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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探亨特张》（以下简称《神探》）在第15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获最佳导演奖，第20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获评委会

奖，第4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有5项提名3项获奖，分别是最佳

影片、最佳摄影、最佳剪辑，可以说整个华语地区对这部现

实题材影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导演高群书是电影《风声》

《西风烈》及2003年热播剧《征服》等24部影视作品的导

演，他既能驾驭商业大片，又能深入现实生活。《神探》片

头注明“1930—2030系列电影”，这是导演想要记录的文化

工程之一，让观众看到这百年经历的事，他计划用30年时间

拍摄20部电影，用影像为普通中国人记录。此系列电影创作

遵循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地域“三真实”原则，秉承

新写实主义电影风格，大量使用非职业演员，以纪实手法拍

摄，打造平民史诗。[1]目前已完成2008年的《千钧。一发》

（豆瓣评分8.0）、2012年的《神探》以及2019年开拍尚未

完成的《三叉戟》。

贾樟柯、娄烨、刁亦男是近年来戛纳、柏林、威尼斯欧

洲三大电影节的宠儿，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善用现实题材。在

香港电影金像奖、台湾电影金马奖中大陆电影得到更广泛的

关注并摘得重要奖项，华语电影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说明

现实题材不仅有较好的观众基础，也可以得到广泛的认同。

豆瓣标记“已看”的《神探》有5万人，从数据上看关注度

不高，但这部影片有雄厚的现实题材为基础，不但得到影迷

的认可也获得了华语电影重要奖项，故事的丰富性远远超过

此类影片，是现实题材影片的佼佼者、遗珠、无冕之王。

一、非职业演员的非本色出演

让非职业演员进入专业表演状态难度极大。张慧领（张

警官）的扮演者张立宪是读库主编，他的气质跟警察截然不

同，新闻系毕业带有文人气质，身材不算高大，行动自然

不像警察那样敏捷，但他的表现自然流露、令人信服。“大

师”扮演者是微博名人鹦鹉史航，编剧（《铁齿铜牙纪晓

岚》等）、策划（《艺术人生》）、龙套演员（《神探》

《邪不压正》《人潮汹涌》《我的团长我的团》）、辩手

（《奇葩说》）的身份使他口吐莲花般的“忽悠”让人信

服。《碰瓷儿》头目扮演者白燕升是主持人出身，开着豪

车、文人气质让他与这种市井气格格不入，这样的“说和”

也就更合适。还有他的老婆，真实生活中她是一位白血病患

者，虽然病治好了但依然要面对艰难的生活。周云蓬饰演的

张发财现实生活中也是盲人，9岁失明，长春大学中文系毕

业，24岁开始流浪，诗歌“不会说话的爱情”获2011年人民

文学奖，电影中那首“沉默如谜的呼吸”令人印象深刻。这

位有才华的诗人、歌手，流浪着，恋爱着，消失着，这首歌

后面他念着一些不认识的名字，他说这是一些他认识的人，

他们的名字转瞬即逝。[1]这些人名对于经常在微博冲浪的人

来说并不陌生，但我们只关注他们发的文字、唱的歌，并不

关注他们的现实生活，所以当他们出现在影片中观众就是当

作演员来看的，这是导演把网络世界虚拟化较好的呈现视觉

化的表现，也是他想表达这个时代的野心。

导演擅长使用非职业演员，1995年电视剧《中国大案

录》用非职业演员，警察演警察、农民演农民，2000年电视

剧《命案十三宗》就有更多非职业演员进入表演了，到了

《神探》几乎全部用非职业演员。虽然完成《神探》遇到很

大困难，“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对待生活的态度。它是

要你脱离开一个警察或者一个贼的这样一个概念，其实就是

演这么一个人。我们完全可以生生地假定张惠领就是老六

（张警官），因为真正的张惠领动作比较敏捷，他观察人的

时候眼神肯定是比较犀利的。而作为文化人，眼光肯定是很

温和的，对世界肯定是一种很温和的态度。”[2]这些非职业

演员在电影中扮演角色、扮演自己、扮演生活，所以当他们

饰演的骗子、碰瓷儿在行骗的时候真实的围观群众会参与其

中跟他们互动。

二、我们的城市

这样的北京，很多人都经历过。往日中关村海龙、鼎好

生活中有阴暗，也有阳光
——解析《神探亨特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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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市场的繁华，几乎所有电子产品都要去中关村购买；贴

