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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司法反腐的检察担当

　　作为首部聚焦检察侦查工作的影视作品，《以

法之名》将镜头对准检察侦查这一惩治司法腐败
的前沿阵地，不仅填补了法治题材影视创作的空
白，更以直面社会痛点的勇气，真实展现了检察机
关高质效侦办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的实践
成果，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检察侦查干警的担当
作为。
　　检察侦查工作虽肩负着惩治司法腐败的重要
使命，却因专业性强而鲜为人知。《以法之名》讲述
了以海东省检察院第十一检察部检察官洪亮、第
一检察部检察官郑雅萍为代表的检察官，在省委
政法委、省检察院领导下，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依
法稳慎查办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捍卫司
法公正的故事。该剧以通俗化表达打破专业壁垒，
既保持了法律严肃性，又通过艺术转化让司法工
作可感可知。
　　在艺术呈现上，该剧独创“案件融合”创作手
法，将多个真实案例的艺术提炼贯穿全剧。不同于
简单的案件复现，创作者对大量司法腐败案件进
行深度解构，提取最具典型性的细节元素，通过
“碎片化植入”的方式重构艺术真实。无论是老检
察官临退休前的执着坚守，还是犯罪嫌疑人在墓
碑前的细微动作，这些经过淬炼的生活细节，既源
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实现了“似曾相识却不完全对
应”的艺术效果。正如导演傅东育所言，创作团队
在走访百余位检察官的基础上，通过艺术加工实
现了生活真实向艺术真实的升华。
　　该剧引发的某些程序性质疑，恰恰反映了法
治题材创作的特殊性。艺术创作不必拘泥于严苛
的办案流程还原，而应着眼于法治精神的本质传
达。这种“合理的真实性”追求，正是对“艺术源于
生活而高于生活”创作规律的生动诠释。或许正如
创作者所期待的，这部剧的最大价值不在于提供
标准答案，而在于通过艺术化的表达，激发全社会
对司法公正的持续关注与思考。

去脸谱化式的人物塑造

　　“男主洪亮没有主角光环，性格还有些佛系。
请假这段好真实，打工人狠狠共情了。”
　　“李人骏到底是好是坏，这个人物塑造真是打
破了‘非黑即白’的角色滤镜，太复杂了。”
　　……
　　《以法之名》播出后，广大观众对剧中接地气、
去脸谱化的人物塑造讨论热烈。
　　导演傅东育表示，主创团队特别希望通过人物
设计，表现我国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司法者面临的困

境以及坚守。“他们穿上检察服是司法者，回到家中
可能要面临生活中的各种人情世故。他们会被生活
磨平棱角，但因为是检察官，当面对情与法的时候、
需要在正义与邪恶之间作出抉择的时候，他们必须
有勇气和责任，必须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
　　以代理检察长李人骏为例，其行为动机始终
游走在正义与私利之间，让观众难以简单判断其
真实立场。在万海案中，他为了能顺利升职，不顾
案件本身的复杂性，坚持推进案件提起公诉。东平
市公安局局长许言午的前后行为反差，更是引发
观众广泛讨论和多重解读。乔振兴的意外死亡案
被定性为自杀，他不仅未加质疑，还阻止乔振兴的
表弟秦锋继续深入调查。而在关键时刻，他暗中向
秦锋透露了乔振兴生前的行动轨迹，助其继续追
查真相。在洪亮遭陷害时出手相助，为其洗清冤
屈。这种复杂的人物塑造，不仅增强了剧情的悬疑
性，更引发了关于法治与人性的深层思考。
　 “洪亮这个角色一出场就要离职，作为十一部
的检察官，他经常因为查‘自己人’受埋怨。但慢慢
往后你会发现，他虽然有些怂、偶尔流露小失落，
但到了关键时刻、到了较真的时候，他所有的行为
都迸发出一种近乎固执的勇气和不容置疑的职责
操守，他追求公平正义的心依然滚烫。”参与了《以
法之名》审片工作的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侦查
部检察官助理杨佳音表示，她在剧中看到了活生
生的、真实的检察官形象。
　　“通过这次出演，我更加理解作为一名检察官
的使命和担当。他们办理的每一起案件背后都是
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命运，容不得半点马虎。”演
员李光洁说。

