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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表现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隐秘战线上与敌人斗争的谍战

题材作品备受观众青睐。此类作品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初登银屏，经历“反

特片”、“公安剧”两次浪潮，进入 21 世纪后被冠以“谍战剧”之名，业已

形成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类型剧。近年来，中国优秀谍战剧层出不穷，丰富

了观众的文艺生活，彰显了深度的人文关怀，构建了广泛的政治认同。然而，

谍战剧以其高悬疑度和强情节性吸引观众的同时，又因其类型化的制作令观

众逐渐产生审美疲劳。新时代下，谍战剧亟需采取新的尝试以摆脱传统剧集

重情节重悬疑的模式，以耳目一新的方式构建国家认同、传播主流价值。

《叛逆者》不失为此种尝试的优秀典范。首先，与“宏大叙事”这一主

旋律电影电视传统创作与叙事方式不同，《叛逆者》着眼于个体成长，以“微

末叙事”的方式，“巧用以小见大的修辞方式去形塑集体价值、传达家国情怀”

（程樯  134）；其次，尽管该剧自播出伊始便被贴上“谍战剧”的标签，但

正如导演周游受访时所说，这“不是一个处处强情节的故事，也不是一个非

常类型化的故事”1。可以认为，该剧在叙事视角、叙事节奏、叙事方法和叙

事内容等方面突破了传统谍战剧的类型化模式，消解了观众对谍战剧的刻板

印象。尤其在叙事内容上，该剧的故事核心不在于叙述如何获取情报、传递

情报，而是以非全能型男主角林楠笙的成长叙事为主线，紧扣其成长过程中

伦理身份的更迭，聚焦于人物内心的冲突与蜕变。可以认为，该叙事内容为《叛

逆者》有别于类型化谍战剧的最另类之处。

另一方面，与“可以进入人物的心灵，〔……〕用散文描写或直接刻

画其内心冲突”（麦基  238）的文字文本不同，影视剧生产通过镜头语言结

合空间艺术为人物的“内心冲突创造视觉关联”（麦基  238）。《叛逆者》

在情节推进上，摒弃了通过画外音解说来告诉观众“人物是怎么长大的，他

的梦想和恐惧是什么，或者解释故事社会中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麦基 

369），而是在用“用人物选择和动作的形象来间接而不可名状地表达内心的

1　 参见新丽传媒、腾讯影业、阅文影视 2021 年度发布会，2021 年 6 月 13 日。<https://v.qq.
com/x/page/f3252fxaymy.html>



903On the Growth Narrative of Lin Nansheng in the Non-typed Spy Drama Rebel / Cao Yajie

