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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笛

　　最近一部消防题材电视连续剧《蓝

焰突击》持续引发观众热议，收获诸多赞

誉。这部连续剧聚焦一个特殊群体的成

长视角，以一群年轻人从社会人到消防

战士的成长经历为主线，以一座小城的

日常消防工作为背景，全方位展现了现

代消防工作的方方面面：从日常训练到

抗洪抢险，从青春叛逆到浴火重生；从亲

情到友情，从爱情到战友情；从职业到信

仰，从个体成长到团队共赢。一个一个故

事鲜活生动，既有生活气息又有专业支

撑，既有小情节又有大情怀。故事结构复

杂，叙事逻辑清晰，矛盾冲突多元化，节

奏疏密有致，格调积极向上。人设合情合

理，呼应故事生发，暗示剧中人物的命运

轨迹，具有较强的现实关照性。

　　该剧摒弃同类题材个人英雄主义的

惯常表达，着眼群体，着力成长环境，多

层次多维度，生动细腻地勾勒出一个不

断成长并日益优秀的消防战士人物群

像，凸显职业精神和群体核心价值观。发

生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的很多惊险和意外

都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不断吸引观众

追随剧情的发展，不自觉地代入自己的

内心世界，逐渐和剧中人物产生共情，跟

随剧中人物一起接受职业生涯里的成人

洗礼。

  从酷跑少年到消防战士

路有多远

　　成长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生而为人，

谁的青春都是一地鸡毛。没有谁是天生

的英雄，不过是平凡人接受生活的淬火

以后，在急难险重时刻愿意牺牲小我的

利益换取大众的福祉。

　　《蓝焰突击》中的李溪成正是这样一

名生活中常见的热爱生活、享受当下的

青年。尽管生长在单亲家庭，但是他秉承

了母亲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性格，是

小城中个性飞扬的酷跑少年，加入消防队的

初衷也仅仅因为不用出差，可以有更多时间

帮助母亲做点事情。然而，这样一个沉浸在自

己小世界，以自我为中心的少年进入一个刚

性的纪律部队，到底会遭遇什么，结果是什

么，本身就是一个悬念。

　　果然不出所料，李溪成散漫自由的性格，

一进入消防团队就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

和挑战。同样来自社会各界的消防队员出身迥

异、个性鲜明，彼此之间既缺乏了解和信任又

不懂得协作，而这恰恰是一个新建团队需要磨

合的第一步。好在这个团队有爱才如命、善于

带兵的老站长吴长茂，有严格要求、专业技能

过人的副站长叶启恒，有精通火场专业知识的

火调员温亦冰，每一次培训演练和实战他们都

以身示范，不仅教授消防专业知识和技能，重

点还要反复磨砺每一个人身上那些明显的瑕

疵，以便更好地融入一个团队，让不同的个体

成为一个团队的一分子，一个不可或缺的组

成，从而树立团队意识，培养职业精神。

　　玉不琢不成器。人的成长和成熟也是一

个自我雕琢过程，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这个

过程显然不是轻松愉快就可以完成的。观众

可以想象，这些年轻气盛、个性张扬的年轻人

在成年以后接受第二次塑性的过程必定会是

一个疼痛而且可能伤痕累累的淬火过程。然

而，仅有筋骨之劳和钢铁般的意志力也是无

法支撑一个年轻人义无反顾走下去的，好在

有亲情、爱情和友情的交互滋养。大家在经历

血与火的救灾抢险战场考验之后，渐渐懂

得了铁的纪律和团队意识的重要性，明

白了队友之间相互信任、合作、帮助、

良性竞争的价值所在，懂得了责任

义务和担当。尽管成长之路艰难

曲折，跌跌撞撞，他们依旧负

重前行，勇往直前。

　　成长的每一个路口都

有风有雨有阳光，有笑

有泪有伤痛。谁不是

在生活的裹挟中一

边流泪一边奔跑，

一边英勇拼搏一

边独自疗伤，

在重重叠叠

的茧疤中

不 断 变

得强大。单亲家庭的李溪成，痛失妻女

的叶启恒，再组和家庭的温亦冰，孤儿

院长大的孟凡，幽闭症的冯喆……这个

平凡英雄组成的群体几乎每个人心里

都有伤，有爱也有光，因为他们从不拒

绝成长。

  从奔赴使命到秉承传统

 爱有多深

　　使命感不是天生就有，而是后天

规训的结果。以李溪成为代表的一群

社会青年在消防生涯的严格打磨之

下，日渐成熟，使命感逐渐凸显，但是

现代消防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繁

重性才是钢铁战士成长的必经之路。

　　现代城市建筑复杂、人口密集，突

发事件频率偏高。城市消防工作不仅

涵盖了应急、抢险、安全隐患查处、日

常训练和考试考核，还有很多公众视

线之外的消防站点和相关工作，长期

不被人们了解。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消

