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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者》：他从暗夜中走来，奔向信仰觉醒之光
谍战剧《叛逆者》评分8.4，凭借流畅节奏、严谨剧情和多元鲜明的人物群像获得高口碑

谍战剧 《叛逆者 》 火了 。 自从该

剧 6 月 7 日在 CCTV-8 播出以后口碑

一路走高 ， 相关话题累计总阅读量超

过 150 亿 ， 已有十几万网友参与打出

了 8.4 的高分。 随着朱一龙 、 王志文 、

王阳等演员凭表演频上热搜 ， 国民党

新手特工成长为一名坚定共产党战士

的故事锁定了荧屏前无数 “追更者 ”，

感动于那些逆流而上 、 向光而行的革

命者 ， 感叹他们因信仰觉醒而在暗夜

中熠熠发光。

“虽殊途， 时局跌宕， 皆以此身，

誓报家国 。 愿同归 ， 红日初升 ， 暗夜

破晓， 共迎曙光。” 《叛逆者》 改编自

人民文学奖得主畀愚的同名小说 ， 刻

画了隐蔽战线中革命战士的成长与坚

守 。 精彩的视听表达与鲜活的人物刻

画 ， 是 《叛逆者 》 “高位飞行 ” 的双

翼 。 “细节拉满 ， 值得深思细品 。 ”

“全程智商在线 ， 观剧体验太好了 ！ ”