思想和情感”（麦基  238）之外，通过空间意象及对前叙场景的空间关照与

对比暗示人物选择、故事进展及主旨呈现。

本文围绕电视剧《叛逆者》中林楠笙的成长叙事这一主线，紧扣其伦理

身份的更迭，关照影视剧生产中空间艺术的呈现，阐明《叛逆者》的成长叙

事方式、空间表征意义及伦理道德主旨。

一、凝视：迷茫中寻找信仰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

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

伦理语境中去，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聂珍钊  256）。回溯林楠笙的

成长与蜕变，势必要回归伦理现场，在特定伦理语境中理解该过程。《叛逆

者》的故事发生的伦理环境为 1936-1949 年动荡年代下的中国。1936 年，国

民党复兴社干部训练班学员林楠笙因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缜密的分析力被特务

处上海站站长陈默群看中，带回上海执行任务——找出潜伏在上海站的共产

党人“邮差”。“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

（聂珍钊  263）。可以说，林楠笙的成长叙事即其通过一系列伦理选择重新

定位自我伦理身份的过程。在林楠笙成长的初始阶段，他自我选择了国民党

特务这一伦理身份。在该阶段，剧集镜头下的空间表征聚焦于林楠笙的视线，

关照了一系列林楠笙“凝视”和“被凝视”的场面，呈现出林楠笙对其伦理

身份的迷茫以及对救国信仰道路的追寻。

首先，共产党叛徒王志供出“邮差”的接头地点后，林楠笙奉命监视康

可尔咖啡馆并拍摄、冲洗、甄别照片，以寻找“邮差”及其接头人。镜头语

言反复呈现并强调林楠笙于监视室和暗室空间中的“凝视”他者行为：监视

对面的咖啡馆、摁下照相机的快门、排列暗室里的照片、观察照片中的人物。

这种对他者的凝视来源于林楠笙对上峰陈默群的坚信不疑和对任务的绝对服

从。同时也隐喻出，面对共产党人这一他者时，林楠笙的行为在其伦理身份

的加持下，呈现出作为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上风地位的国民党政府代表者的权

力者姿态。

其次，林楠笙化名助教徐立文，以追求自由的进步青年形象成功获取

共产党人朱怡贞的信任，并在朱怡贞的推荐下接受了组织的秘密考察。考察

地点最终定格在一间照相馆内。在该情节呈现上，镜头语言利用照相馆空间

的特殊性质，艺术且充分地展示出林楠笙及其伦理身份“被凝视”的过程。

聚光灯照射在被考察者身上，考察者隐匿于暗处、通过相机镜头“凝视”对

方，即国民党特务林楠笙在被凝视时，对共产党人“凝视者”的身份一无所

知。这与上述林楠笙于监视室和暗室的视线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以下对话

中，镜头始终关照“被凝视者”林楠笙的细微动作与“凝视者”操作下的照

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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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知道为什么要你到这儿来吗？

林：不知道。朱怡贞叫我来的，所以我就来了。

共：如果她让你做的事有危险，你会做吗？

林：会。

共：如果像上次那样，会危及到生命呢？

林：如果是必须的，我会做的。

共：什么样的事情是必须的？

林：如果危及到朋友的生命，或者，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先生，

您是？

共：你不必知道我是谁，我们都是她的朋友。

林：您好，我叫徐立文。

共：徐先生，我们后会有期。（第 10 集）1

至此，灯光熄灭，“凝视者”及照相机完全淹没于黑暗中。问询中，林

楠笙一切言行的细枝末节被照相机镜头捕捉并放大。这种空间印象的置换不

仅形成了艺术反差，强化了艺术审美，也推进了情节发展，为日后林楠笙伦

理身份的转变埋下了伏笔，隐喻了其作为代表国民党政府的凝视者身份和权

力者姿态的消解。

最后，林楠笙真实身份暴露，朱怡贞因通共嫌疑被逮捕。林朱二人于昏

暗逼仄的审讯室空间相见。尽管林楠笙作为“审讯者”，对“嫌疑人”朱怡

贞存在权力上的完全压迫关系，但在镜头语言和二人对白的呈现里，审讯室

这一代表暴力关系的空间属性被瓦解。林楠笙并未完成对朱怡贞单方面的“凝

视”与“施暴”行为。

林：我伪装成你们学校的助教，一点一点地接近你，开始打探你的

喜好，和你一起

参加学生游行。我受的伤都是安排好的。可是你，只看到了我神不

顾身地保护你。

朱：这能说明什么呀？只能说明，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林：是，我就是一个骗子。〔……〕朱怡贞，你太幼稚了！这里是

特务的审讯室，不是你们申江大学的阅览室。我所说的一切，理想和信

仰，都是为了迎合你、接近你。你要记住，你和我，分属不同的政治立

场。所以，你就是共产党。

1　 本文有关《叛逆者》作品的引文均来自电视剧《叛逆者》（周游导演，朱一龙主演，中央电视台、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新丽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出品，2021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集数，

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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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我就是申江大学的一名学生，我不是共产党。（第 12 集）

