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是谁》剧中出现的
株洲取景地：

天元区马家河

徐家桥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老校区）

南大门

天元区湘江河边（下游）

老文化路桥

纺织路涵洞

株洲南大门市场等地

石峰区清水塘片区（原水泥管厂）

神农公园

株洲石峰大桥

麻纺厂后门、麻纺厂

文化路天桥

中医药高专老校区实训楼

荷塘区金钩山路友元百货店

渌口区人大办公楼

（部分资料参考微信公众号

“文旅株洲”“静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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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艺评

悦读

于无色处见繁花
周勇

品读《教师文学》重磅推出谭圣

林的中篇小说《转行》，激起我不少

回忆。

1998 年到 2001 年，我和圣林同

在《职业与技术》杂志社做编辑、记

者。圣林是在 1995 年创刊之初，以名

列前茅的成绩通过招考，从罗霄山

下的革命老区炎陵，一头迈进省城

的。我来时，他已经担任编辑部副主

任。圣林话不多，但是文笔了得，寥

寥数语就能切中肯綮，才华得到编

辑部同仁一致公认。

在并肩作战的 3 年里，我和圣林

多次辗转于三湘四水，一起走进职

业学校和田间地头，寻找亮点，构思

角度，度过了一段最为丰盈的快乐

时光。

这期间，圣林撰写了上百篇反

映职校生风采的人物通讯，有的出

国留学成为学界精英，有的技艺精

湛历练成了大国工匠，有的白手起

家创办家庭农场，有的扎根大山带

动乡亲脱贫致富，有的加入突击队

奋战抗洪一线……这些职校典型亮

相推出后，在读者群里激起一浪又

一浪的热议，不少佳作还被《读者》

《青年文摘》等转载。他也有幸得到

了贾平凹、刘心武、汪国真、聂鑫森、

吴新宇、邓皓等知名作家的赏识和

支持。

这些人物通讯为圣林后期的创

作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素材。在《转

行》中，不少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源于

这一时期的日积月累。圣林以润物

细无声的笔法，为爬坡过坎的职业

教育事业增添了一束束明亮，扶起

了一个个失落的灵魂，也为职业学

校撑起了一把把遮风挡雨的伞。

圣林从杂志社转行后，笔墨转

向了他魂牵梦绕的父老乡亲和养育

他的青山秀水。一篇篇短篇小说，就

像泉水一样纯味，看似信马由缰，实

则饱含真情。

他写桂林舅舅喝酒，三两句就

让人忍俊不禁：“每次付完钱，酒瓶

盖子就启开了，一路走，一路喝，家

到了，酒光了，手一挥，酒瓶子飞到

垃圾堆里，砰的一声炸响，吓得鸡飞

狗跳。”

