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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误判》导演甄子丹：

挑战律政题材，“文戏武拍”诠释正义公理

《不想和你有遗憾》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

年轻化、情感化、精致化：

《孤星计划》开启
“谍战+”的新思路

源于真实，故事警醒世人

“我拍了 40多年电影，第一次

涉足律政题材。”黄百鸣感慨地

说。2024年，由检察日报社指导

的春节档电影《第二十条》的热映

在全国引起轰动，香港地区也反

响强烈，这让黄百鸣深刻意识到，

法治题材电影同样可以叫好又叫

座。

《误判》正是基于这样的市场

反馈而筹备的项目，它根据真实

冤案改编，一位年轻人因借出住

址而误收毒品包裹，在辩护律师

的诱骗误导下，稀里糊涂承认了

贩毒控罪，最终被判入狱。黄百

鸣在深入调查后发现，类似案件

在香港竟发生过数百起，“这些年

轻人往往因贪图小便宜，仅为一

千块钱就误入歧途，陷入牢狱之

灾，实在令人惋惜。”他深感这个

故事蕴含着强烈的警醒与教育意

义，希望通过电影让更多人认识

到此类问题的严重性，避免悲剧

重演。

黄百鸣的儿子黄子桓，也是

《叶问》系列电影的编剧，负责《误

判》剧本创作。当黄子桓提出在

故事中加入动作戏时，黄百鸣第

一时间想到了甄子丹。2008年，

两人合作的《叶问》将甄子丹的演

艺事业推向巅峰，“叶问”系列更

是成为其代表作。甄子丹回忆起

接到邀约时的情景，坦言自己起

初极为犹豫，“这种题材并非我所

擅长，我担心无法驾驭。”但经过

两个月的深思熟虑，他在有了初

步创作方向后最终应允，“我一直

对幕后工作充满热情，此次执导

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希望尝试新

的挑战。”

创新手法，平衡商业与法律

律 政 题 材 与 商 业 元 素 的 融

合，向来是电影创作的难题。甄

子丹深知这一点，他认为既然自

己参演，动作戏必不可少，“如何

平衡两者关系，把故事深入浅出

地呈现给观众，着实花费了我大

量时间。”在他看来，《误判》故事

本身并不复杂，关键在于用轻松

的方式传递故事精神，“观众不喜

欢被说教，更喜欢寓教于乐。”因

此，他力求创新，避免重复以往内

容与常见表达方式，“每天都在思

考如何让每场戏独具特色，吸引

观众投入其中。”