真实案件融合的艺术淬炼

　　《以法之名》创造性地实现了从生活真实到艺
术真实的升华。这部剧并非简单地将现实案件照
搬荧屏，而是通过艺术的匠心独运，将多个真实案
件的精华萃取、融合。
　　这部作品历时3年精心打造。主创团队走访了
4个省的十几个基层检察院，查阅陈年旧案、旁听
案件审理，熟悉检察侦查工作的办案流程，还采访
了百余名办案检察官及多名涉嫌司法腐败、职务
犯罪的在押人员，深入了解“坠入深渊者”的心路
历程。最高检影视中心更是全程参与创作和指导
拍摄，确保每一场戏都符合法律程序。
　　剧中那些令人过目难忘的细节——— 临近退休
检察官的执着、犯罪嫌疑人在墓碑前的微妙举动，

乃至上级指导组面对饭局邀约时的谨慎态度———
无不闪耀着真实的光芒。这些细节或许并非完全
来自某个具体案件，却因其对司法生态本质的准
确把握而显得格外真实可信。
　　值得注意的是，该剧并未刻意追求程序细节
的绝对精确。正如导演傅东育所说：“我们走访了
100多名检察官，但创作终究是艺术加工。”这种艺
术化的处理非但不是缺陷，反而为观众提供了思
考空间——— 通过适度的“留白”引发对司法公正的
深层探讨。
　　剧中，几个关键案件深刻展现了司法不公对
普通人命运的摧毁性打击，以及检察干警追寻真
相的艰难历程。
　　在万海案中，企业家万海被诬陷为黑恶势力
头目，莫名背负“万家灯火娱乐城伤害案主谋”等
罪名。为保护遭人胁迫的儿子万潮，他被迫认罪。
结果企业破产，父子离散。更残酷的是，儿子为替
他讨回公道，反被真凶打成重伤。直到检察机关重
启调查，这场悲剧才得以终结。
　　张文菁案则呈现了理想主义者的困境。怀揣
法治梦想的律师张文菁，竟被栽赃为黑恶组织成
员。若非指导组明察秋毫，她的职业生涯与人生信
念将彻底崩塌。
　　在乔振兴案中，乔振兴被黑恶势力所害，却被
伪造成因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畏罪自杀的情
况。其遗孀和女儿不仅要承受丧亲之痛，还要忍受
“贪官家属”的污名。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一个错案足
以摧毁几代人的生活。剧中人的遭遇让“办案就是
办别人的人生”这一命题变得无比具象——— 司法
天平稍有倾斜，便是天堂与地狱的差别。
　　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文关怀，该剧在展现司法
纠偏过程时，格外凸显了法治工作者群体的专业
与担当。无论是洪亮对蛛丝马迹的敏锐洞察，还是
郑雅萍对办案程序的严苛把控，都生动诠释了“高
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深层含义：正义不仅要实
现，更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当检察官们顶着压
力还原真相时，他们挽救的不仅是当事人的清白，
更是公众对法治的信仰。
　　在法治中国建设深入推进的今天，《以法之名》
以现实主义笔触记录火热法治实践，既是对检察侦
查工作的艺术礼赞，更是对公平正义永不褪色的时
代讴歌。这部剧的成功实践表明，只有扎根法治土
壤、呼应群众期待的文艺创作，才能真正奏响时代
强音。