他写家乡一座山，犹如泼墨一

般，勾勒之间，纸上顿时青山隐隐。

圣林的老家在山清水秀的炎陵县农

村，那里的地物产丰富，那里的人热

情好客。会唱山歌的客家人喜欢喝

一碗糯米酿的水酒，做几坛山茶油

煎炸的馓子兰花根。山里人朴实，有

韧劲，特别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生

活。生养在这样的水土，让圣林的骨

子里有着与众不同的体验。他的短

篇小说《半边户》《卖谷》《砍柴》《酒

精》等当中的主角善良、本分，就像

一朵朵开在山野的无名花，不高贵，

甚至带刺，但有着不屈的力量。我一

边读《转行》一边想，圣林是一个在

生活中迸发灵感火花的人，这些角

色是他的兄弟、同事、朋友包括他自

己的复合。

和小说中罗道远一样，圣林师

范毕业后，也是分到了乡村学校教

书，与乡镇干部、企业员工、学生家

长打成一片……那个年代的师范生

都是尖子生考取的，个个多才多艺。

圣林也曾经在县城的歌舞厅里打过

架子鼓，和剧团的演员们打成一片，

《来生缘》《站台》《我的未来不是梦》

等，演奏得波涛汹涌、泪汗交流。小

说中所写的很多往事我几乎都听圣

林讲过。

这正是圣林小说创作的一大妙

处。生活是文学的土壤，但文学不是

运输生活垃圾的拖拉机。圣林在塑

造主人公罗道远这个形象时，小心

翼翼地筛选过滤，并规避了真实的

自我，避免走入了自传的陷阱。

圣林在刻画罗道远这个人物形

象时，保持了少有的克制，一个充满

矛盾的人，一个看起来完美但又存

在致命缺陷的人，就这样立了起来。

《转行》中罗道远的转行经历，折射

出的不只是他个人的无奈，也是乡

村教育的无奈、社会选择的无奈。一

曲《再回首》收尾，唱出了罗道远内

心深处无穷的痛楚和期盼。

站讲台、当乐手、跑新闻、做科

研、干经营、行公益，圣林多轮跨界

转行，际遇起伏跌宕，理想的鼓点从

未停息。从乡村到省城，从公职干部

到公益领衔人，从人物通讯到小说

创 作 ，从 写 真 实 的 人 ，到 写 人 的 真

实，圣林一步一个脚印，让自己生活

得有滋有味。

于无色处见繁花。有了这样的

执着和积淀，我期待，也深信，圣林

今后的每一次生活转折，都会成为

生命中华丽的转身。

3 月 14 日，自张译主演的悬疑刑侦剧

《他是谁》央视开播以来，热度一路攀升。

该剧剧情紧凑，悬疑满满。同时演员的表

演张弛有度，情节氛围很接地气，因而深

受观众喜爱，口碑一路狂飙。

没想到上一部张译主演的《狂飙》还

没走出“大火”的余温，又能看到他主演的

良心剧，这部又是大火。不得不说群众的

眼睛是雪亮的，好的电视剧谁能不喜欢。

随着剧集的播出，我们株洲的剧迷发

现，该剧开篇第一个场景，就是在咱们株

洲天元区马家河拍摄的！那熟悉的江水、

大路、烟囱……虽然用滤镜弄出八十年代

的沧桑感和电影感，仍然让人一眼认出！

激动了！

还有第二集 23 分 14 秒，剧集取景地

正是位于石峰区清水塘片区（原水泥管

厂）的石峰智能智造产业园，还出现了神

农公园、文化路天桥、南大门等地……剧

中频频出现“株洲元素”让人倍感亲切，网

友们在弹幕中戏称：“这儿我认识啊！”“这

不是我大株洲吗？”“昨天路过了那儿。”

“氛围感直接拉满！”株洲的观众在追剧时

会不会有种小时候“自己家附近上电视新

闻”的感觉？

除了在株洲的大量取景之外，还有很

多株洲人参与了这部剧的拍摄，多少是有

剧情和台词的，看到自己镜头得多么激动

啊，又可以朋友圈大方地“显摆”一回了。

株洲一名“00 后”小伙甚至在取景地翻拍

剧情短视频。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去年三月，电

视剧《他是谁》剧组曾在株洲市芦淞区建

宁街道的徐家桥、团结巷、李家坪、沿港

路等地进行拍摄取景，吸引了大量株洲

市民的关注。据悉，该剧组之所以选择这

条古老的老街作为取景地，主要是这里

充满了浓厚的市井烟火气，传统和现代

元素的完美融合，展现了新旧时代的衔

接；同时因为这里还保留了老株洲的历

史建筑，独具年代感，与此剧要呈现的效

果不谋而合。”

《他是谁》的剧情从 1988 年宁江市的

多起连环割喉杀人案说起，张译饰演的主

角卫国平在追查案件时，亲眼目睹搭档陈

山河遭凶手割喉，凶手逃离后便下落不

明。事发 8 年后，宁江连续发生两起碎尸

案，技术人员发现死者生前曾遭割喉，卫

国平猜测此案与 8 年前的连环杀人案有

关，于是展开新的调查。

编剧吴迪和李芳表示：“我们在做这

个剧的时候，还有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哪

怕有一个青少年观众因为看了这个剧，燃

起了立志从警的理想，我们都觉得格外值

得。所以在我们创作过程中，最要把握的

就是初心。我们恰恰是想写，中国的公安

干警们，在那个技术、资源都不足的情况

下，是如何坚持坚守的。”