在林楠笙向朱怡贞的坦白身份和言不由衷的谎言里，镜头语言对林楠笙神

情的捕捉无一不在诉说着其被对方“凝视”的渴望、痛苦与内心的纠葛。可以

说，在审讯室空间内，二人均具有“凝视者”与“被凝视者”的双重身份，二

人在审讯室内的视线与角逐构成了林楠笙成长叙事第一部分的高潮，即，在对

朱怡贞的“凝视”与“被凝视”中，林楠笙逐渐迷茫，因为“伦理要求道德同

身份相符合，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聂珍钊 264）。林楠笙救

国救民的道德规范和与其当下的伦理身份产生冲突，他开始怀疑该伦理身份、

以及在这一身份裹挟下报国行为的对与错。

在新手特务林楠笙成长的初始阶段，镜头语言聚焦于林楠笙的“凝视”

与“被凝视”，人物内心的纠葛通过空间承载以视觉印象呈现与观众眼前。

这也成为林楠笙审视他人伦理身份、反思自我伦理身份的有效手段，为此后

其伦理身份的转变埋下伏笔。

二、告别：挣扎中坚定信仰

国难当前，国民党政府却屡现投敌卖国之辈，官员贪腐牟利、政府无心

抗日，林楠笙空怀满腔热忱却报国无门，在伦理两难的困境中挣扎、蜕变。

伦理两难即伦理困境，它“由两个道德命题构成，如果选择者对它们各自单

独地做出道德判断，每一个选择都是正确的，并且每一种选择都符合普遍道

德原则。但是，一旦选择者在二者之间做出一项选择，就会导致另一项违背

伦理，即违背普遍道德原则”（聂珍钊  262）。选择以国民党特务的伦理身

份退敌护国是林楠笙最初的信仰和一直坚信的报国之路，然而他看到了国民

党政府的腐败与不堪；但若选择抛弃国民党，在当时的林楠笙看来便是背弃

了祖国，无法实现救国之志，这显然非其所愿。在该阶段的成长叙事中，《叛

逆者》的空间表征与林楠笙的精神困境相辅相成，有效地呈现出林楠笙所处

的伦理困境以及与过往“告别”的视觉意象。

上峰陈默群投日后，林楠笙难以置信并一意孤行被关了禁闭。禁闭室

内，林楠笙手执刊登陈默群投日消息的报纸，颓然坐于窗口。囚笼似的逼仄

空间映照着此刻林楠笙内心茫然却不知如何挣脱的困境，而窗口一缕照射进

来的阳光仿佛昭示着前路。前来探望的顾慎言（即“邮差”）对倚在窗口、

泪流满面的林楠笙说：“有一点我很清楚，你现在绝不是在为老陈的投敌感

到难过。你是彷徨了，你现在满心的疑虑，你担心你的牺牲和付出，会是一

场空。你怀疑你的信仰和方向出现了错误。从师范毕业投考特训班，就是想

为自己的国家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这个方向，永远都不会有错。〔……〕你

得先从这里走出去”（第21集）。顾慎言的“走出去”话语与空间意象——

窗口照射进来的阳光——共同指引着林楠笙与国民党、与现有伦理身份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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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事实上，这种“告别”意象在前置剧情的空间表征中也早有先兆。

林楠笙为朱怡贞洗清共党嫌疑后，朱与父亲一同离开上海。林楠笙立于

漫天飞雪中，点燃了徐立文的档案和朱怡贞的照片。火苗窜动中，有关助教

徐立文的一切及其和朱怡贞的过往化为灰烬。雪地中的焚烧场景无疑烘托出

林楠笙内心的伦理困境：伪装成徐立文接近朱怡贞、进而打入共产党内部的

任务失败，从此与朱怡贞成为立场相对的敌人，亲眼目睹共产党人的坚定与

国民党人的残忍，自己与朱怡贞的立场孰对孰错？与此同时，镜头语言营造

出一种林楠笙与过往“告别”的意象：立场坚定的爱国女生朱怡贞、与朱怡

贞畅聊心志的进步青年徐立文、二人心中所愿的自由与平等。镜头中凛冽的

白色雪地和炙热的红色火苗在视觉上呈现出鲜明的对比效果，这种强烈的“告

别”仪式感和视觉冲击力烘托出林楠笙此刻孤独、挣扎的繁杂心绪。

“雪地中的告别”意象在此后的剧情中多次出现，并于第29集达到高

潮。林朱二人被困并于逃生途中双双中枪。枪声过后，一切声音和色彩归

零，镜头自近及远聚焦于漫漫雪地中倒地的二人，画面呈现出听觉意象被完

全切断、视觉意象被无限放大的黑白默片印象，勾勒出一幅残酷美学的诗意

表达图景。

中枪后，林楠笙告别了上海，于香港接受救治。此次“雪地中的告别”

