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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者》：大写逐光而行的成长心路
从一部四万余字的中篇到长达43集的电视连续剧，编导对小说精妙的纯文学构筑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叙事转换

郭梅

近期热播的谍战剧《叛逆者》不仅收
视连续登顶，观众口碑也居高不下，超过

21 万网友在豆瓣上打出了 8.3 的高分。

与以往大众熟悉的谍战剧不同， 该剧没
有将大量笔墨花在展现敌我双方的斗智
斗勇上， 而是着重刻画了主人公林楠笙
作为国民党的“叛逆者”，在时代洪流中
经历了无数次内心挣扎之后， 明知将付
出沉重代价， 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成
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的过程。

该剧改编自同名小说 。 应该说 ，作
家畀愚的原著为该剧的成功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 与此同时 ，从一部四万余字

的中篇到长达 43 集的电视连续剧 ，编
导显然在原著所提供的巨大时空跨域
和多线索 “留白 ”基础上 ，进行了可圈
可点的二度创作———编导通过立主脑、

减头绪 、密针线等圆熟技法 ，对小说精
妙的纯文学构筑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叙
事转换 。 文学作品影视化司空见惯 ，

但实现从语言艺术到视听艺术的华丽
转身诚非易事 。 它要求编导既不能抛
开原著任意解构 、虚构 ，亦不能一味遵
从原著而将之简单视频化 。 从这个角
度来看 ，《叛逆者 》 为我们贡献了一个
改编的范本。

和经典谍战剧《潜伏》中的余则成、

《伪装者》 中的明台等一样，《叛逆者》的
主人公林楠笙也是毅然弃国民党之
“暗”、投共产党之“明”，为革命做出重大
贡献的英雄。不同的是，出场时的林楠笙
就像《隐秘而伟大》中的顾耀东，是懵懂
青涩的职场小白 ，与余则成 、周乙 （《悬
崖》）、刘新杰（《黎明之前》）等谍战剧男
主甫一亮相便成熟老练大异其趣。所以，

剧版《叛逆者》之主脑自然是对林楠笙从
军统新手特工到坚定成熟的中共地下党
员之成长道路的细致叙写。 畀愚的小说
从林楠笙躺在香港皇家陆军医院入笔，

悬念十足，引人入胜。而电视剧则按照林
楠笙的成长历程娓娓道来， 不仅使原著
隐匿在倒叙手法后的时间线一目了然，

也继承了小说将狭隘之“谍”引向同仇敌
忾之“战”的宽广格局。

作为有血性有理想的爱国青年，林
楠笙的弃暗投明并非一蹴而就。 小说开
篇以倒叙手法不动声色将他中弹前的经
历一一引出， 以平实冷峻的调子让他生
命中的重要人物次第亮相：老师顾慎言、

初恋朱怡贞、同学左秋明，还有他在我党
内的联络人老潘等。十一章的篇幅，作家
在前五章里让林楠笙在一次次生死攸关
的交锋与考验中逐渐成熟，完成“叛逆”。

其过程之曲折痛苦和漫长， 隐匿在畀愚
冷静克制的白描文字里。相较于小说，43

集的电视剧，林楠笙到 34 集才继承邮差
代号，其成长过程浓墨重彩，即编导不断
强调是正反双方的博弈让他内心产生巨
变。这一边，军统上海站打着爱国旗号不

遗余力“铲共”、但自己被日本人抓住后
却很快投敌的陈默群， 贪污吃空饷并不
择手段陷害同事的王世安， 大牢里不断
施加在老弱妇孺身上的雷霆手段和为揪
“内鬼邮差”而人人自危互相试探提防的
工作氛围，等等，使林楠笙不由一次次产
生动摇和质疑。另一边，共产党却一次次
在他周围投下明亮光圈———顾慎言明知
林楠笙是陈默群派去监视他的， 却在他
编造母病谎言时笑着递去一沓慰问金；