这是一部诚意满满的好剧，剧中案件

疑点重重，对邪恶的揭露和对真相的追寻

让人大呼过瘾。作为一部吸引人的悬疑

剧，为了不剧透，小编就不过多谈论剧情

了，但你可以相信一点，这是部良心好剧，

制作精良，演员演技精湛，剧情扎实饱满，

人物性格立体……相信我，你一打开它就

会追到底，跟张译追凶一样执着。

如此荒诞的现实
送给吃瓜的你

——看《保你平安》
朱洁

前阵子旧手机内存不够用了，我便删了微博、淘宝、豆瓣

以及各种视频软件，只留下微信、QQ 两款社交软件，以备工

作上的沟通联络。所以，这些日子，我的生活清淡，处境闭塞，

根本想不到 AI 发展如此迅猛，不知道大江健三郎已成逝者，

无法每时每刻刷到明星动态和微博热搜，也搞不蛮清热映的

电影和热播的《狂飙》。《保你平安》是同事推荐我看的，她说

电影不错，于是我便去了电影院。

在我看来，《保你平安》算是一则现实的地狱式笑话，喜

剧荒诞的外壳，包裹着一个真实又无奈的故事——新网络时

代的网络暴力。落魄的中年大叔魏平安以直播带货卖墓地为

生，他的客户韩露过世后，被网络造谣抹黑。魏平安路见不

平，不惜得罪领导、权贵，为辟谣跑断腿，期间笑料频出，反转

不断，而他自己也因此陷入到新的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之中

……

其实，这不是第一部反映网络暴力的电影，十年前陈凯

歌的《搜索》就是这个主题了。不同的是，当移动互联进入直

播时代，网络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已密不可分，大家的社交、休

闲、运动甚至是职场，都离不开它。这种日新月异的社会背

景，给了《保你平安》更广阔也更加深刻的创作空间。

比如作为全片主线冲突的韩露，被网暴时她已是一位死

者。中国传统讲究“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但在《保你平安》

里，死人还要被“锤”，入土了还要被挖出来，这大概也是这个

时代特有的奇特现象。这让人想起这两年的一个网络流行词

——社会性死亡。一些遭遇网暴的人，人活着但“底裤”被扒

光，早已陷入“社死”；有的人，生命终结了，依然得不到安宁，

隐私被广而告之，还得再“社死”一遍。

网络直播时代，时刻都有热搜主角，人人都是吃瓜群众。

人们刷手机，点赞、留言、分享、刷礼物日常化的同时，也让网

络暴力更加频繁、影响更大。和《搜索》相比，《保你平安》中被

网暴的不只有韩露，甚至还波及她周围的人，也就是为她打

抱不平的魏平安。本是白领的韩露因死后“裸捐”不少钱，被

网络造谣是坐台小姐，钱来得不干净。作为她墓地的经理人，

魏平安在直播中为她说话，却“面对面”被网友 DISS 他们的关

系不纯，也陷入有口莫辩的窘境。人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

的东西，这个世界没有真相，你的认知就是真相。其实，人类

向来如此，准确来说是绝大部分人向来如此，所以勒庞以此

写了那本知名的社会心理学著作《乌合之众》。而有了网络这

层“马甲”，一群乌合之众的情绪化、无异议、低智商等特点就

被无限放大了。

好在《保你平安》终究是个温暖的故事。总有特立独行的

个体被孤立在乌合之众之外，他们有发现日心说的哥白尼，

有被人讽刺是猴子后代的达尔文，有不被人理解的凡高，有

坚守初心中年白头的安欣……，这里是为韩露证明清白的魏

平安。各种碰壁、被人误解、女儿受欺、受伤挂彩也阻碍不了

这个落魄男人看似愚蠢的坚持，那些爆笑和流泪的桥段便是

对他的“一根筋”看似嘲讽的赞美。真正追求真相和正义的

人，难道不值得被尊重和保护吗？

给人温暖的还有魏平安和女儿的故事，这是本片的附

线，却是正面表达电影主旨的段落。魏平安的女儿为父亲翻

译了韩露的微信签名——do what you think is right(做你认

为正确的事)。这句话后来也成为父女俩的人生信条，魏平安

为韩露辟谣跑断腿的同时，女儿也无惧校园欺凌，最终做出