防战士全力以赴、无私无畏地奉献，才

有那么多化险为夷、化危为安，才让公

众心安，不被千头万绪的生活弄得焦

头烂额，不被困在生活的一团乱麻中，

由此人生才多了一分从容与美好，幸

福与安宁。

　　因为消防技能过硬，表现突出，叶

启恒和李溪成等人很快就被上级选拔

到蓝焰突击队，负责处理全市范围的重

大复杂抢险。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火

灾、火险、高坠、小孩子意外等突如其来

的警情，遭遇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洗

礼，生与死的考验之后，年轻的消防队

员从最初抵触叶启恒近乎苛刻的日常

训练到慢慢理解和自觉接受挑战、自我

加压，只为了完成每一次抢险任务更加

有把握，更加有胜算。人民的利益高于

一切，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就是

消防工作的使命所在，他们必须要扛起

这份责任，配得上这份荣誉。

　　在一次火场抢险中，救人心切的李溪成

擅自行动，虽然有惊无险成功救下了受困群

众，但是引发新闻媒体质疑，为了平息事态，

也为了让李溪成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蓝焰突

击队把李溪成放到一个偏远岛上消防站去接

受锻炼。

　　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岛，居民文化程度不

高，很多常识普遍缺乏，居住的房子多为棚

屋，甚至渔船，消防站的火灾隐患预防工作难

度很大。看似粗糙、不近人情的站长不信任李

溪成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精神，处处针对他，而

李溪成对于站长持同样的态度，两个人在一

次一次交锋中互相磨砺，互相了解。后来李溪

成了解到站长也是吴长茂的战友，因为好兄

弟牺牲在岛上抱憾终身，主动申请守岛，一守

就是几十年，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每天全岛巡

逻发现隐患，并帮助居民通过各种渠道不断

提高生产生活条件，完善消防安全措施，确保

岛上居民安居乐业。这件事情给李溪成的震

动很大，促使他去思考消防工作的意义和消

防职业精神的社会价值所在，也终于明白以

吴长茂为核心的消防站，为什么能够成绩卓

著，集体出彩。这个群体不只是满足于当下赢

得每一场抢险战役，而是一直有一种精神、一

种灵魂品质在延续、在传承。

  从职业平台到职业精神 义

有多重

　　职业精神是一个团队的核心价值观，也是

精神品相和骨骼，但是一个团队的职业精神的

孕育和成型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通常情况

下，一个人从学校毕业进入职场，首先是解决

生存问题，所以，就业是第一选择。但是如果一

个职业平台没有给择业者提供精神成长空间

并进行合理的成长教育，很难把一群人的力量

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在肩

负特殊任务和使命的群体是大忌。

　　像李溪成这样一群青春飞扬的年轻人进

入消防队伍的时候，吴长茂等人清楚看到了

每一个人身上的优点和缺点，懂得在队伍管

理和教育培训中怎样扬长避短，发扬光大个

人优点，磨砺个人的缺点，也懂得一个团队职

业精神的延续和传承对于新建团队的重要

性，同时懂得遵循每一个人的成长规律，严管

厚爱，这也是纪律部队无形文化内涵的显性

表达。

　　这些生长在不同环境，带着不同心理伤

痕的年轻人在进入一个崭新的群体以后首先

找到了共同成长的基石和精神氛围，这就为

职业精神的打造、成型和巩固创造了条件。他

们在工作、生活，亲情、友情、爱情的滋养和磨

砺之下，逐渐成熟，懂得责任与担当，个人与

集体，性格与命运，小家与大国之间的命脉相

连，唇齿相依，逐渐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变为以

集体为中心，从崇尚个性到追逐共性，最终成

长为一群有着共同精神品相的铁血战士。

　　一个时代正是有了这些有共同信仰和

精神追求的英雄群体，赴汤蹈火，前赴后

继，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惜流血牺

牲，不怕艰难险阻，一路披荆斩棘，勇往

直前，永不言弃，一个国家和民族才有

万家灯火，幸福圆满。

　　礼赞那些燃烧的青春，感谢

那些为我们拼过命的人，他们的

一生注定如日光一样明朗，如

蓝焰一样耀眼。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

都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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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航生

