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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莫斯科行动》，
向守护我们安危的人致敬

上海出品、浙江卫视播出，改编自1993年中俄列车劫案

上海出品的电视剧 《莫斯科行动》
正在浙江卫视播出 。 这部改编自 1993
年中俄列车劫案的刑侦题材剧播出后口

碑颇佳， 网络播放量突破一亿， 网络评

分达到 8 分。
《心理罪》《余罪》《白夜追凶》《无证

之罪》 等多部设定新颖的网络剧在最近

几年间问世，相比之下，取材自真实事件

的《莫斯科行动》在内容呈现上“本分”得
多———没有血腥恐怖的犯罪现场， 没有

猎 奇 的 犯 罪 心 理 ， 更 没 有 高 智 商 神

探———观 众 看 到 的 是 在 异 国 没 有 执 法

权， 但凭胆识、 智慧与坚韧， 与犯罪分

子较量最终伸张正义的故事。 剧中为人

民生命财产安危而战斗的中国 警 察 立

像， 让人们看到， 刑侦题材作品在猎奇

风格刺激收视之外， 更多地关注人文、
社会命题， 传达出热血雄风、 正义英勇

的正能量。

不血腥不惊悚，实地拍摄
还原当年传奇

上世纪 90 年代初，不少中国商人涌

入俄罗斯 “淘金 ”，1993 年 5 月 ，一趟从

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遭到多伙匪

徒抢劫，多人被打伤、刺伤，造成中国公

民巨大的财产损失。 我国警方派出专案

小组，远赴俄罗斯，一场曲折惊险的追缉

之旅就此展开。 导演张睿介绍， 电视剧

《莫斯科行动》 在还原当年事实的基础

上，辅以戏剧艺术再加工。
与“罪犯是谁”为最大悬念不同，《莫

斯科行动》 中身处境外的涉案团伙从一

开始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只是中国警

察在俄罗斯没有执法权， 也没有受害人

第一时间指认嫌疑人， 让犯案团伙钻了

法律的空子。为此，夏雨饰演的陈尔力带

领一支中国警察秘密小分队来 到 俄 罗

斯， 驻扎在中国商人云集的小旅馆，以

“倒爷”的身份为掩护，暗中查找中俄列

车大劫案的情报线索， 试图将在逃涉案

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 中国警察如何在

不亮武器和身份的情况下， 对四名犯罪

分子头目进行逐个击破成为最大看点。
答案已知的情况下，观众追不追，全

看正邪双方彼此“设局”“破局”的精彩程

度。开播以来，剧中几场“心智较量”环环

相扣，颇具看点。 以智擒朱三为例，陈尔

力故意招惹当地帮派势力， 并冒充朱三

手下，在朱三试图抢劫中国市场之时，挑
起双方矛盾，致使其当街火拼，被俄罗斯

警方逮捕。 这种戏剧化的处理为呈现真

实案件的传奇性加码。
值得一提的是，剧中 80%的剧情在

俄罗斯实景拍摄， 剧组在莫斯科一拍就

是三个月。 剧中不但有中国演员还有百

位俄罗斯演员， 剧组还找来有当年质感

的家具与汽车， 可以说，30 年前的莫斯

科风土人情也是该剧的一大看点。

镜头聚焦跨越国境全力
守护国人安危的人民警察

真实可信的人物设定是 《莫斯科行

动》的一大亮点。调查小分队中的中国警

察各有各的性格特点， 阅历背景也各不

相同，却都与“执行任务中的人民警察”
这一身份贴合，保持了“凡事不出风头、
时刻保持警惕”的工作作风。

导演介绍，为还原真实的人物，主创

团队在拍摄前对几位警察原型都进行了

深入的采访和了解， 最终将参与案件的

九位警察浓缩到了剧中这五个各有所长

的角色身上。 他们中有陈尔力这样有勇

有谋的团队领导， 有精通俄语的学者型

新人，有拳脚颇佳的格斗人才，有善于同

人打交道的年轻警察， 也有经验丰富不

苟言笑的老警察。没有料事如神的“最强

大脑”，甚至没有武器，他们更像是一群

普通人，凭着对责任的坚守、精密的布局

以及偶尔的灵光一现， 舍命完成这项跨

越国境的艰巨任务， 为身处异国他乡的

中国公民讨回公道。
荧屏中的故事跌宕起伏， 如中国警

察在破案过程中遭遇巨大的生命威胁，
这样的呈现并不夸张。 据陈尔力的原型

人物， 时任北京铁路公安处副处长的程

亚力回忆，当时匪徒手中有鲨鱼枪、德国

五连发， 而中国警察手里一度只有擀面

杖与弹簧锁，办案难度极大。但在参与如

此危险的行动之前， 人民警察是不能向

家人透露半分的。 在程亚力赶往莫斯科

的前一天晚上， 行动组成员有一个小时

的时间回家看看。 因为年幼的儿子已经