不仅是二人的再次分别，也是物理空间的位移。林楠笙生活空间的位移“被

赋予解放性的力量，给人物提供了摆脱日常生活的常规位置的机会”（陈丽 

126）。香港成为林楠笙的异化空间，让他摆脱了原有的日常隐忍、内敛的

行为模式：他在愤恨挣扎中杀死狂妄的日本军人、在精神困境中收听延安电

台的广播《论持久战》、在坚定信仰后帮助共产党人传递情报等。在殖民地

化的“非日常”生活空间——香港，林楠笙逐渐告别其国民党军官的伦理身

份，开始与共产党人并肩战斗。在与昔日国民党特训班同窗、实为共产党人

的左秋明见面时，林楠笙主动提及了《论持久战》。

林：我听了延安的广播。论持久战，说的太好了。〔……〕我跟你说，

我觉得，毛

泽东真的是一个战略家，一个预言家。〔……〕当时战争爆发的时候，

我就在上海。

左：这几年有太多大事了，印证了《论持久战》的前瞻性。对这场

战争的决胜之策，

毛泽东也有非常具体的指导。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林：兵民，是胜利之本。说的太对了。上海区出事之后，面对侵略者，

我已经看不

到希望和未来了，我不知道哪一天才是尽头。但是自从听了《论持

久战之后》，我感觉我整个人被重新点燃了，我兴奋得晚上都睡不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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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们不但要听，还要认真地研究。〔……〕（中国）必胜！

必胜！”（第 31 集）

尽管如此，林楠笙的内心仍然焦灼。初抵重庆，宿舍内的一幕充分呈现

出此时林楠笙于伦理困境中的犹豫与挣扎。光线昏暗的房间内，林楠笙端坐

在床上一下又一下地点燃打火机，在明暗光线的交替中若有所思，视线所及

之处为叠放整齐的国民党军服。这一空间呈现激发出观众的视知觉经验：明

暗交替的光线、国民党军服的指向意义不言而喻。情境、氛围与故事情节交

织融合，渲染出林楠笙面临国、共选择时陷入伦理两难的挣扎心境，他必须

重新进行伦理选择。伦理选择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道德选项的选择”（聂

珍钊  267），“往往同解决伦理困境联系在一起”（聂珍钊  268）。促使林

楠笙做出伦理选择的契机很快到来。

接风酒会上，在看到军官们欢声笑语、觥筹交错，一派歌舞升平时，林

楠笙扫兴地说：“不好意思，我不会喝酒”（第 31 集）；听到同僚对蓝小姐

的闲言碎语和调侃取笑后，愤怒道：“她是遗眷，她丈夫牺牲在南京。她为

军统立过功，她应该撤回重庆，她应该得到你们最基本的尊重！”（第 33 集）

为给顾慎言洗清冤屈，他四处奔走，面对培训班时恩师白老师的提醒“你应

该想想你自己〔……〕自己的前程，自己要当心”时，他失望地闷声道：“我

入这一行，不只是为了前程。〔……〕白老师，学校教我们，加入特务处是

为了报效国家。现在这么做，是报效国家吗？〔……〕活着，总要有希望啊”