甄子丹对动作戏信心满满，

但片中的文戏对他而言却是巨大

挑战。为了确保文戏质量，他下

足功夫，找来大量资料研究，聘请

专业法律顾问，对故事发生的特

定时期和时代感进行细致考证，

剧本更是反复打磨十稿。尤其是

法庭戏，作为律政题材电影的关

键部分，甄子丹决心打破常规，

“我采用‘文戏武拍’的手法，借鉴

武术的节奏和手法，让观众在不

知不觉中兴奋投入，调动情绪，使

每个段落的情感得以升华。”影片

中有一场长达 20分钟的法庭戏，

甄子丹将其分为三个段落，各有

节奏和亮点，整体情绪逐步攀升，

最终他饰演的检察官霍子豪与许

冠文饰演的大法官正面对决，将

气氛推向高潮，让观众仿佛置身

紧张激烈的庭审现场，深刻感受

到角色间的激烈交锋与故事的跌

宕起伏。

阵容强大，演绎精彩群像

《误判》的演员阵容堪称强

大，既有张智霖、吴镇宇等实力派

演员，又有许冠文、汪明荃等久违

大银幕的资深艺人。甄子丹透

露，许冠文在片场的表演充满惊

喜，“他不按套路出牌，每条表演

都不一样，这种新鲜感为影片增

色不少。”甄子丹注重观察演员表

演，善于捕捉演员与角色的契合

点，激发他们最精彩的表演瞬间。

值得一提的是，甄子丹邀请

了自己的父亲出演片中霍子豪的

父亲。尽管戏份不多，但角色意

义重大，“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深

远，这个角色能强化霍子豪的内

心转变，使其更真实可信。”通过

这一安排，观众可以更深入地理

解霍子豪这一角色的成长背景与

性格成因，增强了角色的立体感

和故事的感染力。

动作创新，传递正能量

作为动作片领域的佼佼者，

甄子丹在《误判》中精心设计了五

场风格各异的打斗戏，充分展现

了他在动作设计上的创新才华。

尤其是地铁中的打斗戏，动作设

计与调度完美契合地铁空间特点

和高速行驶状态，营造出强烈的

压迫感，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感

受到紧张刺激的氛围。

甄子丹在《误判》中塑造了与

以往不同的银幕形象霍子豪，“他

不仅能打，更具智慧。”为使角色

真实可信，甄子丹特意让霍子豪

在影片开头保持低调。霍子豪从

警队转行至律政行业，起初饱受

同事质疑，但凭借自身能力和不

畏强权的精神，逐渐赢得信任。

甄子丹希望通过霍子豪这一角色

传递给观众正义公理的信念，“我

始终相信世界充满正义与公理，

希望通过电影将正能量和美好传

递给社会，这也是我一直秉持的

初心。”

《误判》不仅是一部电影，更

是甄子丹在电影创作道路上的一

次全新探索与突破。他以“文戏

武拍”的独特手法，融合商业元素

与律政题材，通过精彩的故事和

演员们的出色表演，为观众呈现

了一个充满正义与公理的世界。

相信这部电影会在观众心中留下

深刻印象，引发人们对法治、正义

以及人性的深入思考。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文联电影

艺术中心和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等联

合主办的电影《不想和你有遗憾》专

家观摩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该片由

蒋钦民执导，丞磊、索微领衔主演，

罗昭东、栾蕾英主演，根据作家姚鄂

梅的小说《像天一样高》改编，讲述

了一段发生在奇美之地阿尔山的浪

漫诗意故事。截至目前，这部小成

本影片票房已近 1800万元，引起业

界的高度关注。

此次专家观摩研讨会邀请了电

影界、评论界和媒体界的多位专家

学者，与导演蒋钦民、制片人池清波

进行深入的交流和讨论。与会专家

一致认为，《不想和你有遗憾》以诗

歌为载体，将镜头对准了阿尔山的

壮丽风光，实现了影视与文旅的双

向奔赴，在类型探索和主题价值上

具有较大突破，对于今后的电影创

作及市场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会上，影片导演、编剧兼总制片

人蒋钦民透露，他的创作灵感源自

于上世纪 80 年代，对一个诗歌繁

荣、诗作频出时代的怀念和回望。

为了展现主人公追求理想和创作的

愿望，影片大胆启用新人演员，只为

表达那一代人的纯真和充满理想的

青涩面貌。

“构建这样精神栖息的‘乌托邦’

