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个世纪初期，文坛诞生

了很多有见地、文笔优美的才

女，比如吕碧城、萧红、石评梅、

张爱玲，在世纪之交风雨变幻

的大环境里，她们倾尽文笔才

华来描写社会，深刻描摹时代

环境里的人性和生命。

读萧红的《呼兰河传》，在

她所讲述的发生在呼兰河这个

小城里那些有特色的故事里，

感受到辛酸的贫民生活。虽然

她只是以一个围观者的身份去

感受这些事物，在怜悯的心态

中记叙身边人物所遭遇的悲惨

命运，文笔看似轻松，却让人难

以释怀。

小说用第一人称“我”描述，

记叙者萧红，是一位不满十岁的

地主家的小女孩，由于个人爱好

和家庭环境的熏染，在父亲外出

时，跟祖父在较为优越的环境里

生活，她是一位很有见地却又玩

性十足的小女孩，按照她的记

叙，她出生时祖父已经六十多

了，在八十岁左右离开了人世。

在那段与祖父相处的日子里，家

庭的后花园就是天堂，那里有鲜

丽的花朵和飞舞的蝴蝶，她想干

什么就干什么。但是生活在一个

乱世之交的风口上，自然免不了

要接受某些事情。

比如，东二道街上有个大

泥坑，六、七尺深，在那个大坑

里淹死过人、猪、狗、猫、马，尽

管悲惨的事情接连发生，却没

人站出来把这个坑填平。

作 者 的 心 理 描 写 细 致 入

微，比如在看野台子戏的过程

中，有对当时居民情况的详细

描摹，说明这个场景是联络情

感的场所，尤其是出嫁后的人

在母亲的召唤下，以这个理由

回到这里来，相互倾诉家长里

短，赠送亲人礼物，传递着浓浓

的亲情。

文中对团圆媳妇的描写，

也是倾尽笔墨，讲述了一位在

当时作为童养媳的人物的艰难

历程。她本应有一个无忧无虑

的童年，却由于家庭困境卖给

他人，最后遭到了灭顶之灾。小

说讲出了当时环境下不讲究科

学医疗的愚蒙，人们无法用新

的医疗知识改变命运。

作品对冯歪嘴子这个日常

打更人的描写，也非常生动。这

个平常靠黏糕度日的人，因黏糕

做得味美而受到周围居民的欢

迎，当时年幼的“我”，常有着购

买品尝的想法。但这个穷苦出身

的冯歪嘴子到了无家可归的屈

辱境地，尽管祖父同意给予他一

个茅草屋生活，但是受到左邻右

舍高度赞扬的女人王大姐，在艰

苦的生活里因与他私通并产下

两子后，受到大家的排挤，最后

也离开了人世。幸好因为有留下

的两个小孩，让冯歪嘴子有着对

生活的美好向往。他依然无声无

息又凄苦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诠释了生命的顽强。

作 品 着 力 刻 画 了 人 情 冷

暖。比如对苦难中上吊或投井

事件的围观，对二伯父那种古

怪性格的描写，还有对自家环

境状况的描写，作者总是说“我

家是荒凉的”。这些特征表现了

当时社会的衰败，也说明在恶

劣的环境下，人们生活的诸多

不幸。尽管她是以一个旁观者

的身份出现，且有着较为优越

的生活环境，但是世事太过沦

落萧条，让她有着某种难以言

说的复杂心绪。

萧红以一种天真烂漫的心

态来记叙自己的家乡，语言精

炼，读来轻松愉悦，不写过多的

题外话。她的天真烂漫与世事

的冷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

洞若观火地打量四周，用那些

凄婉、忧郁、悲凉、绝望的场景，

展现了上个世纪初，生活在小

县城里那心智未开的居民和乡

村的纯净生活景象。

书评

萧红小说《呼兰河传》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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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部反诈题材影视
作品，带你认清骗局！