《《以以法法之之名名》》台台前前幕幕后后的的法法治治追追求求

□　罗本森

  城西社区治安整治小结大会一散，小志憋了一肚
子气，急急跑回家灌下几口水，卡在喉咙直打呛，憋得
难受，他决定去找老王论论理，群众的推举算不算数。
　　这次社区治安整治专项行动告一段落，进行总结
表彰，经各小区居民代表推荐，社区主任老王和副主任
小志都被评为先进个人。但到最后公布结果时，老王把
自己与小志的名字拿掉了。你老王出于大公无私不要
就算了，把我小志也刷掉实在武断专横。
　　小志赌着口气来到老王家，听到老王屋里有个“鸭
公嗓”的男人与王夫人在说话。小志凑到窗口往里看，
见是李通，他待王夫人去厨房时，快速地把一沓钱压到
水杯下面。小志大吃一惊。呵，难怪老王这么大公无私，
那位李通就是他极力推荐的典型，原来如此。
　　小志越想越气，知道老王不在家，转身又向社区办
公室跑去。刚想推门而进，却听到出纳员老张正对老王
说：“主任，前天晚上清理屋后那座垃圾山，大家建议补
助加班费，怎么样？”
　　“可以适当补助，我们班子几个和李通、赵娥、张龙
就不用了。”
　　“为什么你们几个就不领补贴呢？”
　　“因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多做点工作是应该的，
我们就不领加班费了。”
　　“我们是共产党员！”这句话像重锤一样落在小志的心上。记得那次
和老王出差，在高田庄上遇到一农家失火。老王立刻叫司机停车，跳
下车就加入救火行列。老王冲在最前头，他大喊一声：“是共产党员的
跟我上。”火扑灭了，老王最后一个从墙上跳下来，又拿出一沓钱塞到屋
主人手里：“这是党和政府对你家的一点关怀慰问，你要挺起腰杆，重建
家园。”
　　屋里老王又说：“这次评奖，我和小志虽然评上先进个人，但我俩都
是班子领导，又是共产党员。大家给面子，硬推我俩上架的。先进应多评
第一线的同志，他们比我们表现更积极，辛苦得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过，我还没有征求过小志的意见，还不知他
如何，相信他的想法会和我一样。”
　　正在这时，李通急急跑来，推门走入办公室。操起“鸭公嗓”嚷嚷：
“王主任，这怎么行呀，你又给我家送钱……”
　　老王认真地说：“哎呀，你的妻子刚重病一场，孩子上学，你比我困
难得多，这点钱也只是一点心意。”
　　老王收入并不高，家庭生活也有点困难，但他这人，人情味很浓，社
区哪位居民有特殊困难，他总掏个人腰包去慰问，去资助。上月军属李
叔摔伤，除了社保报销之外，倘欠两万多元，老王便拿出2000元，又发动
全体党员捐资，将李叔欠的医疗费搞定。
　　“我是共产党员！”这句平凡而又简单的话，又在小志的耳边回响。
哎呀，那时我和老王一起举手宣誓，而我……想着想着，小志顿时觉得
脸上热辣辣的，心里翻起迭迭波浪，他转身往家里走，一阵清风吹来，心
情舒畅极了……
　　

　　（作者单位：广东省信宜市委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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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耀成
　　
　　你像玫瑰绽放笑容
　　点缀在路上 扮靓着交通
　　南北西东 车水马龙
　　你每一个手势划出彩虹 潇洒威风
　　你像玫瑰清香飘送
　　盛开在路上 守护着畅通
　　春夏秋冬 风雨无阻
　　你每一个眼神关注红绿 成竹在胸
　　你是别样的玫瑰 一路走红
　　又美又飒 摇曳心中
　　你是别样的玫瑰 魅力无穷
　　可盐可甜 与众不同
　　你是别样的玫瑰 一路走红
　　警徽闪耀 情有独钟
　　你是别样的玫瑰 魅力无穷
　　花开平安 广为传颂
　　