了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

看完《保你平安》我的新手机也到了，我又重新下载了那

些 App，只是每一次刷手机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独立思考，

谨慎吃瓜。

尺幅之间，方寸之内的艺术灵光
——曾立力小小说印象

陈文潭

在株洲文坛，有宝刀不老的聂鑫森先

生，有佳作不断的万宁女士，还有以小小说

见长的段淑芳。我今天专门说说对老友曾

立力小小说的印象。

实话说，年轻时与曾兄接触并不多，当

时他在一家国企当领导，工作当然繁忙，文

学写作还只是“茶余饭后”之助兴。我曾应

邀为厂里的油印报《枣花》写稿，具体题目

和内容早已忘记，稿酬特殊，是其工厂生产

的瓷碗，故印象深刻，几十年不忘。后来，工

厂改制，曾兄下海，留洋，几经打拼，近年

“洗脚上岸”，我们得以重逢，重逢之后，难

免旧事重提。几十年的历练，不知曾兄吃了

多少苦，流了多少汗，在梦中有多少回见到

了缪斯？聊着聊着，扯到了小小说，有些共

识。承他厚爱，发了部分作品给我欣赏。老

实说，《安大师》《红军战士 001》《路碑》《石

码头》，印象较深。为何？别的作品，读后不

记得题目和内容，更不用说人物形象了。而

这几篇不然，人物形象和氛围营造会刻进

或挤进你的脑袋。

《安大师》发《微型小说》2018年第 17期。

普通工人小安，因有文学写作特长，在同事

中“声名鹊起”，连厂长也对之高看一眼。请

他到厂办当秘书，他不干。“发配”到最辛苦

最累人的车间劳动，有次“摆饭局”还被厂长

买了单。恃才傲物的小安，被厂里送到电大

学习，顺利进到文化单位工作。与工厂、工友

仍有联系，但与厂长一直不碰面。直到有一

天，被告知厂长“走了”，曾留给他两大本剪

报。只有一只手的厂长，把他的作品都剪贴

得整整齐齐。小安才如梦初醒。这个小故事，

两个人物，一个少不更事，恃才傲物，一个宽

宏大量，珍视人才，其人其事折射出生活的

哲理，耐人回味，令人深思。

《红军战士 001》，发《百花园》2017 年第

8 期。在国内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央苏区，一

名其貌不扬的农民，投身到红军队伍中来。

但他作战能力一般，首长甚至不“待见”。就

是这名战士，经过历练，最后在关键时刻发

挥了作用，成为“红军战士 001”。这也启示

我们，革命胜利是无数个先辈用鲜血和生

命换来的。这个 001，很朴实，却是种真实的

存在，是千百万普通革命战士的缩影。

无论是工厂“一把手”，还是战场“001”，

我认为，立力先生撷取生活场景，刻画人物

形象的能力，超出一般。他用“欲扬故抑”的

手法，写的是身边的小人物，却是让人印象

深刻的“这一个”，在芸芸众生中能有辨识度

的人物。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物，给人一些

启迪，一声叹息，抑或会心一笑，如此足矣。

《路碑》，发《百花园》，被《小说选刊》选

载。深山老林中，一位老者，为了纪念战友，为

了教育后人，先是自愿为烈士墓守护，后是亲

手打造了新的墓碑，篇幅精短，回味悠长。

《石码头》发《小小说选刊》2019 年 14

期。孤零零的石码头，苦雨凄风。“疯女人”

对爱情的守望，令人叹惋，多舛的命运，淡

淡的哀愁。隔夜冷茶，乃令人难忘的意象，

构成凄惋的爱情之歌。情之深，爱之烈、茶

之冷、思无邪。凭着一双慧眼，敏锐地捕捉

和破译生活的“密码”，在尺幅之间，方寸之

内，闪现出艺术的灵光，给读者美的享受。

这很不容易。曾立力先生做到了。

悬疑大剧《他是谁》热播，内含大量株洲取景地
罗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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