（第 34 集）。

以上宿舍内的内心焦灼、酒会上的出离愤怒、与白老师的吐露心声等情

节细密地铺垫了林楠笙此后与国民党“告别”的经验基础，即重新进行伦理

选择的契机。在共产党人顾慎言牺牲后，林楠笙终于决定加入组织，接过代

号为“邮差”的接力棒。中共南方局川东特委郁正文在寓所与其会面。

郁：楠笙同志，接下来，你要面临艰巨的任务和复杂的环境。这项

任务的危险性和压力，对于你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我希望你能够坚强地

承担下去。

林：您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后，我将彻底和国民党决裂，

为国家和

民族的解放，尽我最大的力量。（第 34 集）

鲜红的党旗下，林楠笙面朝延安方向，完成了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

中国共产党。坚持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

斗到底。”至此，林楠笙彻底摆脱了伦理两难的困境，完成了伦理选择，更

迭了伦理身份——告别了国民党人身份，开启了共产人这一伦理身份下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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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信仰的新征程。

在林楠笙成长的第二阶段，剧中的空间表征呈现出 “ 告别 ” 意象，指向

林楠笙与其过往身份的诀别。在剧情上表现为：林楠笙的所思所行与国民党

其他官员渐行渐远，最终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重

新进行了伦理选择、完成了伦理身份的蜕变。

三、传承：斗争中践行信仰

1945年，日本战败，林楠笙调任上海站副站长，并在与国民党的不断斗

争中践行革命理想。这是剧中林楠笙成长的最后阶段，在该阶段的叙事中，

空间表征大量采用与前叙景观相呼应或对比的手法，表达出林楠笙伦理身份

中的“传承”主旨。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人的秘密接头场所——长椅景观的反复出现，

尤其是位于上海某湖边的长椅。该景观在剧中出现的代表性场景可按时间顺

序排列如下：

①陈默群投日后，顾慎言和纪中原于长椅处见面。镜头数次关照长椅边

草地上白人一家四口的欢乐嬉戏。纪中原离开后，顾慎言回望这一家四口，

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

②战时激烈中，共产党联络站被炸，纪中原可能牺牲。顾慎言于长椅处

孤独地等待纪中原。四周草地上一反前叙场景中的热闹景象，空空荡荡，一

片寂静。

③抗战胜利后，林楠笙与纪中原于长椅处见面。此刻镜头关照之处为草

地上嬉戏玩耍的中国人一家。纪中原笑道“欢迎你回来”并叮嘱“你首先要

保护好你自己的身份。”林楠笙表示：“当年老顾就是为了掩护我而牺牲的。

我们有太多的同志，为了邮差牺牲自己的性命。作为邮差，我宁可牺牲，也

绝不暴露自己”（第 35 集）。

剧中数次对“长椅”空间的反复呈现，一方面强化了观众的观剧印象、深

化观剧体验，将“长椅”意象与“共产党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同

一景观的反复与不同人物的登场契合了历史进程的演变：长椅附近草地上的景

致由战争初期的白人一家到战事惨烈期的空无一人再到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人一

家，该变化暗示并突显了长椅所在地由法租界变成日占区再回归至中国人家园

的历史进程。更重要的是，最后一处长椅场景的空间呈现和纪中原的“欢迎回

来”与林楠笙的“邮差”话语，不仅是对前叙景观的呼应，还有效传达出林楠

笙的传承责任：顾慎言牺牲后，林楠笙以新一任“邮差”的伦理身份潜伏在上

海站继续斗争。

其次，剧中将荣将军向林楠笙传递徐蚌会战情报的地点设在戏剧演出场

地——天蟾舞台。作为娱乐、社交场所，《叛逆者》的前期剧情中较多呈现

的是极具西方文化色彩的歌舞厅空间，人们在上海或重庆的歌舞厅，着西式



909On the Growth Narrative of Lin Nansheng in the Non-typed Spy Drama Rebel / Cao Yajie

礼服，品洋酒可乐，种种表征呈现出强烈的殖民空间意象。然而，在故事临

近尾声时，背景设定却转向天蟾舞台这一展现传统戏剧文化的本土空间。林

楠笙身着中式长衫，手执京剧目录，与前叙景观的设定形成强烈的空间表征

对比，表达出中国、中国人在摆脱被殖民地和被殖民身份后的文化回归。林

荣二人被置于该空间设定中完成情报传递，所呈现的不仅是任务和斗争的“传

承”，更体现出林楠笙在新的伦理身份下所代表的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最后，林楠笙身份暴露，在躲避国民党追捕过程中落水。获救后，他在

