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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時代面前

從「小官巨貪」到「打虎」打到副國級，《人民的名義》
將近年來中國的反腐生態表現得淋漓盡致。從整治「庸

官懶政」到強調權力監督，該劇痛揭官場陋習、吏治難點。
如此嚴肅的現實主義主旋律影片，不僅獲官方力挺，更取得
「破8」的創紀錄收視率，從嚴肅媒體到網絡朋友圈都給予一
致好評，堪稱近年來中國影視劇創作中的一大現象級奇觀。
導演李路在圈中素有「金手指」之稱，隨着《人民的名義》
在海內外熱播，他也成為近期最受關注的華人導演。

不為金錢放棄原則
「堅持社會認同和藝術價值的原則，不好的東西不管能賺
多少錢都不拍」，這是李路長期以來堅持的底線。他8年來
只拍攝4部電視劇，自稱是低產「業餘導演」，卻幾乎能做
到部部出彩，從2009年范偉主演的《老大的幸福》，再到
2011 年王珞丹、李光潔主演的電視劇版《山楂樹之
戀》……直到熱爆熒幕的反腐巨製《人民的名義》，幾乎每
一部都是現實主義作品，帶有鮮明的李路「烙印」。

題材敏感曾遭撤資
《人民的名義》毫無疑問是李路職業生涯中最難的一部作
品。身兼製片人、出品人和導演身份於一身，既負責生產經
營又負責藝術創作。反腐劇歷來敏感，且《人民的名義》尺
度極大，貪腐劍指副國級。李路找來40多位不計片酬、不
計較戲份的中國最優秀實力演員，卻遭遇投資商撤資。在總
投資1億元（人民幣，下同）、資金缺口2,000萬元的情況
下，李路甚至做好抵押房產的準備，最後幸得五家民營影視
公司合作，才令這部經典劇集順利開拍。在《人民的名義》
開播當日，李路在微博上寫下：「兩年來沒有睡過一個好
覺，今晚我終於可以睡個踏實覺了！」李路對這部劇的執着
付出和堅持可見一斑。

反映時代成為經典
雖然李路等主創人員從開始就力求將《人民的名義》打
造成一部文化現象級電視劇，但劇集火爆到萬人空巷的地
步也出乎他的意料。「這部劇的出世可謂恰逢其時，既是
中央對於反腐意志的一種文藝反映，也契合當今觀眾對文
化產品需求的心理。」李路說，大時代面前，文藝不能缺
席，反腐劇沉寂多年，一旦回歸就必須做成經典。文
藝創作只有反映時代精神和人民關切，才有恒久
生命力。這部劇正是因為表達出人們的所思所
想，才能引發民眾的強烈共鳴。

源於生活高於生活
十八大以來，中國反腐力度之大、範圍之廣令世

界矚目。「打虎拍蠅」、海外獵狐等一系列鐵腕
反腐的案例，給李路等主創人員以藝術靈感。
「藝術作品源於生活但是要高於生活，反腐
劇不是為了展示腐敗，而是為了反映腐敗給
社會和人民帶來的傷害，給大家以警示和
啟發。」李路說，避重就輕、模稜兩可拍
不出好的反腐劇，《人民的名義》正是用
藝術手法探索腐敗成因，為預防腐敗提供
鏡鑒，以積極姿態對反腐鬥爭進行了藝
術表現與思考。《人民的名義》這部電視
劇能夠順利面世，並引起強烈反響與思
考，正是人民的選擇和認可。