在已知林楠笙军统身份并成功撤离时，

朱怡贞还甘冒被捕的风险回来找他；他
还亲眼目睹了阿木、孙福安、云伟、左秋明
和顾慎言等共产党员的壮烈牺牲……他
信仰的天平，逐渐偏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小说中的顾慎
言在剧中被拆分为顾慎言和陈默群二
人，同时给予林楠笙重大影响，便于观众
理解的同时也使结构和逻辑更加明晰。

当然，真正促使林楠笙“叛逆”的内因，是
他本人坚如磐石的报国信念。 小说中，作
家让林楠笙在和朱怡贞重逢时明确告白：

“我是你们当年费尽心机想让我成为的
人。 ”而电视剧则不着痕迹地安排了不少
可证楠笙初心的草蛇灰线。如他之所以放
弃教书是因为从军乃彼时最直接有效的
报国之途；再如在香港重伤未愈、颓丧绝
望的他听到广播里的《论持久战》后，兴
奋得睡不着觉……看似不经意几笔点厾，

举重若轻地揭示了主人公的“叛逆”是他
在洞悉和勘破时局后的觉醒和自救，是
报国初心与共产主义理论碰撞后眼前豁
然出现的艰难而光明的救国之路。

如果说海飞《唐山海》的亮点是兼用
全知与限知视角，麦家的《暗算》《风语》

是用悬念丛生的离奇情节紧凑结构，那
么畀愚就是将足以支撑一部长篇的故事
“压缩”成中篇。 《叛逆者》原作多条线索
交织缠绕，形成复杂烧脑的谍战网络，采
用了如假扮夫妻、多重间谍、以钟表为暗
号等不少传统谍战元素， 情节设置却不
落窠臼， 并适当运用古典小说的章回技
巧，给读者留下充足想象空间。 同时，畀
愚还从林楠笙、朱怡贞、顾慎言等多个人
物的多重视角切入， 让他们各自努力探
寻真相和真理，又非“纯”客观零度叙事，

为改编影视形成群戏打下扎实基础。 换
言之，畀愚从人物言行处细细落笔，赋予
每帧画面大量信息， 也给改编者留下充
足空间。当然，窃以为《叛逆者》更是非典
型谍战小说， 如畀愚其他题材作品一样
致力于刻画人性之光。

剧版 《叛逆者 》集中笔墨铺陈林楠
笙的心路历程 ， 情节上也做了多处调

整。 如剧中顾慎言出场就是“邮差”，去
掉了原作写他 1927 年脱党加入军统始
终不被信任的 “叛逆者 ”身份 ，线索明
晰，笔墨俭省。 小说写林楠笙在香港时
已向纪中原提供情报， 电视剧则改为到
重庆才刊登 《官渡口 》 诗向党表明心
迹———林楠笙在重庆看到抗属蓝小姐的
不幸遭遇和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互相攻
讦 、自私误国 ，促使他完成了最后的蝶
变 。 另外 ，同是初出茅庐 ，顾耀东的成
长伴随着全方位的技能学习，而林楠笙
特训班高材生的设定略去受训过程，围
绕其内心世界的蝶变步步深入，戏更有
张力。

同时， 该剧编导对主要配角的凸显
和非必要人物的淡化亦都恰到好处。 例
如在剧中，蓝小姐的形象更为丰满，交际
花身份以外， 其烈士遗孀和好母亲的轮
廓被勾勒出来， 编导还让她进军统受过
射击训练， 为其最终拿起枪帮助林楠笙
埋下伏笔。

成功的谍战剧各具亮点。 如《风筝》

除人物和故事出彩外， 还认真描写郑耀
先与其敌营里部下的袍泽之义。 改编自
麦家同名长篇的《暗算》等则侧重塑造侦
听破译的天才怪才，悬疑烧脑。而从中短
篇改编连续剧必须做加法， 其关键是使
针线细密有致。