　　（作者单位：湖北省黄梅县司法局）

□　张欣
　　
　　灰青的天幕低垂，簌簌的雪粒子撞在玻璃窗上，碎成细密的银沙，
枝丫承受不住雪被的重量，将晶莹的碎玉倾倒在等车人的伞面上，似惹
出一串清亮的笑，但董大爷家里却愁云密布。
　　“戚法官，这钱要是拿不回来，我们一家老小可咋活啊！”董大爷攥
着泛黄的房屋《预定协议书》，眼眶通红。15年前，他咬牙掏空家底付了
110万元购房款，满心盼着住进新房，哪知开发商一拖再拖，最后连人影
都见不着。
　　2009年冬，某楼盘售楼处张灯结彩。“两套房，交房就办乔迁酒！”销
售经理拍胸脯的承诺犹在耳边。董大爷激动地按下手印，把攒了半辈子
的钱全砸了进去。谁料3年后工地悄然停工，销售经理电话成了空号。
　　“再去公司堵门！”老伴抹着泪拽他衣袖。“去了多少趟了，每次都说
下个月复工，下个月复下个月。”董大爷蹲在售楼处门口的石阶上，一根
接一根抽着旱烟。直到2024年寒冬，他揣着起皱的收据来到尖山区人民
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怀着最后的希望问：“法官同志，这官司能赢不？”
“我这钱还能要回来不？”
　　负责这个案子的立案法官戚威翻着案卷眉头紧锁：类似的商品房
纠纷还有两起，开发商已人去楼空。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第二天天一亮，戚威主动前往董大爷家，倾听
董大爷讲述购房的详细经过，包括当初购房时销售经理的承诺、付款的
具体细节，以及多年来维权的艰辛。
　　从董大爷家出来，戚威几经查找开发商的联系方式，终于在一起多
年前的案件卷宗里找到了开发商的电话，经过沟通，了解到房地产开发
公司目前经营状况不佳、资金紧张。
　　戚威考虑到案件有可能出现“判决容易执行难”的情况，即便董大
爷胜诉，执行回款也会困难重重。深夜的办公室灯火通明，戚威带着团
队翻遍了大量的类案材料。“您看这个！”书记员小徐突然拍案：“去年咱
们院调解的案子跟这个很像！”
　　戚威翻看材料之后很受启发，如果通过调解解决纠纷，不仅时间
短，还能为董大爷解决诉讼费的难题。戚威立刻联系了“总对总”调解组
织，经过与调解组织商讨，决定组织双方进行面对面调解。
　　“公司账上就剩仨瓜俩枣，拿啥赔？”开发公司的张经理亮着大嗓
门。“那我等着住新房等了多久，你怎么不说！”董大爷也情绪激动地喊
道。调解室里火药味十足。
　　“董大爷他们等了15年啊！”戚威把水杯往桌上一顿，瓷盖叮当作
响：“按照法律规定，是你违约在先，你要承担违约责任。今天把你们叫
到一起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窗外的雪粒子簌簌扑在玻璃上，调解室却暖意渐生。戚威拿出生效
判决等类案参考资料，耐心地为开发商讲解违约的法律后果以及购房
者造成的损失，“总对总”调解组织的工作人员分别与董大爷和开发商
进行背对背调解，开发商态度逐渐转变。
　　“我们认！”张经理长叹一声：“我们回去凑钱，还清董大爷的房款。”
　　消息传开，另两家购房户也连忙赶到法院。“戚法官，我们信您！”
握着新鲜出炉的调解书，王大姐声音发颤：“这笔钱够给闺女置办嫁
妆了！”
　　结案那天，董大爷特意换了身新袄子。走出法院大门时，他忽然转
身深鞠一躬：“15年的疙瘩，您给解开了！”
　　如今，尖山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类案参考窗口的桌上密密麻麻
贴着6个类案二维码，当事人扫码就能看到相似判例。“类案不是冷
冰冰的条文。”戚威法官常念叨：“得让它带着烟火气，真正落到老百姓
的心坎上。”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人民法院）

董大爷终于笑了

□　刘党
　　
　　提一盏下弦月的灯
　　螺旋向上就是蜿蜒向前
　　通往真相的路
　　有时也需要用尺寸丈量
　　曦光里抵达
　　晓雾散尽 剩下的都能读懂
　　此刻的心情 像路边草
　　眼睫缀满喜悦 眼角流淌激动
　　抖落裤腿的露红
　　乘风 与阳光同行
　　

　　（作者单位：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

别样玫瑰别样红

提一盏下弦月的灯

□　王永红
　　
　　我非常喜欢读书，书中真的有“黄金屋”和
“颜如玉”。
　　记得培根有一句名言：读史使人明智，读诗
使人灵秀，哲学使人深刻，数学使人周密，逻辑
修辞之学使人善变，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在浩瀚书海中，我最喜欢读的是唐诗宋词、
历史书籍、人物传记、精美散文和反腐小说。读唐
诗宋词多了，自己偶尔也能赋诗填词一首，前几
天我就填了一首《诉衷情·咏海棠》：“春风送暖花
满树，婆娑群芳妒。粉黛含媚如画，红花间叶疏。
留恋处，脚步簇，笑声悠。频频回首，娇艳夺目，无
限思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东周列国志》《资
治通鉴》《二十五史故事》《明朝那些事儿》等历史
书籍，我深切感悟到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博
大精深，读懂了不同历史朝代兴衰更替背后的深