睡着，他便在家里的小黑板上写下留言：
“爸爸出差要到很远的地方， 在家要听妈

妈的话，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做一个对社

会有用的人。 爸爸，亚力。 ”程亚力当时觉

得，这句话很有可能是诀别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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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诚又笃定的他们，
让我们不吝于谈“情怀”

电影《无问西东》引发热烈讨论，尤其是片中的原型人物，在社交圈里成“红人”

“人总是需要一点精神的，电影亦

如是。 ”连续数日，清华大学教授尹鸿

的朋友圈被电影《无问西东》刷了屏。
这是理所当然的。作为清华人、电影的

策划者之一， 又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副主席，他是十足“圈内人”。而一部

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 应该是可以冲

出小圈子，抵达更广阔人群的，就像现

在这样。
自 1 月 12 日正式上映，《无问西

东》五天票房破 2 亿元。该片的起势并

不火， 口碑也两极化， 但随着一批批

观众在观影后有感而发， 它从口口相

传里赢了人气， 不但从上映第四天起

领跑单日票房， 还形成了可见的舆论

场。 一时间， 家国情怀、 学人风采、
儿女情长、 职场之道应和着影片里的

台词、 情节、 历史背景都成了网络热

点， 就连王敏佳收在枕边的蛤蜊油亦

能独立成章。
在专家看来， 观众对于这部影片

的讨论早已超出了电影艺术的范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周星

这样评价：“影片在艺术上的缺憾是剧

作过于放散而收拢无力。但显然，它收

到的反响是真诚的。 这真诚是质朴年

代的人性和人们期望现实中弥补精神

的交接。 ”
当下的青年向往哪种精神？ 社交

媒体上的新晋“红人”可探出一二。 他

们都是正片里 没 亮 出 姓 名 的 真 实 人

物：学术界的泰斗、科学界的功臣、为

民族崛起舍身成仁的青年。 这些历史

原型穿过时光，在“别人”的故事里、在
今天的青年人心里，熠熠生辉。更重要

的是，他们以其真实存在的赤诚和笃定，
让我们不吝于谈“情怀”。

由知识抵达了从容，给世
俗“成功学”降降温

影片里始于 1938 年的故事饱满动

人。那是在国产影视作品里很少出现、却
是中国学术史上无法忽视的西南联大。
它存在的八年多时间里，有不到 4000 名

学生毕业， 却从中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

获得者 、170 多位两院院士及百多位人

文大师。不过，西南联大里存在过的那些

学术成就、文采风流，《无问西东》里没有

刻意着墨。相反，除了投笔从戎的催泪大

戏，镜头转向了许多微处。
“静坐听雨”时，宣布听课赏雨的老

师是主角，推开窗的学生是主角，窗外的

风景也是。 那位从不因下雨而中断上课

的老师，叫马约翰。如今清华大学西区体

育馆南侧有 12 座雕像， 包括梅贻琦、闻
一多、梁思成等，马约翰是唯一一个因体

育被学校奉为“名家”的教授。又譬如电影

里空袭警报拉响，沈光耀跑进锅炉房煮冰

糖莲子，这同样有历史依据。 汪曾祺写过

多篇小文回忆他在昆明的求学往事。 “那
两年日本飞机三天两头来轰炸， 一有警

报，联大同学大都跑警报。 ”作家提到，有
位广东籍男生从来不跑。 郑智绵，酷爱甜

食，一有警报，他就用个很大的白搪瓷漱

口缸来煮莲子。一两小时后警报解除，莲
子也就煨得差不多了。

影片从历史 的 缝 隙 里 挖 出 这 些 琐

事，是否闲笔？读读汪曾祺的原文即可通

透：“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

不如‘跑警报’准确。 ”“躲”太消极，“逃”
又太狼狈。 唯独“跑警报”于紧张中透出

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

内容。 “有位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
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