不少网友留言说 ， 《叛逆者 》 在呈现

敌我之间斗智斗勇的过程中 ， 细节和

线索环环相扣 ， 节奏紧凑的剧情 、 暗

藏机锋的对白让很多剧迷舍不得快进

播放。

他有着清晰有力的人
物弧光，从黑暗中成长为
强大而坚定的英雄

相较于不少同类谍战剧 ， 剧中由

朱一龙饰演的林楠笙这一角色是独特

的 。 他并非一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

地下工作者， 相反是敌方的新手特工。

随着剧情发展和推进 ， 林楠笙在不同

时期和阶段有着明显的变化 ， 他在现

实的磨砺中逐渐形成坚定的信仰 ， 人

物弧光清晰而有力。

剧集第一集尾声 ， 有场刻画林楠

笙内心变化的重头戏 。 作为林楠笙一

开始的 “领路人”， 国民党复兴社特务

处上海区站长陈默群从南京抵达上海，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林楠笙到审讯室，

让他看看那些被怀疑是中共党员的囚

犯是如何受尽凌虐的 。 当林楠笙看到

审讯室里被严刑拷打 、 满身是带血鞭

痕的少年 ， 第一反应是不忍心 。 近景

特写中朱一龙眼眶微红 ， 青筋暴露的

双手攥紧衣服 ， 身体微微颤抖 ， 内心

的挣扎、 痛苦跃然屏幕。 林楠笙不解，

这些囚犯可能是老人 、 孩子 ， 甚至是

我们的朋友 、 亲人 ， 也许他们也希望

国家变得更好 ， 但陈默群却斩钉截铁

地打断他 ， “为了完成目标 ， 没有什

么是不能做的”。 这显然与林楠笙内心

的善念与理想背道而驰 ， 也为他后续

潜伏于黑暗中并蜕变为一个革命战士

埋下了伏笔。

尽管林楠笙和朱怡贞的相识 ，

从一开始就是圈套 ， 但他们的感

情因为内在灵魂的相互吸引而打

动人心 。 当林楠笙伪装成助教留在

朱怡贞身边 ， 经过几番核查之后 ，

确认了她是中共联络员 。 童瑶扮演梳

着两个麻花辫、 穿着学生装的朱怡贞，

在林楠笙面前表现得机智 、 大方 、 得

体。

在当时的动荡环境中 ， 二人都拥

有进步的思想， 希望为天下人的自由、

和平 、 幸福生活而努力 。 他们互诉生

长环境与家庭 ， 并肩弹奏柴可夫斯基

的钢琴名曲 《四季 》， 还在共舞之后 ，

异口同声地念出惠特曼的诗句 “我平

等地歌唱女性和男性”， 生发出炽热美

好的相知相惜之情……因为内心理念

的契合和家国观念的一致 ， 穿越层层

考验的二人终将为了共同的理想携手

追光前行。

层层推进又环环相
扣，追光前行的动人细节
引发网友共鸣

一部优秀的谍战剧 ， 离不开严谨

的逻辑与推理 ， 对不少观众来说 ， 看

谍战剧追求的正是 “图刺激 ” 和 “费

脑子 ” 的双重快感 。 而从 《叛逆者 》

在多平台上的火爆留言来看 ， 每一集

都有让剧迷不忍按下 “倍速键 ” 的精

彩智斗剧情 。 从剧情的节奏感 、 逻辑

性到细节处理， 均有可圈可点之处。

很多网友都说 ， 真正的好剧从一

开始就扣人心弦 。 《叛逆者 》 开场就

是一场滂沱大雨 。 门外是静静伫立的

行动队员 ， 而监狱中的狱警正用鞭棍

严厉地审问犯人 。 突然电话响起 ，

“站长 ， 全招了 ”。 国民党特务陈默群

放下电话后 ， 立即展开追捕行动 。 而

另一端的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者 ， 也在

偷偷传递消息， 悬疑感和紧张感十足。

随后 ， 剧情开始铺陈敌我之间的各种

交锋 ， 比如一边是共产党员王志被敌

方策反 ， 陈默群利用他引诱其他 “卧

底 ” 出现 ， 另一边则是 “卧底 ” 发现

王志叛变 ， 为了减少组织人员损失与

暴露 ， 决定暗杀王志 。 这两条线索并

行 ， 情节推进合乎逻辑 ， 剧情衔接不

拖泥带水 。 对叛徒王志的暗杀行动则

是 《叛逆者》 的高光时刻之一 ， 20 多

分钟的戏份层层推进 、 环环相扣 ， 最

后的成功也让人拍案叫绝。

《叛逆者》中的几个重要角色，因智

商在线、 个性鲜明获得了观众的喜爱。

比如王志文饰演的顾慎言，就是中国共

产党潜伏在国民党特务处的工作者。 表

面上看，他是特务处“养老”部门档案科

的主任，闲云野鹤、八面玲珑，实际上他

大智若愚 、深藏不露 ，更有着资深地下

工作者丰富的战斗经验。 难怪有剧评人

说 ，王志文就连皱纹都是戏 ，人前人后

两副面孔收放自如，也因此网友给了他

一个“狐王”的昵称。 此外，王阳饰演的

反派人物陈默群心思难测、 阴狠决厉，

其演技同样收获好评。 在这些人物与人

物之间 ， 或是可以并肩作战的同志挚

友 ，或是暗流涌动中各怀所思 ，为剧集

增加了诸多看点。

《叛逆者》中，那些为信仰而牺牲的

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令人动容。 比如

书店经理阿木在本可以逃生的情况下，

选择引爆炸弹以掩护后面的同志———

“邮差”顾慎言。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联

络，革命一定会成功的。 ”阿木留给世间

的最后一句话， 让很多网友感动不已。

冲破最深的暗夜，愿意为了前方的微光

舍身前行 ，正是这样的 《叛逆者 》，让活

在美好今天的人们心中激发出强烈的

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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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倍速看剧可以“一小时七集”
为何仍有好剧“不舍快进一秒”？