并非空中楼阁，而是进行了充分的

市场调研”，据池清波透露，他们对

影片的投资回报比进行了缜密的风

投测算，并且在宣发上量体裁衣，通

过对宣发投入和资金配比的反复演

算，着重把握了宣发的优先级，注重

战略上的“轻重缓急”，针对上映期

间的宣发工作做了侧重、放缓、强

化、减轻的策略调整与优化调控，积

极探索适用于小成本影片的宣发节

奏和路径打法。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表示，当今影视艺术的娱乐化倾向

愈发显著，在要求强类型、强情节、

强故事的市场环境中，《不想和你有

遗憾》突破了传统文艺片的私人化

表达窠臼，是创作者对 80年代青年

男女追求理想生活的别样表达 ,除
了个人独具的社会情感体验外，还

蕴含着那个时代的精神烙印。中国

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宋智

勤肯定了主创团队的努力，赞赏影

片“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故事情

节扣人心弦、角色塑造富有深度，引

发了年轻观众对情感和人生的思

考，是一部形式新颖、故事富有深度

的影片。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

张卫认为，影片较有丰厚的文学性，

是在讲述文学创作者不断追求自

我、认识自我、追求精神家园的故

事。《光明日报》高级编辑李春利肯

定了影片的创作价值，认为影片与

文旅很好地结合，刻画了一个乌托

邦的世界，从中看到了美景和情境。

《文艺报》编审高小立认为影片

将诗歌完美融入到剧情中，让观众

重温到 80年代的诗意与浪漫岁月，

致敬了 80年代的诗人和年代，具有

较强的共情力。在北京电影学院文

学系副教授杨蕊看来，影片的叙事

逻辑和方式独特，利用诗歌和影像

的结合带来了唯美的情感体验；影

片很好地将文旅和故事融入在了一

起，通过构建一个乌托邦的世界，托

寄了理想主义的情感情怀。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赵

卫防指出，影片呈现了文学性的意

境，充满着诗意的风格，在创作和宣

发上很好地将影视与文旅融合在一

起，这种方式对于今后的影视剧宣发

具有启发意义。电影频道节目部主

任董瑞峰表示，原著小说有一定的受

众基础，提供了比较好的改编基础，

影片中有诗歌、有爱情、有电影，也兼

顾到了现在观众的迭代对文化产品

多样化需求的变化。资深媒体人、财

新传媒副总经理马戎戎也肯定了导

演在影像方面的掌控能力。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网信处

处长王纯认为影片通过刻画主角们

对于物质和精神的反抗和逃避，反

映了当代不同观众的人生价值观，

非常契合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内核需

求。聚影汇创始人朱玉卿表示，影

片不同于以往的类型电影，而是用

慢节奏的方式描绘人物情感，探索

了镜头表现对象更多的可能性，从

而感受片中所传递的情感力量。

（姬政鹏）

作为一部谍战悬疑电影，《孤星计

划》不仅讲述了我党的青春岁月，也为

当代年轻人打开了一扇了解党史的

窗。影片将革命历史题材与当代审美

相结合，给新时代的主旋律电影带来

了新的创新思路——年轻化、情感化、

精致化。通过这三种改变，电影成功

塑造了一个充满理想与勇气的青春群

像，也为观众呈现了一段荡气回肠的

革命历程。

影片的主角是王源饰演的李一

民，一位普通工人，偶然结识了一群怀

揣理想的青年学生以及他们的老师，

他们肩负起掩护重要人物撤离的任

务，勇敢与各方势力展开生死博斗。

电影的情节紧凑且富有张力，细节紧

扣观众的情绪。

与传统谍战片不同，《孤星计划》

将视角聚焦于大时代背景下的年轻人

和小人物，这是影片的一大亮点。在

过去的谍战电影中，英雄往往是早已

成熟的革命者，实际上写的是一个英

雄的传奇。然而，在那个风起云涌，敌

友难辨的年代里，有一群平凡的青年

人做出了不平凡的抉择，他们以自身

勇气为马，怀揣梦想与信念奋力向

前。其实很多人都像这群年轻人一

样，从一张白纸出发，经过血与火的淬

炼，最后成为了坚定的革命者。

李一民这一角色本身具有很强的

成长性。从初期的青涩和自卑，到后

来逐渐确立信念与坚持，王源凭借与

生俱来的青涩感，生动诠释了角色特

点与其内心变化，观众能从李一民的

成长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加上这

几个人物都有不同的性格特点，包括

他们的成长背景、家庭出身，所以从人

物成长的角度上来讲，它更加的丰富、

更加多元。《孤星计划》通过这种人物

刻画方式，把时代的宏大背景与个体

的成长故事紧密结合，使普通观众也

能与角色产生深刻的共鸣。

此外，影片在视觉表现上的精致

度也值得称道。导演巧妙将黑色电影

的风格元素与革命题材融合，通过独

特的影调、灯光、色彩和美术设计，再

现了那个年代的暗黑氛围。影片的艺

术表达，不仅烘托出革命者的坚定信

念，也为观众带来更强的代入感，值得

后来的创作者学习借鉴。

可以说，电影用年轻化、情感化、

精致化的新思路，完成了“谍战+”的新

尝试。在谍战的框架下拍摄“回忆杀”

的故事，翻看同学录、相片等场景看似

闲笔，实际上，通过照片，进入到回忆

当中，进入到过去同学时光的场景当

中，这样的设计也契合了现在的一种

社会心理，一种怀旧心理，这也是一种

让人共情的一个很好的点，为年轻人

进入革命历史提供了一条新的通道。

（作者为中国影协理论评论委员会

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2024年岁末，三部中央新闻纪录

电影制片厂（集团）出品的纪录电影陆

续进入院线上映，分别是聚焦北京市

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您的声音》、

刻画新时代奋斗者群像的《盛世如愿》

以及反映新中国防灾、抗灾工作的《极

限守护》。

作为纪录片的重度“发烧友”，我

分别观看了这三部纪录电影。身为看

着《新闻简报》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

央新影对我们并不陌生，它诞生至今

近 90年，曾产出了大量最重要、最具

有文献价值的新闻纪录片，成为共和

国的历史影像档案馆。

不管身处哪个时代，我们总是能

从中央新影纪录片人创作的作品中，

感受到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团队薪火

相承的传统。“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

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

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

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

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

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唯一源泉……”