中國反腐巨製《人民的名義》以創紀錄的「破8」收視率完美收官。有人說，該劇是一部反映中國反腐

全貌的劃時代佳作，是一次影響中國電視創作風貌的「文藝事件」，更是一次中國電視的重要轉折——引

領着創作向現實主義的正確方向大步邁進。身兼導演、製片人、出品人的李路，日前在北京接受香港文匯

報專訪，坦陳《人民的名義》醞釀拍攝兩年以來的創作艱辛，以及由這部劇引發的文化創作思考。作為影

視界「工匠精神」的代表人物，李路說，「社會認同和藝術價值，是我一直以來遵循的底線，只有真正地

靜下心來，把事情做到極致，才能出好東西」。 ■香港文匯報記者 秦占國、劉凝哲 北京報道

李路，1966年10月出生於吉林省長
春市。1989年畢業於吉林藝術學院導
演系，之後從東北到南京，進入江蘇電
視台文藝部工作，歷任南京電影製片廠
生產副廠長、江蘇電視台電視劇製作中
心主任等職。
1993年，李路執導電視音樂連續劇

《孤星》，首次接觸影視劇行業，並憑
藉該劇獲得第十一屆江蘇優秀電視劇優
秀導演獎。1998年，執導並擔任短篇電
視劇《劉天華》的製片人。2000年，擔
任兒童劇《小蘿蔔頭》的導演 。2005
年，擔任當代家庭劇《不想回家》的製
片人。2006年，擔任年代倫理劇《青城
之戀》的總製片人。2008年，擔任勵志
劇《好想回家》的製片人 。

2010年，李路擔任家庭情感劇《老大
的幸福》導演兼總製片人 ，該劇獲得
中國廣播電視製作協會十佳作品、中國
電視金鷹獎、飛天獎等榮譽。2012年，
擔任製片人並執導現實題材電視劇《山
楂樹之戀》。2014年，擔任製片人並執
導都市情感劇《坐88路車回家》。
2017年3月，其執導並擔任總製片人的
《人民的名義》，取得了收視率突破
8%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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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義》一劇展現出李
路對現實主義影視作品各
個環節的非凡掌控能
力。他坦言，對現
實主義作品的熱
愛，一部分源自
於他的父母—
一 對 報 界 伉
儷。李路的父
母都是復旦
大學新聞系
畢業生，在上
世紀60年代一
起分配到吉林

長春。他的母親先到吉林日報社，在
多個部門從事一線採訪工作，當過記
者部主任，一幹就是20多年。父親先
是在長春日報社任職，後來調任吉林
日報副總編輯，直到1987年，兩位報
界前輩才從長春回到南京。

父母影響實踐社責
李路說，二老非常支持他的創作，

經常談起新聞和創作的事情，而父母
寫下的幾麻袋新聞稿，也曾給他靈感
與啟發。「對歷史負責，對社會負
責，追求真理和進步」是曾經感染幾
代人的中國老報人精神。這些家學淵

源，影響着李路的藝術創作，特別是
對現實主義題材的追求。「無論哪一
行要做好，都要無止境地學習，家事
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風聲雨聲讀
書聲，聲聲入耳。」李路說，文藝人
要有自己的社會修養、社會認知，才
能創造社會價值，再高一點，是盡到
社會責任。導演工作說到底是對社
會、人、事的觀察、解讀和展現。

耐心靜心安心專心
「我接到過很多選題，各種題材各

種類型都有，其中更不乏賺大錢發大
財的機會，可是我並沒有盲從，更沒

有迷失。」李路說，在充滿誘惑的影
視行業裡，能夠堅持自我標準是很難
的，只有真正地靜下心來，才能做出
好東西。在拿下《人民的名義》劇本
之初，李路就堅信，這樣具有強大現
實意義的作品，一定會在現實社會有
巨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市場價值。
他更是以「工匠精神」對待這部作
品，「要工匠，先匠心，要匠心，先
要耐心，靜心，安心和專心」。正是
懷着對人民的敬畏之心、對藝術創作
的工匠之心、才能歷經兩年的精雕細
琢，打磨出《人民的名義》這部在歷
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作品。