满小广告的人行道，那些打工者早上熟练的弯着腰流水线

作业，我们几乎没发觉那些广告是什么时候被贴上的，环卫

工人上班后用更先进的流水线去除；双安商场、当代商城、

中关村购物中心与周围的学校紧密相连。这一片儿对于很多

人并不陌生，它不像朝阳区那样时髦，似乎有些土，但有全

国最好的学区、大学，也是房价最高的地段，这种低调的奢

华与棚户区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是这样一个城市真实写照。

导演将网络世界、现实生活进行虚拟空间的视觉化，虚实对

照，街头感、现实感，甚至有些脏乱的灰蒙蒙的城市，大家

都在谋生和挣命，警察在谋生，小偷、骗子也是，这些不是

细碎的片段，而是这个现实社会的解剖。

电影中的画面从蓟门桥向西徐徐展开，划过双安商场的

过街天桥，经过双榆树，延伸至西北三环拐弯处，这画面就

像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白描”一样再现生活。学生、打工

者、白领、小偷、骗子，匆匆人群，忙碌且暗流涌动。2020

年北京常住人口2189.3万人，外省人口841.8万人，外省人

口每年以1.8%的速度增长，这是一个世界排名第8位规模的

城市。我们在这个城市爱着、恨着、生活着，这城市也依靠

张警官这样的普通民警得以正常运转。

三、互联网效应

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手机网民规

模达9.86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其中，40岁以下网民

超过50%，学生网民最多，占比为21.0%，几乎每个人都处在

网络环境中，扑面而来的信息就像城市的呼吸，很难过滤，

但都有权评判。

影视剧中常看到一行字幕“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但像

《神探》这样在开头字幕就@微博红人名字，并且具体到城

市，具体到“双榆树”派出所这样的情况实属罕见，大多此

类题材会回避问题，但《神探》就是要表现在这样一个学

府、学区集中的精英地区，最贵房价与棚户区之间，不同阶

级之间的张力。

片中被货车碾压的小女孩“小月月”事件发生在2011

年，是当时微博热搜事件。张警官在动员社区群众共同抓发

出挑衅的张发财时，二楼大姐打开窗户突然说“这十万我出

了”，是非常真实的社交网络体验，也是真实的微博感受，

指的就是微博的“楼上、楼下、楼主”。[3]不用兑现的承诺

和评论是容易的，出现热点新闻大家都去转发评论，表达自

己“正义”的观点，但现实生活中真的会这样吗？很多人在

生活中都有一些搬不到台面上说的事，通过互联网发表评论

是一回事，生活中的我们又是另外一回事。

大家都处在这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无论身在何处，互

联网新媒体会不断推送信息，只要打开其中一个窗口我们就

可以看到全世界，看到无限大，但这个虚拟的世界不完全真

实，因为当它们被撰写、评论、转发时会带有个人情感，不

带评判的叙述很难，每个人的经验、思想会影响对事情的判

断。无意识地忽视真相的完整性，而把情绪放在首位是个体

很难避免的，共情导致人们迅速站队。这就是现实，我们也

不必纠结，有基本的判断，不要过度用评论去伤害他人。或

许可以像张警官那样，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本职工作，虽然

每天面对抓贼这样的负面情绪但仍看到生活中的阳光。

片中呈现的互联网效应至今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导演

把这种虚拟的舆论场现实化的野心铺散在全片，用视觉化的

方式表达得很清楚，就像一个无限的矿藏，为他人提供无限

参照，让观众体验到他对这个城市的观察、感受是有温度、

有态度的，是这个时代的北京，是我们生活的、热爱的、呼

吸的城市。

四、结语

这部影片的现实性与实验性称得上华语电影近些年最优

秀的作品之一，但不免让我有两点疑惑。

真实与虚构放在一起，虚构易被观众发现。观影过程中

有一个疑问，即便张发财是有情有义的犯罪团伙头目，他会

为了被碾压女孩小月月偷10万元，又有必要与一位抓过1700

个小偷的张警官挑衅？这个人物的动机无法令人信服。导演

想表现贼也有善良的一面，想要劫富济贫，但这个设定稍显

牵强，至少在人物动机方面缺乏说服力。

非职业演员的出演是影片亮点，据导演讲述他并没有花

大量时间与非职业演员沟通，因为生活中他们就是朋友，比

较了解。除了张警官，因为他的戏份很重，所以前期做了

充分沟通，其余的演员都是用自己的生活去演角色，加上影

片整体纪实的特点给人感觉很顺畅。这就会让职业演员的表

演一眼就被观众认出，表演痕迹略重，或许是他们知名度太

高，总之影片中职业演员短暂出演略显突兀。导演也提到，

拍完《神探》马上投入另一个电视剧，面对职业演员，突然

发现还不如这些非职业演员。其实就像一个阀门，要把这个

阀门拧开了，就会发挥得特别好，这不是表演的训练，你要

找这个人身上的阀门，怎么拧开它，是挺难的。”[3]

2020年我国已消除绝对贫困，这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举。发展中难免遇到问题，观众需要

《战狼》《红海行动》这样的票房爆款，也需要《神探亨特

张》《大象席地而坐》这样珍贵的现实题材，了解有张警官

这样的普通警察会让我们更有安全感，看到生活中的阴暗，

更要看到生活中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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