斜塘镇做了一名小学教师。剧集接近尾声时，镜头两次展示了春晖小学的教

室空间，分别为林楠笙教孩子们唱《送别》和林楠笙独自于教室中产生幻觉。

关于前者，剧集播出时便有网络评论林楠笙于教室中的装扮，认为林在用自

己的方式——“留着老顾的发型，穿着老纪的长衫，冠着左秋明的姓氏”纪

念故人。后者的幻觉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林楠笙在幻觉中看到了那些业已

离他远去的战友，泪水浸湿了桌面。但是，若聚焦于教室这一空间表征，可

以认为此处对教室空间和教师身份的强调亦为对剧集伊始时，林楠笙化名徐

立文任大学助教情节的呼应。在林楠笙的所有心事都以留白的形式和细腻的

演绎呈现给观众的表达方式之下，唯有徐立文在与朱怡贞的交往中畅谈了理

想、歌唱了信仰。在学校组织的某次舞会中，助教徐立文与学生朱怡贞诚恳

交谈。

朱：徐老师，我真的没有想到，您会意识到这些。……我是一个独

立的个体，我只

属于我自己。我可以做很多男性为国家做的事情，甚至比他们做更多、

更有意义的事。

林：你记得《草叶集》里的诗句吗？我歌唱个人，单一的、独立的人，

发出民主的

声音、大众的声音。

朱：不仅歌唱样貌、大脑，整个形体更值得被歌唱。

林朱：我平等地歌唱女性和男性。（第 8 集）

尽管助教徐立文是林楠笙为接近朱怡贞所伪装的身份，以上交谈也确实

拉近了二人的距离，达到了林楠笙的目的，但可以认为，徐立文所述理想信

仰实为当时的林楠笙无法宣之于口的心声。关于这一点，林楠笙的扮演者朱

一龙在访谈中也表达了同样看法。那么，剧终之时以对前置情节呼应方式呈

现的教室空间所承载的就不仅仅是林楠笙对故人的怀念，更表征着他在新的

伦理身份下对革命精神和革命信仰的传承。

这一点也可以在全剧末尾部分得到印证。解放后，林楠笙身着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装阔步前行。镜头下，林楠笙的背影逐渐远去时，身后传来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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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林楠笙。同志，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在与朱怡贞的重逢意境中，

情节特意设置“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话语，不仅强调了林楠笙所着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装所代表的伦理身份，也通过对该伦理身份的再次凸显，强化了

剧中人物与剧集主题的的信仰“传承”含义。

在林楠笙完成伦理身份蜕变的最后部分，“传承”主题通过与前叙景观

和前置情节呼应或对比的空间表征呈现出来，分别表达了林楠笙传承任务、

传承文化、传承信仰的过程。

谍战剧《叛逆者》没有炫目的特效技术、没有装饰性的摄影剪辑，没有

故弄玄虚的叙事方法，没有冗长无效的场景情节。全剧立足于林楠笙不同阶

段的伦理身份制造戏剧冲突、引发观众期待，在充斥着伦理选择和伦理身份

变化的成长叙事中，采取线性时间流程方式的同时，与影视剧生产的空间艺

术相结合，成功地呈现出一种时空并置的成长叙事方式。《叛逆者》的空间

表征超越了作为故事背景的功能，凸显了其作为空间的意义，承载着个体情

感的变化，展现出伦理两难的困境，暗示了伦理身份的更迭。在剧情呈现上，

以空间表征承载林楠笙的凝视、告别与传承；在人物呈现上，摒弃画外解说

与独白，充分运用“展示，不要告诉”（麦基  359）的银幕创作原理，“用

人物选择和动作的形象来间接而不可名状地表达内心的思想和情感”（麦基 

238）。全剧镜头语言质朴真诚，故事内容充实细致，演员展示克制内敛，为

谍战剧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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