近年来，电信诈骗成为社会公害，让民众防

不胜防，“取证难”“取信难”又让破案难度直线

上升，给受骗人的生活与精神造就的巨大痛苦。

今天，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几部反诈防骗类影视

作品，大家有空时不妨追一追。

《天下无诈》
剧情简介：
为破获一起涉案金额巨大的电信诈骗案

件，原刑警队副队长邝钟临危受命，与朱西宁、

马赛等人紧急成立反电诈支队，与猖獗的电诈

犯罪集团斗智斗勇，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几经周折，终于将设立在境外的诈骗窝点一网

打尽。

推荐理由：
《天下无诈》作为涉案剧，在保持情节曲折、

矛盾尖锐、剧情抓人、人物性格鲜明这些艺术特

点的同时，还为其注入了一种实用功能，即如何

防范电信诈骗，识破犯罪分子欺骗手段。因为电

信诈骗针对人群广、诈骗手段隐蔽，普通人稍不

留意就会上当受骗。该剧在描写侦破犯罪案件

的过程中，有意地把种种诈骗方式一一揭露，这

既是剧情发展的需要，也对观众起到识破犯罪

阴谋、增强防范意识的功能。正是这一特点，让

该剧有了更广泛的关注度和受众人群，使涉案

剧这一观照现实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在揭露

丑恶的同时，体现出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的殷殷关切之情。

《巨额来电》
剧情简介：
诈骗集团头目林阿海与诈骗集团女老板阿

芳在国内以正规招聘名义招募团伙成员，到泰国

后进行严格控制。通过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对受害

人心理的准确拿捏，两人的诈骗集团日益强大，

无数人的财产都在遭受威胁。而民警丁小田和卧

底徐小兔同作为警察，在公平正义遭受挑衅时勇

敢出击，诈骗与反诈骗的斗争一触即发。

推荐理由：
电影《巨额来电》取材于公安部备案的、真

实的电信诈骗案件，是国内首部与公安部合作

的反电信诈骗电影，影片商业元素丰富，除了跨

国背景、警匪暗战、飙车枪战、地下“商”战等，其

视觉冲击力和氛围感染力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别

于其他同类的警匪犯罪片。而作为我国首部电

信诈骗题材影片，如何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剧本

环环相扣、滴水不漏地进行电信欺诈的全过程

更是令人眼界大开、不寒而栗，故而这样一部影

片新鲜感、刺激感以及可看度都较高。

《公诉》
剧情简介：

《公诉》讲述了在互联网犯罪多发高发的背

景下，江城市十佳检察院检察官安旎（迪丽热

巴 饰）与刑警队长何陆源（佟大为 饰）的通力

配合下，抽丝剥茧，逐渐锁定了隐藏于千里之外

的钱天心（陈紫函 饰）犯罪团伙，在与其数次角

力交锋后，将案件涉及的犯罪嫌疑人逐一缉拿

归案的故事。

推荐理由：
《公诉》由检察院提供的十大真实案例为原

型改编，电信诈骗，套路贷，跨国追凶，非法经营

等……大量贴合现实的故事，真实还原了新时

代背景下，网络犯罪令人发指的行径，既有真实

感，又有代入感。该剧再现了以安旎为代表的一

线检察官，她们坚持公平正义，

克服种种困难，与犯罪分子斗

智斗勇，不惧流血牺牲，守护了

清朗网络世界。

（网络综合）

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 8 月 18 日 13 时

17 分，电影《孤注一掷》上映 11 天，票房突破 23

亿。有机构预计，该片最终总票房有望突破 37 亿

元。导演申奥说，他努力创作“一部好的反诈宣传

片”和“一部好电影”中间寻找共同点，希望既让观

众觉得好看，又能起到好的警示效果。

那么，这部电影到底好不好看？在该影片衍生

出的热议话题笼罩下，我决定走进电影院。

一

毋庸置疑，《孤注一掷》情节足够紧张刺激、吸

引眼球。

美女模特遭闺蜜陷害落入圈套，新入职员工

国外团建结果集体被转卖，高学历富二代深陷赌

博旋涡掏空家底后选择跳楼自杀，与此同时境外

诈骗团伙却在集体庆功……确实够狗血。

随着剧情推进，电击、枪杀、转卖、关狗笼、囚水

牢、撬指甲、多次求助失败等场面不断冲击着大家的

眼球，甚至某些时刻会出现让人窒息的紧张感，也难

怪边上一位年轻小哥在观影过程中，多次捂着小心

肝连连表示“不敢看、不敢看”。另一位阿姨则屡屡扼

腕“啊呀，这么好的年轻人，可惜了可惜了。”