准确提取原作核心信息， 更多精妙
的细节在剧中出现， 用以充实故事和人
物。如为了强调新手特工林楠笙在迅速
成长的同时也对军统和自己原来的选
择产生怀疑，编导将上村净死后与林一
起撤退的人从蓝小姐换成朱怡贞，朱怡
贞也从普通女大学生改成富家千金，在
我党电台被破坏后， 她奉纪中原之命，

购买一台高档收音机改装后用于接收
上级指令。 她被捕后，收音机里的线圈
是关乎她生死的关键证据。而此时林楠
笙已被朱怡贞深深触动和感染，毫不犹
豫赶去朱家拆下线圈， 迈出 “叛逆”的
第一步，情节合理，惊心动魄。 另外，成
功刺杀上村净的英雄有了 “云伟 ”之
名 ，朱怡贞还强调 “他还不到二十岁 ”，

其他几位烈士也都是小说中不曾出现
的，如阿木和福安。

剧中， 共产党人有坚定的信仰和坚
强的意志，更有普通人的感情。如林楠笙
和左秋明互相信任肝胆相照， 朱怡贞和
朱孝先父女情深。 林楠笙和朱怡贞的爱
情编导着墨克制但动人心弦———朱怡贞
在香港上船后， 别上林楠笙送她的粉色
蝴蝶胸针， 到船舷边与岸上的林四目相

对，默契地同时绽放微笑。还有一个看似
闲笔的细节令人击节， 即在香港因缺证
件买不到止疼片而痛楚到行走艰难的林
楠笙在接过店老板追出来赠送的药片
后，等不及回到近在咫尺的住处，急忙拿
手接雨水吞服！ ———他本可待真正伤愈
才出院， 但在日本人的医院里他只要不
是昏迷状态就一分钟也待不下去。 这份
坚定的爱国心不禁让人联想到《麻雀》里
的唐山海高唱“万里长城万里长”走向活
埋坑的从容———爱国， 是可以断然放弃
健康和生命的。

此外， 编剧还巧妙运用互文手法使
故事形成闭环。 如林楠笙与左秋明坐在
长椅上畅想抗战必胜的场景， 与当年的
邮差和渔夫何其相似乃尔？！曾将顾慎言
逼得悬吊在天台才得以脱身的青年林楠
笙在大撤退时反被顾从坠落边缘拉了上
来， 执行找出内鬼邮差任务的林楠笙最
后却成为邮差的接棒人， 曾经腼腆青涩
的特训班毕业生返沪后成为副站长，穿
上了顾慎言般滴水不漏的铠甲……从

1936 年夏天到淮海战役前夕，林楠笙的
成长，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有力。

当然，该剧不可能十全十美，有些细
节并不合逻辑，但瑕不掩瑜不可否认。电
视剧《叛逆者》让观众看到那一代青年人
在家国存亡绝续之际所经历的复杂情
绪， 很好地诠释了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才
能救中国的历史命题。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立主脑：展现同仇敌忾之“战”的宽广格局

关于理想与信仰

他们皆是那个时代

暗中求索的“叛逆者”

茛 《叛逆者》中，共产党一次次在林楠笙周围投下明亮光圈

▲ 《叛逆者》中，军统上海站的氛围使林楠笙不由一次次产生动摇和质疑

医疗剧《脑海深处 》给人的观感是
奇特的。 一方面，它的专业性在国产医
疗剧中实属少见 ， 尤其是对医生伦理
的讨论非常有深度；另一方面 ，它在剧
情铺展上又不够精彩 ， 很考验观众的
耐心。

这样一种两极分化的状况也反映
在该剧播出之后收获的社会反响上。 豆
瓣和知乎上很多网友感叹“我们终于有
了一部专业的医疗剧”， 甚至引发不少
医生的自发推荐。 但与此同时，该剧的
热度却有些尴尬，并未真正出圈。