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

一卷温飞卿或者李商隐的诗， 向郊外走

去。 日头偏西时， 估计日军飞机不会来

了，才慢慢回来。 ”
在西南大学 文 学 院 教 授 刘 宇 清 看

来，“片中的学人， 藉由知识抵达了无限

的从容， 而观众能借电影与前人的心灵

对话，由此获得超越的情怀”。 就像片中

1924 年的吴岭澜 ，在他的年代 ，理工科

叫作 “实科 ”，定义着成功 ；而文科被叫

“虚科”，只通往精神世界。虚科满分而实

科“不列”的学生为之困扰，梅校长劝导

他：“人把自己置身忙碌中， 有一种麻木

的踏实，但丧失了真实，你的青春也不过

只有这些日子。 ” 这话是说给吴岭澜听

的， 也是抛向浮躁社会某些世俗成功学

的降温贴。

学会于草木鸟兽的观察
中，体验一些生的意义

围绕《无问西东》的讨论有太多，并

且隐隐中有着变迁。上映一两天，观众的

感慨集中于“位卑未敢忘忧国”，集中于

“爱情的本质就是有人永远为你托底”，
集中于 “这影片告诉我们要好好读书”，
以及“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但拉开

一段时间想想， 这影片如此热烈甚至激

烈地被讨论，被贴上“燃”“幼稚的热血”
或是“矫情”的标签，原因何在？

有自媒体人写道， 比起没有好好活

过就早早离开了世界，“我更怕自己都还

没有好好当过青年，就直接跳到了世故、
精致利己、没有同情的中年”。 影评人史

航则说：“借用电影台词，‘从思索人生

意义的羞耻感中解放出来’ 此即该片

主旨吧。 人生意义毕竟值得思索。 ”
作为影片的华彩人物， 沈光耀的

殒命固然是一大泪点， 但真正让眼泪

溃不成军的， 是郭家双胞胎把他的素

描本送返沈家。那个全能的优秀男生，
他仔细观察过草木春色、河边渔人，也
悄悄画下了女生的背影。 读得圣贤书

的学生，以身许国的热血青年，同样懂

得 生 的 意 义———这 才 更 让 人 撕 心 裂

肺。还有片中的陈鹏，他的感人戏份存

于为王敏佳托底的刹那， 存于他为心

爱的姑娘攒银杏叶、攒化妆品，更存于

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眼神里。 1964 年，
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

功，满载的列车厢里都是欢腾的声音。
陈鹏摘下帽子，上面沾满落发。他习以

为常了， 却在抬起眼触碰到对面小女

孩惊诧的眼神时，神情有了微妙变化：
从一丝惊慌，到满满的暖暖的笑。无论

何时，他对明天满怀善意。
相对而言， 当代部分剧情显得有

些羸弱。但这个距离我们最近的人物，
也引领着同龄人重新审视自我、 思考

人生。 面对两个关于敏感而关键的问

题，张果果的回答都是“你猜”。这位闲

时玩击剑、 把自己藏在面具后的商场

精英，给出的回答看似职场的“盔甲”，
又何尝不是因为他的内心也在摇摆：
善与利己，哪个才是真谛。

冯至写过：“人每每为了无谓的喧

嚣，忘却生命的根蒂，不能在寂寞中、
在对于草木鸟兽的观察中体验一些生

的意义。 ”“思考人生”这四个字，在忽

而“狼系”忽而“佛系”的世俗里，尤为

珍贵，不该被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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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取消“自愿付费”引发争议