　　

　　政法现实题材电视

剧《杠杆》热播以来，取得了收视

率0.873%、同时段电视剧收视第一、腾

讯视频播放量破2.7亿和爱奇艺飙升榜、悬疑

剧和都市榜皆列第一的好成绩。纵观近期网台影视

剧的表现，政法现实题材的优秀作品在质量和数量上

都取得了亮眼的成绩，社会关注度也日益增加，《杠杆》

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

　　《杠杆》以双线并行的艺术手法讲述了一起跨国金

融大案的始末，在此过程中展现出公安经侦工作中的

种种难点，并通过极具现实意义的案件侦查，热情讴歌

了我国经侦干警忠于职守、敢于担当，智勇双全、不怕

牺牲的新时代人民警察精神，同时对于提升社会对抵

御外来金融侵略的意识和能力都有着重要意义。

　　这部作品遵循了文艺创作的现实规律，在人物的

丰富性、情节的合理性、结构的流畅性、伏笔的曲折性、

细节的专业性等方面都显现出对文艺创作规律的尊重

与把握。该剧从经侦处处长萧剑侦查离奇车祸案开始，

通过对“海翔集团”违法操控股市的调查深入，引发对

神秘商业大鳄过去的创业史探究，过程中关键性证人

的丧失、社会舆论的施压、死亡阴影的笼罩，一桩桩一

件件都将矛头直指二十年前的金融大案，在其后牵扯

出更大的跨国洗钱集团。在这样一个具有复杂前史的

故事架构中，人物之间关系的设计、多条故事脉络的交

织、现实与艺术的无缝连接都可显现出主创人员过硬

的专业能力与难得的创造力。

　　该剧的主创人员皆笔耕不辍，勤于思考，长期致力于文艺创作的积

累与学习，并融入公安工作的实际层面。电视剧《杠杆》的创作不是虚浮

的艺术想象，也不是简单的现实照搬，而是将艺术的眼光与手法应用到

现实生活中，并将现实生活中的体验与思考升华到艺术的水准与形式。

导演刘光任职于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长期深入一线，近距离观察

各级经侦警察，并对新时期经侦警察在打击金融犯罪时的先进方法有

着深入的思考，他在之前的采访中指出经侦警察的真实工作和生活状

态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因而在影视创作领域，以金融犯罪为主的经侦题

材作品较为罕见，这也与经侦题材的专业性较强和制作难度较高有关，

但他依然遵循艺术创作的现实规律，迎难而上。

　　公安工作具有其特殊性与专业性，这要求公安题材影视剧的创作

者必须深入公安理论研究与实践。电视剧《杠杆》获选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剧本扶持引导项目，体现出国家相关部门对公安政法现实题材的关

注。编剧管彦杰被誉为“新世纪警营文化代言人”，他创作的电影剧本多

次获得中央政法委奖项，其中院线电影《扫黑行动》是全国扫黑办重点

宣传项目并入选中宣部50部重点影片。管彦杰对政法现实题材作品的

精准把握来源于他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对《跨国犯罪对策》《中外警察

执法比较》等课程的研究与讲授，理论联系实际，从研究和实践中汲取

营养，将政法专业素养与艺术创作相结合，从而结出政法现实题材文艺

作品的累累硕果。

　　电视剧《杠杆》中的男主角经侦处处长萧剑破获金融大案，并摧毁跨

国洗钱犯罪集团，这个人物最大的特点是忠诚，在与高智商犯罪分子博

弈的过

程 中 ，淋

漓尽致地展

现出新时代人民

警察的智勇双全与

艰难不易，剧中的多个

经侦警察代表了现实中许

多公安英雄模范典型的不同

特质。该剧播出的时间节点也是

为了向“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

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献礼。

　　金融安全关系到每一个人的财产

安全乃至国家的经济安全，其现实意义

应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金融是现代经济

的核心，也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活经济

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

要组成部分，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的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杠

杆》中的经侦警察，时刻保持对金融安全重要性的

清醒认识，并为人民和国家防范金融风险做出了突

出贡献，从这个角度看，该剧也是一部普及金融安全

专业知识的文艺作品。

　　从电视剧《杠杆》中，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全方位了

解到：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公安机关聚焦防范化解重大

金融风险，为了保持对各类经济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

连续组织开展打击非法集资犯罪专项行动，破获一大批重

大案件，集中摧毁了一批重大跨区域犯罪网络。尤其是剧中

展现出新时代警察打击金融犯罪的先进理念与工作方法，为

广大观众献上了一部生动深刻的优秀影视作品。

　　优秀的影视文化艺术作品在涉外法治文化交流中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力量。观看电视剧《杠杆》后，德和衡律师事务