《脑海深处 》口碑与热度的不成正
比，恰恰引人深思，为我们提供了探讨
国产行业剧如何做到既专业又好看的
契机。

专业性方面，《脑海
深处》在国产行业剧中值
得高度肯定。但它的难以
出圈，却也证明行业剧只
有专业性是不够的

长期以来 ，国产行业剧因其 “挂羊
头卖狗肉”而备受观众诟病。 以医疗剧

为例， 从 2000 年迄今已有近 25 部作
品播出， 但其中要么像 《爱的妇产科》

《心术》《最后诊断》等剧集，本质上是发
生在医院的爱情故事；要么像《柳叶刀》

《外科风云》 等或充满着阴谋或复仇的
主导线索，医疗情节及其冲突 ，都是服
务于主导线索的“功能”和“工具”；又如
《儿科医生》这样立足医疗核心主题，但
因为服化道以及人物表演等细节方面
的粗枝大叶 ， 导致其引发观众大量吐
槽。 从总体上看，国产行业职场剧的专
业度存在两种明显的缺失 ：其一 ，将行
业职场仅仅作为叙事展开的空间，内里
填充的仍然是谈情说爱、家长里短的故
事；其二，尽管从主观上试图建立行业
剧的叙事，并借鉴国外优秀剧集的类型
融合的方法，但由于缺乏对行业职场类
型剧本体逻辑的深入认识，导致作为叙
事线索的权谋或复仇最终凌驾于行业
叙事之上，行业叙事单元成为辅助主线
叙事和人物建立的功能性存在，缺乏独
立的价值。 真正服从于行业本体逻辑进
行叙事建构，实现医疗行业剧的专业性
的，只有《无限生机》和《脑海深处》等屈
指可数的几部。

从专业性凸显的角度而言 ，《脑海
深处》 在国产行业剧
中是值得高度肯定
的。 该剧在 12 集、每
集 30 分钟的简短剧
情里， 通过两位争夺
国家自然杰青基金的
脑外科年轻医生———

为人冷漠， 认为手术
不是解决病情的唯一
手段的 “独行侠 ”范
旬，以及海归医生，倡
导科技必将代替人
工， 推崇先进技术能
够解决所有病情的
“手术狂”岱一山———

在面对抑郁症动脉瘤
患者叶锦锦溺水后脑
死亡是否进一步救
治、 因过度治疗引发
术后幻觉最终跳楼自
杀的何希伦、 以及对
先天性髓母胶质瘤的
5 岁女孩“小北极”是
否进行手术等众多病
例中， 治疗理念上的
冲突、医疗的后果等，

展现了范旬、岱一山、

郭业、 陈都都等医生
群体的成长， 并借助

剧情深入地讨论了医疗人伦的复杂问
题：在面对具体病人的时候 ，医生究竟
应该严格遵守医疗规定 ， 还是打破制
度遵从个人内心 ？ 这种选择会对患者
及其家属带来什么后果 ？ ……该剧的
专业性就体现在 ： 既通过具体剧中的
病例故事为观众普及神经外科相关疾
病的专业知识 、 展示神外科医疗技术
的发展， 又透过剧情冲突与观众探讨
医疗伦理的问题，更汇集 30 多位各大
医院神经外科专家顾问 ，在剧情推敲 、