卫中

据近日发布的 《2021中国网络视

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我国9.44亿网

络视听用户里，28.2%会选择倍速观看

视频， 尤其是00后用户群体有近四成

选择倍速观看方式。

倍速观看或者时不时快进一下，

已经成为许多用户的习惯。 这一方面

与当代人生活节奏快、 看剧习惯转变

有关； 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许多长剧

的内容冗长拖沓、注水严重。倍速看剧

的流行提醒着影视行业从业人员，要

在作品的叙事、表演、摄影、剪辑等方

面提高品质、控制节奏，争取用精品内

容把观众锁定在原倍速上。

客观来说，当今的生活节奏快、娱

乐方式众多， 留给观众看剧的时间就

会相应减少。而一部长剧往往几十集，

每集通常在40分钟左右， 对如今习惯

了刷短视频的观众来说要耐心看完实

属不易。 而采用倍速观看的方式再加

上拉进度条， 用户甚至可以在一小时

里看掉七集， 可以节省下来很多时间

去体验其他娱乐活动， 看剧的效率极

大提升。 几乎所有视频平台都可以提

供二倍速播放的功能， 更有个别平台

“贴心”地提供三倍速功能，尽管这时

候播放的画风几乎无法正常观看，对

话内容也听不清楚； 唯一的功能就是

“快速过滤掉无聊的段落”。

越来越多观众“手动”选择把长剧

集压缩成短剧集，影视行业的内容生产

者也意识到“短剧”的市场空间在迅速

增长。针对观众的口味变化，从去年至

今，一批12集左右的短剧集出现，如《隐

秘的角落》《摩天大楼》《沉默的真相》《猎

狼者》等，结构短小精悍，剧情紧凑诱人，

因此都收获了良好的收视与口碑。

然而， 短剧集并非唯一的破题方

式，而且长剧集也不意味着已经过时。

正在热播的43集谍战剧《叛逆者》一上

来就赢得了观众的口碑，获得8.4分的

网络评分， 不少网友留言或发弹幕表

示 “情节好紧张 ”“一秒钟都不想快

进”。同样是43集体量的《觉醒年代》，

更被无数青年观众“封神”，评论区有

留言称：“没有快进，没有倍速，只有不断

暂停，边看边查资料。”

事实证明，“长剧”之“长”绝非原罪。

观众之所以习惯了倍速观看， 根本原因

是部分“冗长”的剧集不够吸引观众。“剧

情拖沓，对白无趣，只要快进看个大概就

够了。”在一部流量艺人担纲的剧集评论

区里， 连粉丝都直白地表示：“剧情不吸

引人，只想看我家的爱豆，其余段落直接

跳过。”

如此看来， 当网络视听的收视习惯

和技术手段不断升级迭代，“倍速播放”

和“按需收看”的趋势正在倒逼影视行业

的内容生产者看清形势———无论是长剧

集还是短剧集，提升内容质量，走精品化

路线才是发展正道。

传递城市人文景观新气象，这批新书店有的不仅是“高颜值”
书香融入高校、社区及商圈，沪上新开多家“高体验感”实体书店

漫步闹中取静的番禺路， 修葺一

新的交大书院开业迎客， 上海交通大

学师生成了书店的第一批 “原住民”；

沪上多个商圈陆续新开无料书铺、二

酉书店， 以别具一格的布局设计成为

新晋“网红地标”……市场驱动和利好

政策下， 上海近期新开多家新型实体

书店，以“高颜值”“高体验感”“高附加

值服务”的复合业态频频“出圈”，传递

城市人文景观新气象。

无论是高校书店打造思想交流平

台，助力学术成果为读者共享，还是遍

布社区、商圈的新书店融入日常休闲，

更多“内外兼修”的书店品牌不仅仅卖

书，也在塑造美学空间，更为都市快节

奏生活创造充满美好记忆点的“悦读”

