梅和小马之间，前者将后者不过看
作一个“工具人”，并不一定追求情感和所谓的天长地久；小叶假扮
成同性恋者，而成为双性恋者，铁梅同意配合小叶，胡医生反身而
归；铁梅、小叶、小孩三人间的同性情谊关系等，影片都予以了大胆
表现且不作评判。更何况影片中的人物从来都不以获得他人的认
可为人生目的。

就孩子教育而言，所谓好东西就是学习好，服从家长，显然片
中的小孩茉莉没有这些好东西。虽然没有，但妈妈和爸爸依然爱
她，而不是逼迫她去做去得到。后来茉莉选择学习打鼓，似乎踏上
了孩子追求好东西的正途，这是茉莉自己的选择，所以当学会了打
鼓，克服了内心的恐惧登上舞台完成演出后，她选择了放弃，回归
原点继续做观众，因为经过体验，她发现做观众更能让她快乐。铁
梅妈妈尊重孩子的选择，做她喜欢做的事情，比如她擅长的写作。

当然，王铁梅、小叶等并非天然地就认定了自己所谓的“好东
西”，相反也有过踌躇。王铁梅处处要强，想要事业有成，想要做完
美的妈妈，是小叶告诉她，人生不一定要处处追求完美；小叶受原
生家庭影响，缺少爱，缺少被认可，因此总认为自己眼睛不漂亮，总
是讨好他人。铁梅的关爱、小孩的认可作为对她情感的回应，既让
她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更证明她有爱的能力，并听从了心的召
唤，在不爱后选择放弃；小孩一开始也为自己只能做观众而自卑，
但成功演出后发现做观众的感觉更好，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对常
规给以有力的回击。

所幸，最终她们都溢出常规，找到了自己的“好东西”，而溢出
常规不仅是这些好东西的共性，也是获得好东西的途径。只有不
再以常规来界定好东西，来界定自我，而是遵从自我的内心时，人
生的朝向就会发生变化，好东西也就自然获得。而所谓常规，就是
铁梅的前夫所说的给人带来“结构性压迫”的东西。即如他，不想
去打拼而选择照顾家庭和孩子，但又深受传统男权社会对男性必
须事业成功的规约，因此又不满于自己而迁怒于铁梅，导致家庭分
崩离析。他明白这个道理却难以挣脱，恰恰显示出结构性压迫的根
深蒂固。因此，遵从自己的内心过生活、度人生很难，也因此，有人
认为《好东西》所描述的人生场景太过小众，太过理想化。然而，艺
术的魅力和力量也正在于此，点亮灯盏，照亮前路，让人不再迷惘。
显然，这一主题已经不单纯指向女性，但由于基本以女性为主角，电
影自然被贴上了性别化的、女性主义的标签，这与导演的性别，特别
是与性别常规是人类社会最普遍和最深入骨髓的常规——没有之
一，密切相关，障碍最大结构性压迫更深，就更容易引发共鸣和思
考。在当下，什么才是“好东西”，值得每个人思考。《好东西》作出
了尝试性的探索和回答，从这个层面而言，电影《好东西》的确是一
个“好东西”。

作者简介：王志华，山东科技大学教师，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
会会员，青岛市作家协会会员，青岛影视文化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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