所海外中心总监栾姗博士表示，中国警察一直保卫着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国家，守护着超大体量的涉外经济活动，执法水

平、办案经验、纪律品质都是世界一流的，早就需要这样一部

生动、高质量的作品来客观向国内外观众展示中国的“警察故

事”。导演刘光和编剧管彦杰皆为人民警察，又是本剧最重要

的主创人员，齐心协力为政法现实题材影视作品推动中国涉

外法治文化的现实经验的对外传播做出了努力与尝试。

　　电视剧《杠杆》着力在文艺思想上做加法、在商业噱头上做

减法、在国际传播上做乘法、在思维定式上做除法，使中国政法

现实题材影视剧精起来、实起来、亮起来、新起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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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东 园媛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影视行业飞速发

展，多类型、多品种、多

样化的格局逐步形成。

公安影视剧也萌发了新

的生机，《破冰行动》等一

大批公安题材影视剧，劲吹新时

代前进的号角，代表新时代的风貌，引领

新时代的风气，并以故事精彩、制作精良、表演到

位，备受观众和网友们的喜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

响，以文艺形式塑造了公安战士在刑侦、缉毒、安全、文物

保护等领域的光辉形象。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公安题材

的影视作品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新飞跃，必须坚持

以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为主责主业，在平衡真实性、

故事性与社会性之间完美结合上寻求突破。

　　在观众需求的故事性与涉案剧的真实

性中找平衡 喜闻乐见

　　只有赢得人民认可，公安影视作品才会枝叶茂盛。公

安影视剧从早期的《征服》《天不藏奸》《永不瞑目》，到近

几年的《橙红年代》《破冰行动》《猎狐》《三叉戟》等作品出

炉，这批作品通过犯罪悬疑的叙事构造，探索转型时期社

会与人性的复杂层面，将商业类型与艺术探索巧妙地结

合起来，形成极具陌生化的审美体验，让观众耳目一新。

它们不仅拓展了影视剧现实题材表达的广度和深度，而

且提供了现实+悬疑相结合的类型模式。观众从公安影

视剧中寻找“刺激点”“反转”的戏剧性，同时也希望看到

的是真实的共鸣。

　　今年的网络剧《猎罪图鉴》于3月收官，但热度持续良

久，网友催拍第二季的声音不绝于耳，仅“到底有没有第

二季”这一话题，就多次登上抖音、微博热搜。《猎罪图鉴》

的成功，就在于“画像师”“双男主”新颖的人物设定，且

符合现实需求；案件选材上，符合当下热门新鲜的社

会焦点，容易让观众找到参与点；拍摄剧情节奏

紧凑，让观众在体验感观刺激下，引发

思考。

　　去年的热播剧《三

叉戟》，是由陈建斌、董勇、郝平领衔主演的公安题材刑侦

剧。在这个小鲜肉、流量明星为主导的时代，《三叉戟》显

得更为非主流，选择了“保温杯里泡枸杞”这个本应该变

“油腻”的年龄层作为故事主角进行切入。而这一点也恰

恰是这部剧的亮点，接地气的台词，接地气的表演，甚至

接地气的人物造型，每一点都在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这件事上做足了文章，将曾经叱咤警界的“四大名捕”组

合到牺牲一名战友后的“三叉戟”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演绎着别样的夕阳红。

　　当今公安影视剧，既要观照当下现实，传达民生温

度，又要反映时代热点痛点，既要真实呈现火热生动的公

安工作，也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公

安影视剧就是要在观众需求的故事性与真实性中寻求平

衡，才能被观众喜闻乐见、深受喜爱。

　　在普法警示作用与避免暴露作案手段

中找平衡 彰显价值

　　只有远离铜臭，扶正抑邪，公安影视作品才能在市场

上受到欢迎。涉案题材曾在荧屏遍地开花，例如现在还能

吟唱《便衣警察》的“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片尾曲，然而后

来因公安影视剧的剧本跟风、走偏等问题，一些影视剧粗

制滥造、格调庸俗，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一度淡出卫

视黄金档，中间沉寂了几十年，直到2015年才逐渐重回大

众视野。

　　近年来，公安影视作品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生动感

人的公安民警形象，讴歌了人民警察无私奉献的英雄本色

和崇高人格，赢得了观众的好评。这些作品展现了警察与

人民的感情，在鼓舞警民士气、凝聚警心方面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但还是有部分影视作品制作水准良莠不齐，存在