面临巨额赤字和政府补贴缩减，决定恢复25美元强制门票

日前，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宣布，
将于 3 月 1 日起向非纽约州居民强

制收取 25 美 元 的 门 票 费 。 这 意 味

着， 该馆持续了近 50 年的按需 “自

愿付费 ” 政策将终结 。 1970 年 ， 纽

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推出按需 “自愿

付费” 的收费政策， 即参观者可以按

照自己的意愿， 支付最高 25 美元的

入场费。
新政一经宣布， 就一石激起千层

浪。 《纽约时报》 以 “新政是一个错

误” 为题， 表明立场； 而 《纽约客》
评论员直指， 新的付费政策将削弱纽

约这座城市的影响力。
面对几乎一边倒的批评声， 大都

会艺术博物馆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丹

尼尔·韦斯表示并不意外。 在接受英

国 《卫报》 的采访时他说： “人们已

经习惯了之前的付费政策， 这样的消

息肯定会引起不快。 不过， 我们必须

面对的现实是， 这种按需自愿收费的

政策已经失败， 必须得到改变。”
丹尼尔·韦斯列举了一系列数字

来证明 “自愿付费” 已经失败。 过

去 13 年间，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到馆

人次由 470 万增加到了 700 万。 与

此相对应的是 ， 2004 年 ， 有 63％的

游客愿意全额支付建议门票价 25 美

元 ， 到 2016 年 ， 该 比 例 已 经 降 至

31%， 平均每位访客支付的门票费为

9 美元。
预计这项新的收费政策将为博物

馆增加每年 600 万到 1000 万美元的

收入 。 这一数字与博物馆每年 3.05 亿

美元的运营预算相比， 似乎显得微不足

道 。 不过 ， 韦斯表示 ， 1000 万美元的

额外收入相当于几百个就业机会或是举

办几个大型展览。 “我们并不认为新的

收费政策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但这

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收入。”
韦斯还表示， 博物馆强制收取门票

费用是出于经济需要， 也和纽约市计划

减少给博物馆的拨款有关。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与卢浮宫、 现

代艺术博物馆和古根海姆博物馆同属一

个级别的机构。 长期以来， 它和这些博

物馆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不强制收取门票

费用， 而是通过私人募捐和纽约市政府

公共资金维系自身的运转发展。
然而近几年， 争取纽约市政府资金

与艺术捐赠的竞争日趋激烈 。 与 此 同

时， 市政府表示会将一部分资金定点投

给其他文化服务匮乏的区域。 目前， 大

都会艺术博物馆每年从纽约市政府处获

得约 2600 万美元资金支持。 新的门票

政策实施后， 这一资金支持将至多减少

300 万美元。

不少反对意见提出， 认为 25 美

元的门票价格过高， 韦斯对此表示并

不赞同。 他指出，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

馆和古根海姆博物馆早已向访客收取

25 美元门票费用了。 “我们是全球

唯一一家既没有强制门票费用收入、
也没有大笔政 府 资 金 支 持 的 大 型 艺

术博物馆。 如果人们愿意花费 15 美

元去看一场电影， 那花上 25 美元享

受艺术， 又有何不可呢？” 据悉， 新

的门票政策实 施 后 ， 游 客 能 凭 门 票

连续三天访问 大 都 会 艺 术 博 物 馆 全

部三家机构。
不过， 已经习惯了 “自愿收费”

的 专 家 和 访 客 似 乎 对 此 并 不 买 账 ，
而纽约州市民 依 然 可 以 享 受 优 惠 政

策更让他们觉得 “受到歧视”， 甚至

大部分纽约人 都 认 为 这 一 政 策 不 合

时宜。 纽约市立艺术学院教授艾伦·
汉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它应该向每

个人敞开大门， 而不仅仅是向那些能

够支付全额门票或能够出示个人身份

的人开放。
如今，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财政

赤字已高达 4000 万美元。 大都会的

管理者正在寻求缩减赤字的方法， 收

费新政正是其中之一。 纽约市立大学

艺术博物馆研究主任哈丽特·塞尼认

为， 强烈的公众反应已经为新政蒙上

了一层阴影， 新政的颁布弊大于利。
“新政不会大幅削减赤字， 却引起了

公众的反感， 这为所有文化机构敲响

了警钟。 人们理解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的经济状况， 但我们希望他们不要把

压力转嫁到公众身上。”

真实可信的人物设定是 《莫斯科行动》 的一大亮点。 调查小分队中的中国

警察各有各的性格特点， 阅历背景也各不相同， 却都与 “执行任务中的人民警

察” 这一身份贴合。 图为电视剧 《莫斯科行动》 剧照。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资料图片）