剧集后面专家现身说法进行知识普
及。 因而，在视频弹幕 、豆瓣评论和知
乎评价中， 观众对其专业性都给予高
度评价。

但这样专业性的行业剧，却无法出
圈，引发更大范围的关注 ，说明单纯依
靠专业性并无法让行业剧走得更远。

固守于专业，而忽视
对人物因行业场域所影
响的人生选择和情感状
态，实际上就丧失了医疗
行业剧引发共鸣的契机

与之对比，与《脑海深处》几乎同时
播出的古装法医探案网剧 《御赐小仵
作》成为爆款并非偶然。 该剧的出色之
处，就是不仅仅以 PPT 式的严谨说明，

构建古代“法医”侦查破案的专业性，而
且很好地将专业性与悬疑探案的主导
类型、楚楚与安郡王之间基于“专业”上
的协作与赏识而产生的爱情线索等，实
现了有机的融合。 可以说，三者在专业
性与观赏性的构建上相得益彰、相互增
益。 正是楚楚超人的验尸侦破能力，不
断地掀起更大的阴谋，而其自身复杂的
身世之谜， 不断地推进叙事的进展，她
与安郡王之间的情感推进，正是在上下
级为侦破案件，以及因为身世之谜而相
互试探的过程中产生。 事实上，这种通
过类型融合的方式来构建行业剧的专
业性与观赏性的平衡，已成为国际上广
泛运用的行业剧的基本经验。

然而，类型融合并非医疗行业剧的
唯一出路。 以迄今为止收获了最高评价
的国产医疗剧 《无限生机 》（2005）为
例，该剧以高度纪实的风格 、极快的节
奏和丰富的故事细节，生动地讲述了一
群急诊室医生在面对各种类型病人和
繁重超时工作下所面临的种种人生、情
感和价值选择的问题，以急诊室为一个
生命聚焦的棱镜，展现了人生百态。 该
剧每集围绕至少三个重病人、四个以上

轻病人的不同急救故事交错展开，通过
快节奏的情节推进，高度真实还原急诊
室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现实场景和紧
张氛围，突出对生命敬畏的主题 ，书写
了医生们 “面对无数次死亡却不退缩”

的勇气与成长、病人 “面对病魔却始终
珍爱自己的生命”的命题。

相比之下，《脑海深处》在观赏性上
存在的不足就很明显 ：其一 ，该剧在叙
事的推进不够成熟。 一方面，相比于这
些已成为经典的医疗行业剧奠基于医
院这样繁忙而紧张的环境和氛围所需
要的快节奏叙事而言，《脑海深处》的叙
事节奏显得相对较慢 ；另一方面 ，剧情
的推进和人物的出场借助的是老实习
生“锅爷”和其他人物的旁白，是一种较
为低层次的“图解式”叙事，无法通过剧
情和叙事本身来呈现和推进，有观众反
映其第一集的开场缺乏吸引力 ，“留客
度”比较低，就是这个原因。 其二，在叙
事的类型融合方面，《脑海深处》中不同
人物的故事线都缺乏相应的展开，范旬
的爱情线单薄支撑不足、护士长的家庭
与工作之间的矛盾冲突缺乏更好地丰
富推进、而像“船长”“岱一山”等，更缺
乏其他生活的侧面。 事实上，医疗行业
剧的张力就在于生与死之间的人生百
态和生命体悟的时时上演， 其情感、隐
私、背叛或欲望在极端情境之下或意外
暴露、或真诚悔解、或寻求复合等所带
来的人生的复杂面相和精神困境，成为
该类型行业剧最具有看点之处。 固守于
专业，而忽视对不同人物因行业场域所
影响的人生选择和情感状态，实际上就
丧失了医疗行业剧走向更广阔人群引
发共鸣的契机。

以医疗 、律师 、公关等行业职场剧
的本体逻辑就在于：其矛盾往往与社会
现实问题息息相关，一般以医生 、律师
等职场精英为视点和线索， 通过医院、

法庭等具有事件集聚、高度冲突的职场
场域，来展现行业内在多层次的社会问
题、行业伦理、人性冲突与精神困境等
复杂的问题；而主要的职场人物在行业
场域与个人情感交织的线索中实现自
我的专业和人格成长，使职场行业剧具
有鲜明的成长叙事和复杂的人生百态
的特征。 这不仅使其具有与其他类型进
行多元融合的空间，而且具有戏剧冲突
集中、社会痛点聚焦、叙事节奏快、人物
成长代入感强，容易吸引观众 ，引发共
鸣的优势。 这似乎正是行业剧既专业又
好看的密匙。

（作者为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医疗剧《脑海深处》口碑与热度的不成正比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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