影片通过沉浸式的音画效果，渲染出境外诈

骗团伙隐蔽、原始、惨烈如斗兽场的生存境况。穿

越诈骗园区的高墙电网，观众可以看到充斥着老

鼠蟑螂的新人宿舍，犹如网络大厂的工作间，性感

荷官在线发牌，晒着受潮钞票的大操场。

在这里，有穿着花衬衫、戴着金边眼镜的油腻

大佬，人狠话不多的马仔，犹如蝼蚁、草芥的囚徒

们。在这里，10 分钟可以生成一个网页，各种赌博

方式都能玩，输赢赔率后台可以操控，多人分工配

合着“围猎”一个重点猎物。

“想成功，先发疯，不顾一切向‘钱’冲！”“拼一

次，富三代，拼命才能不失败！”等洗脑式训话，都极

大地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理，补充了大家对臭名昭

著又披着神秘色彩的境外诈骗园区的各种想象。

二

都说现在的观众是被短视频宠坏的一代，一

个视频产品如果不能在几秒之内抓住观众眼球、

在 1 分钟之内做到高潮迭起，那么面临的结局必

然是网友手指轻轻向上一划，下一条。

想必《孤注一掷》的导演也深刻明白这个道

理，看得出主创团队事先做了充分的案头工作，他

们研究了大量电信诈骗案例，与多位当事人深入

沟通，摘选了最有价值的情节，高度浓缩提纯后呈

现给观众。他们甚至还在海南的校园里，搭建了一

个近乎等比例还原的犯罪基地，让观众有了沉浸

式体验。

在这部影片还未上映时，宣发团队就通过短

视频平台吊足了观众胃口，特别是王传君在脖子

处比划后又虔诚拜佛的桥段，引起了网友们的集

体兴奋，在掀起全民模仿热潮的同时，很多网友也

开始脑补，关于这个人物的各种故事。

在这种气氛的烘托下，观众们犹如站在百米

跑的起跑线上，就等发令枪一响（影片一上映），就

直冲影院。可 2个小时下来，感觉怎么样呢？“就像

看了一堆短视频合集”“演得很尴尬啊，感觉没有

人物，只有人设”“全员脸谱化，纯粹工具人”“最后

破案那一段，一些镜头就像是单位宣传片”……类

似的评论不绝于耳。

特别是王传君饰演的陆经理，在大家的设想

中，本应是个高启强、祁同伟式人物，生动、立体，

有些悲情，能让人充分共情的反派。结果在影片中

却完全没有交代清楚人物故事，他也是被骗过来

的吗？经历过什么？怎么爬到今天这个位置？他与

幕后大佬、当地势力之间的关系模式，他的家庭是

什么样子？他对安娜到底是个什么心态？……统统

没有。观众们对陆经理的感觉，在观影之前已经达

到巅峰，看完之后反而无话可说。

此外，陆经理手下的金牌打手阿才也让人难

以理解，前期那么冷酷无情、凶狠暴力的他一次次

帮助女主解除危机，是良心未泯，还是“纯爱战

士”，又或者他根本就是卧底？

这种感觉，确实像是刷了 2个小时的短视频，

没有什么收获和思考，只是有那么一丝丝爽感，还

夹杂了一点若有所失。

三

不少关观众认为，《孤注一掷》与暂列暑期档

冠军《消失的她》有着不少类似之处：这两部故事

均是社会热点题材，前者呼应了最近备受关注的

“境外电诈、人口买卖、嘎腰子”事件，后者改编自

杀妻骗保案，均自带热搜属性。两者虽然都架空了

发生地点，但故事背景都是东南亚，于是取景地也

都选择了与之气候特点相似的海南。

也有不少观众认为，两部影片还有一个共同

之处，就是“简单粗暴”。评分就很能说明问题，目