中央新影的前身——八路军总政

治部延安电影团成立四年后的 1942
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高度概括和总结了艺术创作

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艺术来源于生

活，艺术服务于人民。十年前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

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观，我以为一直是几代新影

人所坚守的重要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艺术可

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

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

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

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从中央

新影的发展历程中，从这个团队所摄

录的40多万分钟的纪录电影素材中，

我们能深深体会到扎根生活沃土，为

人民抒写、抒情、抒怀的创作传统；我

们能深切感受到那种文章归于人心、

立言达乎民情的纪录者情怀。

2024年末公映的这三部纪录电

影，题材各异，风格不同，但如果梳理

它们共同之处，那就是创作者都同样

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

质、吃透生活底蕴，咀嚼和消化生活，

在丰沃的生活土壤上，刻画细节，塑造

形象。

纪录电影《您的声音》聚焦于北京

12345市民服务热线带动的城市治理

改革，本身这个题目，政策性强，宏观

而浩繁，容易让观众感觉枯燥，但可贵

的是，导演选取了七段发生于基层的

凡人小事，从北京市民和基层社区干

部的视角，从万家灯火、柴米油盐里发

生的碰撞、矛盾出发，生动讲述了一个

自下而上、推动城市治理的新时代故

事。影片里的人物，似乎完全无视了

镜头的存在，松弛地呈现生活的本真

面貌；影片里的故事，仿佛就发生在你

我身边，它们以自然、合理的状态展示

在观众面前。创作者没有回避生活中

的矛盾、冲突，以及群众的诉求、意见，

但创作者抓住了生活的本质，并以此

构建起含蓄又坚定的主题，让看似一

地鸡毛的生活琐事，都在润物无声的

累积和递进中形成宏大叙事。看完电

影，我会记住不辞辛苦，有时会遭遇误

解的社区工作者小徐，会因为居民李

奶奶的故事而发出会心一笑，看到邻

里间关于加装电梯的争吵会产生身临

其境的感受……

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绝不

可能是偶遇；靠摆拍和表演，也无法达

到这种似曾相识的真实，“闭门觅句非

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我们坚信，

纪录片的魅力与价值，一直在于深入

生活、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

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

中汲取营养，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

在自己的笔端和镜头——而这，理应

是我们每一个艺术创作者所应珍惜和

延续的艺术观和方法论。

在中央新影近期呈现的这三部纪

录电影中，我们都能清晰看到这种宝

贵的传统。电影《盛世如愿》用六位普

通岗位奋斗者的故事，刻画了新时代

中国奋进的群像；电影《极限守护》更

是以人道主义的立场，站在普通人的

角度，讲述了中国抗灾、救灾、防灾的

制度优势和显著成就。

我们发现，宏大的主题，总是能被

中央新影的导演们落地于平凡世界，

落实于微小的切口、真实的故事。那

些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有血有肉，有

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

突和挣扎，他们的真实经历、他们的甘

苦冷暖、他们的憧憬梦想、他们所从事

的伟大实践，层累起时代的高山。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

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

是历史的“剧作者”。习近平总书记曾

形象阐释了艺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

底色。从抗战烽火年代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在新影创作的纪录片

作品中，我们能深深感受到“以人民为

中心”的觉悟与诚意。

时代总是在不断变化，艺术的手

法、品位和风格也“无日不趋新”，然

而，植根于平凡生活的土壤，时刻与人

民同在，这始终是艺术作品成功之所

在，也是一个团队所应一直秉承、延续

并努力发扬光大的。

■文/陆绍阳

只是征行自有诗
——中央新影2024岁末多部纪录电影观后

在电影的多元世界中，每一部作品都是

创作者对不同题材的探索与挑战。由黄百

鸣、甄子丹联合监制，甄子丹执导并主演的

律政题材电影《误判》于2024年12月27日全

国公映，引发了观众的广泛关注。截至2024
年 12月 30日，该片票房已超 2亿元，成绩斐

然。近日，该片出品方之一最高人民检察院

影视中心在北京举行媒体观影会，放映结束

后，黄百鸣现身现场，甄子丹则通过视频连

线与媒体分享了这部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

让我们得以深入了解这部作品的诞生历程。

■文/本报记者 赵 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