层次原因。读《苏东坡传》《曾国藩传》《毛泽东传》
《朱德传》《杨绛传》等人物传记，我们不仅可以追
寻前辈先贤的成长足迹，还可以从书中探析领略
他们的家国情怀、人生志向、执着追求和奋斗精
神。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孔瑞平的《岁月书
签》、梁志俊的《最是书香能致远》等精美散文，我
们可以尽情享受散文的文字之美、意境之美、清
新隽永之美。读《幕前幕后》《危险进程》《省长的
家门》《阳光下的权谋》等反腐小说，我们在鞭挞
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更加崇尚和渴盼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人间良知……
　　读书读得多了，才发现，书籍不仅可以传播
知识，还可以传递温情和力量，愉悦身心。后来，
我在阅读中走近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原来，李
清照爱喝酒，“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并“予性喜
博”，把一个有才有情、个性张扬的才女形象刻

画得栩栩如生；李商隐的无题诗，总是隐涩难
懂，“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春心
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除了孤独、忧郁
和伤感，我想还应该有些回味的温暖甚至温馨
吧；苏轼天生乐观豁达，“竹杖芒鞋轻胜马，谁
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
人”，即使生活虐他千百遍，他依然保持做人本
色不变。
　　高尔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是
青年人不可分离的生命伴侣和导师”，歌德也说
“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其实，读书真的可以阅己、越己、悦己。让我
们在书海中共乐陶陶，不断地洗礼自己，丰盈自
己，成长自己。
　　
　　（作者单位：山西省永济董村强制隔离戒
毒所）

□　栾尚乾
　　
　　“小时候，总想把书堆得高高的来挡住老师
的视线，却没想到也挡住了自己的未来，如果现
在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这是山东省鲁
中强制隔离戒毒所二大队的戒毒人员小温在读
书分享会上与大家分享的一段话。
　　小温现年16岁，去年因吸食毒品（新精神活
性物质依托咪酯）被公安机关决定强制隔离戒
毒。初入所时，由于自身文化程度较低，面对所
内的教育矫正活动，出于心理自我防御，总是充
满抵触。与民警的谈话也总是支支吾吾，始终放
不下心理防备，给戒治工作的深入开展造成了
很大的困难。
　　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吸食新精神活性物

质的问题日益尖锐，类似小温这样的案例在戒
毒所内还有很多。年龄较小、价值观念不成熟、
文化水平较低；加之多数未成年戒毒人员因其
成长环境复杂，家庭关系不和谐等因素，造成了
其内心自卑且极度敏感。
　　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二大队多年来持续推
动“书香大队”品牌建设，大队将图书角设置在
戒毒人员经常活动的区域，让队内始终保持着
浓郁的书香氛围。小温流转至二大队以后，从
最初硬着头皮敷衍地看书，到后来捧着书读得
津津有味，再到后来开始将自己的读书感悟主
动分享给周围的人。在一次次的读书分享会
中，小温原本坚硬的内心壁垒也在书香的浸润
之下逐渐瓦解，与民警之间的沟通也变得顺畅
且深入，他不再像刚入所时那样自我封闭，内

心世界的大门也在一次次的交流沟通中慢慢
敞开。
　　时至今日，小温已经成为队里读书册数最
多、转变最大的戒毒人员之一，按时借阅图书成
为了小温每周的固定习惯。在问及小温读书给
自己带来了哪些收获时，小温想了想回答道：
“是希望。通过读书，我才发现这个世界原来有
这么多的精彩，过去因为吸毒做了很多错事，现
在只想好好读书，痛改前非，像《平凡的世界》里
的孙少平一样，认真过好自己以后的人生。”
　　从最初的自我封闭，到通过读书打开心扉，
积极转变，小温的巨大变化让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的人生轨迹一定会因为读书重回正轨。
　　
　　（作者单位：山东省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

读书的乐趣

打开心扉

□　本报记者 董凡超
　　
　　公平正义，自古以来就是老百姓的
朴素追求，也是艺术创作的重要元素。
　　6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侦查
厅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检察侦查专业
化发展迈上新台阶，有利于检察机关更
好统筹加强检察侦查机制、机构和专门
化建设，更好地助力严惩司法腐败，维护
司法公正。
　　当天晚上，由中央电视台、最高检影
视中心等出品，演员张译、李光洁、蒋欣
等领衔主演的首部检察侦查题材电视剧
《以法之名》在央视八套黄金档开播后迅
速引发观剧热潮，成为今夏又一爆款剧
集。该剧以独特的检察视角，聚焦司法系
统内部的自我净化，为观众呈现了一场
关于法治精神的深刻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