前《孤注一掷》豆瓣评分为 6.9，《消失的她》为 6.4，

显然都够不上精品电影的门槛。

其实，聚焦社会痛点题材的电影，早有《我不

是药神》珠玉在前，而他的导演文牧野，与《孤注一

掷》的导演申奥，均为“坏猴子 72 变电影计划”的

签约导演。

《我不是药神》整部影片贯穿人性与利益的

纠缠，情理与法律的较量。一个看似油腻的保健

品店主为绝症患者代购印度仿制药，其初衷是为

了拯救父亲和摆脱家庭困境。但在“非法销售”的

过程中，他给许多病人带来了福音，甚至不惜亏

本带货。然而在情与法产生矛盾时，这位被许多

人视为“平民英雄”的小老板付出了坐牢的代价。

当病人黄毛去世时，程勇对着警察歇斯底里说了

句：“他才二十岁，他只是想要活着，犯了什么

罪？”这样的设问，既触到了观众的泪点，也触到

了社会的痛点。

虽然已经上映了6年，这部影片依然被很多人

记得，豆瓣评分也一直稳居 9分。观众不吝给予这

部电影掌声与好评，无外乎两个原因，其一是题材

引发了观众对生命、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思考；其二，

就是角色的塑造有血有肉，让观众入脑入心。很显

然，《孤注一掷》在这两点上有存在不小的差距。

不要怀疑观众的鉴赏水平。相较于电影主创团

队仅为了票房而一顿操作猛如虎，大家更期待的是

沉下心来打磨出一部经得起检验的高品质佳作。

如果在中国历史上找到一

个时期，既有社会的动荡不安，

又有文化的百花齐放，那魏晋

时代绝对榜上有名。

其实，在对待这一时期的态

度上，人们只关注了三国的战乱

纷争，对后三国时代，也就是魏

晋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瞩目

的力度不够。而青年学者大生所

编著的《悬崖边的名士：魏晋政

治与风流》一书，以魏晋政治与

名士风流为主线，着重描绘出魏

晋名士们，在外儒内法的政治风

云以及充满杀戮和战乱的历史

环境中的状态。他们内心世界非

常纷乱，面临抉择非常艰难、自

身命运又处于跌宕起伏中。

本书共有五章。第一章“建

安风骨”，主要写汉末建安时期

到曹魏早期，以三曹父子为核

心，孔融、应旸、杨修等名士的

故事和心理活动。第二章“始倡

玄学”，主要写曹魏正始年间，

何晏、王弼等人的故事，讲述魏

晋玄学的起始、内容、特点，以

及名士们一开始就面临的政治

压力等等。第三章“竹林名士”，

以竹林七贤以及相关名士为核

心，并成为全书最精彩的部分；

第四章“身名俱泰”，主要写短

暂而飘摇的西晋王朝，以及当

时活跃在舞台上的名士们。西

晋是个转折点，在荣华富贵的

诱惑下，名士们由反抗转而合

作，风骨转为媚骨；第五章“衣

冠南渡”，侧记东晋名士的千姿

百态。此时的所谓名士们，早已

经丧失了反抗思考的主旨，转

而成为形式上的“风流”。最后

以陶渊明的经历结尾，把身怀

风流名士们的一腔抱负放归自

然，自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阅读此书后，顿感作者对

历史构架的脉络分明，对历史

叙事情节的张弛有度。书中有

史学的记载、有诗情的抒发、有

哲理性的渗透、有情感上的动

容。使读者对魏晋时期历史的