《人民的名義》中，香港的戲份不
少。趙瑞龍、高小琴等劇中涉案人
物，一聞風吹草動便躲去香港。高育
良常年與前妻在內地表演「形式婚
姻」，卻把小嬌妻和幼子藏在香港，
甚至在高小琴幫助下設立數億信託基
金。《人》劇甫一播出，香港藏納
「犯事兒」人員的著名酒店「望北
樓」，劇中打着香港記者名頭的政治
掮客，都着實在兩地「火」了一把。
如此「深扒」貪官、不法分子遊走在
香港與內地的法律邊緣，內容之真
實、尺度之大、拍攝手法之辛辣，令
兩地觀眾咋舌。人們不禁好奇，導演

李路怎能如此深諳香港故事。

港人追看喜出望外
事實上，除經常工作的南京、北

京，香港是李路最喜愛的中國城市。
對於李路來說，《人民的名義》這部
電視劇的緣起和圓滿，皆在香港發
生。2015年，正在香港休假的李路，
得知該劇編劇、內地著名作家周梅森
正在寫這個劇本，當夜就趕回南京。
當時的劇本只有三集，看到這三集劇
本後，李路當下就「態度堅決」的拿
下。「當時也想到這個劇本有風險，
但拍攝難度還是出乎預料」，李路

說，從劇本的審批、政策把握到風險
規避，如果錯走一步就會不行，這部
戲能夠出現在熒幕上實屬不易。
直到《人民的名義》播出最後一集，
李路才敢離開北京。他又來到這部戲緣
起的地方——香港，按着李路的話說，
「去香港休息幾天」。本意希望離開北
京安靜一下，不曾想來到香港之後，也
有大批《人民的名義》的粉絲。「香港
的商界、政界、公務員、警察，都在
看，沒想到。」李路說。
談及在《人民的名義》中香港的戲

份，尤其是現實主義、尺度極大的情
節，李路坦言，這是劇本中本身有的

內容，其中很多都是經媒體披露後對
事實的藝術再創作。

「貪官酒店」成景點
劇集播出後，藏納貪官污吏、不法

分子的「望北樓」酒店幾乎成為一大
景點，但劇中拍攝並沒有在香港取
景。至於那位在「望北樓」呼風喚雨
的《鏡鑒周刊》時政記者劉生，實際
由一位內地演員扮演。拍攝後，熟悉
港人、港情的李路感覺，「這麼標準
的普通話不對勁」，於是又專門找人
進行「港味」普通話配音，令這位打
着香港記者旗號的政治掮客躍然於熒
幕之上。

新作以澳門為背景
至於為何如此鍾情於香港，李路嘿

嘿一笑，說「我是個『吃貨』，最喜
歡香港的美食」。祖籍江蘇、成長在
吉林的李路最喜歡港式靚湯，也喜歡
香港自由、守序的城市氛圍。一部
《人民的名義》令李路作為導演從業
內「紅」到民間，投資、片約紛至沓
來。目前，李路正在籌劃執導一部以
澳門回歸20周年為背景的愛情電影，
開始進入采風階段。濃濃的港澳情
結，令李路格外關注香港與內地影視
界交流，他期待出台更多政策，促進
兩地影視界合作。

《人民的名義》導演李路：

報人後代鑄匠人精神

文藝不能缺席

結緣與圓滿皆在香港

導而優則製
叫好又叫座

�����
�

■李路導演在北京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攝

■《人民的名義》宣傳海報。 受訪者供圖

■李路與張豐毅（左，飾沙瑞金）、吳剛
（右，飾李達康）「沙李配」合影。

受訪者供圖

■■作為影視界作為影視界「「工匠精工匠精
神神」」的代表人物的代表人物，，李路李路
堅持不為金錢放棄個人堅持不為金錢放棄個人
原則原則。。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人民的名義》獲第22屆華鼎獎評委會年度特別大獎，導演李路率主
創人員領獎。 受訪者供圖

■導演專業出身的
李路作品貴精不貴
多。 受訪者供圖

文化名人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