尘世纷扰， 学会在寂寞中、 于草木鸟兽的观察中体验一些生的意义———这是 《无问西东》 传达的信息之一。 图为该片剧照。

63岁新人女作家获奖
新一年芥川奖和直木奖在日颁出

本报讯 （记者陈熙涵） 昨晚， 158
届芥川·直木奖在日揭晓。 作为日本老

牌的文学奖， 这届奖项分发给了三位作

家， 原因在于芥川奖难得地 “下” 了个

双黄蛋。 有意思的是， 获芥川奖的若竹

千佐子今年 63 岁， 但对文坛来说她还

是个刚出道的新人。 另一位获芥川奖的

作家同样是位女性———石井游佳。
据悉， 获这届直木奖的作品是门井

庆喜的《银河铁道之父》。 由于芥川奖奖

励的是文学新人， 所以目前二位女作家

的作品尚未被国内读者所熟知， 而获直

木奖的作家门井庆喜则有一定 的 知 名

度，2011 年已有作品《天才的价值》被引

进国内，担任该书中文版翻译的译者、作
家默音直言， 门井的获奖在她看来多少

有些意外。据了解，《天才的价值》在豆瓣

网上的评分只有 7.1 分。 不过，默音也表

示，门井的获奖作品自己并没看过，也许

这几年他的写作一直在进步也未可知。
芥川奖和直木奖， 是每年一月和八

月在日本评选的文学奖。 芥川奖的对象

是纯文学的新人作家， 直木奖大多是授

予写作和畅销程度较高的知名作家。 候

选作品在前一个月公开， 在社会舆论中

谁最终会获奖每年都会成为热门话题。
若竹千佐子此番的获奖作品 《就我

自个儿也要去》 写了一个 74 岁独居老

太太桃子的 “老之自由”。 24 岁那年秋

天， 亲戚朋友给桃子介绍对象， 桃子既

不喜欢也不讨厌， 就这么答应了婚事。
在举办婚礼的三天前， 桃子听到东京奥

运会的吹奏乐， 仿佛另一重人生的大门

打开了， 她毅然抛下一切离开故乡， 去

追逐 “梦想”。 50 年后， 74 岁的桃子在

生活了四十多年的都市的近郊一所房子

里独居。 每天的生活简单而重复， 回想

过去五十年里经历的许多事 ， 离 家 打

工， 与丈夫的相识相遇结婚成家， 一双

儿女的诞生成长， 丈夫的死去……身体

里仿佛有无数声音在跟自己对话。 背离

的故乡、 疏离的子女、 对亡夫的念想。
桃子觉得自己已没有了恐惧， “一定有

一个世界是我不曾想象的。 我要去看看

那儿， 即使只有我自个儿， 也要去！”
在若竹千佐 子 幽 默 与 豁 达 的 描 述

中， 读者在这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老之晚

景中看到了自己。 作家通过真实的个人

体验， 将这个代入感十足的故事讲得细

腻 动 人 、 丝 丝 入 扣 。 有 读 者 评 论 道 ：
“独居生活等同于凄惨吗？ 这个故事提

供了别样的解答， 老人心中潜藏的无数

‘她’， 正面回应着老龄社会面临的种种

问题……老之自由还是老之抱憾， 是一

个值得被文学关注的话题。”
石井游佳的获奖作品《百年泥》则将

视角对准了一个因离婚背了一身债的女

子。 因工作关系， 主人公 “我” 去往印

度生活三个月， 其间碰上了一场百年一

遇的洪水， 在上班的路上， “我” 和许

多人一起， 来到一座大桥上围观这一场

洪水……据悉， 石井游佳擅长通过各种

微妙的感受， 来描写存于此世的美好。
直木奖获奖作品 《银河铁道之父》

源自于日本昭和时代的早期诗人、 作家

宫泽贤治的 《银河铁道之夜》。 宫泽贤

治生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的一个商人之

家， 本应子承父业的他， 竟走上了文学

的道路。 《银河铁道之父》 描绘了宫泽

贤治曲折的经历及父子间的爱与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