认知，不只是单纯的事件与人

物简介，更是有血有肉的场景

设置，读来有一种意境感。例如

书中描述“竹林七贤”时，用“他

们都是反抗暴力的载体，他们

都是独立自由的象征”来深化

名士们的气概，进而慨叹嵇康

“让死亡变得凄美而绚烂”的悲

壮。再如，总结大名士的结果，

无非三种：“第一种，是政治投

机者，通过‘异见’谋取名望，条

件成熟就积极投诚，所谓的‘态

度’，只不过是一种晋升的手

段；第二种，如何晏、孔融这类

理想主义者，执拗天真、无法合

作，最终被权力迫害；第三种，

如阮籍，大隐隐于朝。”诸如此

类的个性化语言，把魏晋时期

的名士与政治深刻连接，不管

名士们如何具有风骨风流的特

质，都脱离不开政治约束的范

畴，也预示着名士们的选择就

是个人命运的归属。

余秋雨曾说过，“魏晋名士

的高贵，正在于他们抵抗流俗，

保持着纯洁的孤独”。是啊，历

史上的人物千姿百态，而像魏

晋 名 士 这 般 具 有 风 骨 之 赞 誉

的，都是由其历史背景所赋予

的。《悬崖边上的名士：魏晋政

治与风流》一书让我们看到那

些名士们寂寥的背影和恣意的

畅快，同时，也从他们身上学到

了高贵品质的真正内涵。

悦读

品读千年风骨
——读《悬崖边的名士：魏晋政治
与风流》

陈 裕

影评

相关推荐《孤注一掷》半部佳作
李 卉

本地观众易蓉：多一个人观影 少一个人上当
作为一个曾经差点被电诈的人（通过手机操

作差点被骗钱的那种），这个电影无疑是个很好的

警示教育片，够刺激也够露骨，就像是现实世界的

缩影。多一个人观影，少一个人受骗。跟家人一起

去看看，提高防骗意识，挺好的。

本地观众李军：高票房不代表高品质
《孤注一掷》的品质，与它的超高票房并不匹

配。诚然，电影呈现了缅北电信诈骗的一些套路、诈

骗者的暴虐残忍，但从人物到情节，很多地方都经

不起推敲。这导致的结果是，观众看完电影很难与

受害者共情，反倒隐隐觉得他们或蠢或疯，而自己

肯定不会这样。不能引起观众共鸣，却勾起了这种

心理，反诈骗的效果也就令人堪忧了。从此前的《消

失的她》，到这部《孤注一掷》，都是话题火热、票房

“狂飙”，但电影各方面的成色差强

人意，很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婚恋

关系中的深渊，缅北“噶腰子”

的恐怖，浅能撩拨大众情绪，深

也能作为透视人性与时代症结的切片。但这两部

电影都在迎合：一边浅尝辄止，一边瞄准受众兴奋

点精准投喂以期收割票房。这不是严肃的创作者

该有的心态，也希望这类借热搜话题拼凑剧本的

电影，能迅速刹车。

豆瓣网友“皮皮鸦”
靠猎奇片段营销如此成功堪称业内典范。作

为反诈宣传片是很起效的，值得深入普及，不过导

演依旧是现实题材抓的很准，叙事却是短板。前部

分诈骗过程堪称全片最吸睛之处，氛围渲染也够

足，不过几个主角的背景故事剪得如单元剧般的

结构，各讲各的，更像再看一集集法制节目。后部

分则越来越塌，些许 bug乱糟糟的，全片角色除了

王大陆都难立得住，反派为了塑造更立体给了点

人情味，挺刻意也不适。

延伸阅读 《孤注一掷》怎么样？听听观众怎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