着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不恰当地暴露社会阴暗面，

给观众造成警匪勾结的错觉；片面强调真实，将公安机关

的侦查手段暴露无遗；热衷渲染暴力场面；过细展示犯罪

过程，在客观上造成了诱发犯罪方面的负面效应等。

　　公安影视剧基础在“案”，但关键在“人”。基于案件发

生的基底，把创作方向瞄准在叙事节奏上、在人物刻画生

动上、在精神内核凸显上，让观众在惊心动魄的破案过程

中，仿佛置身于探寻真相现场，切实感受人性善恶，深思

社会矛盾，这才是公安影视人应该做的。

　　电视剧《燃烧》导演陈育新认为，以前的刑侦剧主要

展现犯罪过程，侧重于猎奇性，但我认为人性的刻画是重

点，“因为要刻画人性，在叙事手法上会比较严谨，但是在

观众的观感上进入状态会缓慢一些，但我

觉得刑侦剧最大的魅力就是描述

在波澜不惊的生活下面，那

些人们走向犯罪的

过程”。

　　《破冰行动》导演傅东育曾直言，“涉案剧面对的是

所有观众，包括老人、孩子、年轻人，这是创作者需要考

虑的。血腥和暴力就一定代表收视率吗？不见得，还是要

看你的故事说得好不好，而不是靠这些来寻求刺激”。傅

东育透露，其实在拍摄《破冰行动》的时候，有一部分更

惨烈、更血腥的镜头，最后并未在剧集里呈现，现在看起

来没有损失什么。“‘黄赌毒’这种事情，大多数普通百姓

是不大接触的，涉案剧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展现，是善

意还是恶意，是批判还是寻求刺激？尺度问题不是我的

困惑，我的困惑是面对涉案剧这个类型，如何在专业性、

类型化上面做得更好。”

　　如何在把握普法警示作用与避免暴露作案手段中找

到平衡，彰显时代价值，两位导演给出了答案。

　　在题材多样性多元化与目标宗旨统一

性中找平衡 不失本心

　　只有志存高远、植根生活，公安影视作品才能够一枝

独秀。去年的《重生》《猎狐》《扫黑风暴》《谁是凶手》等作

品陆续开播；今年初，《重生之门》《猎罪图鉴》《开端》等作

品继续发力。值得一提的是，公安影视剧在数量持续增长

的同时，也在探索着题材类型的边界，于探案、悬疑的内

核之外，增加了女性话题、科幻虚拟、家庭伦理、律政等极

具张力的元素。多样性、多元化的趋势，在公安影视剧处

处开花结果。

　　例如：电视剧《冷案》，该剧讲述了缉毒刑警罗英玮在

围剿行动中目睹男友因公牺牲后，为调查“蓝魔”贩毒集

团真相申请调至档案室，并带领蔡文心、夏洛阳、冯壹三

名女警员成立“冷案小组”，寻觅真凶的故事。该剧是较为

少见的女性视角刑侦剧的发展，体现出刑侦剧在不断摒

弃传统性别歧视心理，打造刑侦剧中新的两性关系，同样

也在消除观众审美疲劳和去除剧集的脸谱化中，对女性

走到大众面前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在看到公安影视剧纷繁多样性的同时，也应该注意，

公安影视剧不仅要解决“可看性”的问题，还要思考“必看

性”。公安影视剧始终姓“党”，它不能丢弃初心，理应体现

在普法宣传、震慑犯罪以及讴歌英雄的意义，要承担起达

到给人鼓劲提气的作用。

　　剧作者在影视创作中，对作恶者的人性开掘的限度

在哪里？在人物关系处理中有无违背公序良俗？在阴暗复

杂的人性与欲望中，如何表达积极的、光明的力量？在善

与恶之间较量时，最终剧情走向是正向还是反向？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公安影视剧所必须面临的问题，需要非常

谨慎的处理。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院长关玲认为，“将剧集

创作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对权与法、情与理、善与恶等

问题进行思考，公安题材电视剧才能够具备强烈的时代

感和情感冲击力”。

　　深刻把握好公安影视案件戏剧性与还原真实生活

之间的关系，在刻画人物细节、调节影片节奏、把握尺

度上下功夫，将公安工作、法治建设、人民警察

精神潜移默化地内化于民众之中，避免落

入套路化、脸谱化，创作出思想性与艺

术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的

优秀作品，实现公安影视剧的

再次腾飞。

   （作者单位：全国

公安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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