慢时光。

书店与社区“同呼吸”，
加速知识的高效流动

梧桐掩映之下， 交大书院雪白外

立面和鳞次栉比的玻璃墙构成 “巨型

书架墙”， 吸引了不少路人好奇的目

光。此前试营业几个月以来，书店跃层

和二楼公共平台已接待多场社区和周

边企事业单位及团体的读书分享会等

文化活动 ，“听学者们对谈交流很过

瘾，仿佛上了一节大学公开课！”有附

近居民如是感慨。

走进书店内部，移步换景、错落有

致。一楼集阅读、休闲和购物于一体，

二楼为阶梯式活动区，敞亮开阔。整体

布局就像一个大型书房，“瀑布流”式

书架从屋顶直通落地， 阅览桌分布在

书房四处。目前店内约有万册藏书，范

围涉及中外，横跨文理。交大学者和校友

著作不时映入眼帘，与院士著作和社科、

科普、文化领域作品，组成以交大特色为

品牌的知识阵地。店内配有咖啡吧，供应

咖啡、 面包， 为读者营造休闲的阅读氛

围。点上一杯咖啡，纸杯上还印了富有交

大校园特色的插画，趣味盎然，吸引不少

高校学子前来打卡。

“在这座城市里，人们需要怎样的阅

读空间？ 这是在互联网挑战下前行的书

店经营者都在思考的问题。”交大书院总

经理耿爽谈到， 书店在立项之初就特别

关注两个关键词，一是文化，二是体验。

“扎根高校、服务社区，交大书院的重新

修葺， 是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交大出版

社以书香融入周边社区的举措， 从而构

建学校与社区同呼吸共成长的文化平

台。”她透露，未来将持续构建公共开放、

多元包容的公众空间， 利用书店的设计

优势和出版社与高校的学术资源， 不定

期、高频率地举办签售、座谈、沙龙、展览

等主题文化活动， 为上海再添一盏温暖

的阅读航标灯。

创新“不用买，借回家”服
务，为公共文化供给注入活力

办理年卡后每次可借5本书；每册书

籍借阅期为15天且有1次续借机会；逾期

会产生滞纳金……眼下，有书店推出“不

用买，借回家”阅读创新服务，读者可在

借阅规定期限内在全国门店借还， 为城

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注入新活力， 也让

书店营运方式、阅读推广更灵活多元。

前不久， 无料书铺在陆家嘴正大广

场开出上海首店 。4年间全国开了28家

店，这家上海新店希望通过多业态经营、

数据化精准施策、盈利多样化等新思维、

新模式， 打破传统书店单一售书的经营

模式，以办理借阅卡形式吸收会员，提升

受众与书店之间的互动黏性及情感联

结，有效解决图书资源个性化需求。

为满足周边白领读者的时尚审美需

求，书店团队以策展思路引入超500种艺

术、设计类图书，并与专业艺术出版社合

作，在店内新辟空间展开“艺·十二飨：北

京美术摄影出版社十周年特展”，囊括美

术、建筑、摄影等艺术画册和文创商品。

从决定开书店开始，身边就有“开书

店不赚钱，甚至可能倒闭”的悲观声音，

对此，无料书铺创始人张潇谈到，在全民

阅读成为生活风尚的大背景下， 情怀与

赚钱并非水火不容。“我们尝试瞄准定位

用户群，通过经营方式的转变，使书店与

其相关多种业态进行重组后， 尽可能保

持盈利态势。”在他看来，盈利点主要在

于书店空间、 用户、 产品、 策划四个方

面———如利用书店空间， 在免费沙龙活

动前、 书店吧台等位置放置第三方广告

等；用户方面，以收取会员费形式增加企

业营收；产品上计划打造属于无料的文创

产品、专属IP；策划方面通过输出服务，帮

助企业策展或进行联合销售等。 由此，书

店能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阅读附加服务，

并以多样阅读活动串联社群，整合分析会

员服务与需求，以用户思维为更多人和企

业提供美好生活的阅读解决方案。

因建筑设计美图 “刷屏” 的二酉书

店，营造出传统园林气氛，借花草把不起

眼的角落布置成微型景观，并将酒、茶、

书自然地结合起来， 为阅读添了几分意

趣和创意。比如，《诗经》可搭龙井；《牡丹

亭》值得搭一泡上好的白牡丹；读《狂人

日记》不妨佐酒，配小碟茴香豆；若读《老

人与海》， 来杯苏格兰单一麦芽威士忌；

看日本《浮世绘里的女人们》，冰镇清酒

倒是夏日应景选项。

▲修葺一新的交大书院， 正是沪上高校

书店融入周边社区的生动缩影。

▲

位

于 新 天

地 商 圈

的 二 酉

书 店 引

发 打 卡

热潮。

荩在陆家嘴正大广场开出

上海首店的无料书铺。

制图：李洁

《叛逆者》改编自人民文学

奖得主畀愚的同名小说， 刻画

了隐蔽战线中革命战士的成长

与坚守。 图片均为该剧剧照。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