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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文丽娟

  电视剧《狂飙》近日收官。作为首部以扫黑除恶常

态化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背景的影视作品，该剧自

开播以来拿下收视、口碑双丰收的好成绩。

  剧中，张译、张颂文、李一桐等演员合力讲述了一

个跨越20年的警匪故事。导演徐纪周运用古典三幕剧的

形式，通过这些人长达20年的角力，讲述了一起起惊心

动魄的扫黑大案，同时全景式描摹了一组政法干警群

像。剧情高能、表演到位、够接地气、直面问题，成为网

友评论该剧的关键词。

  徐纪周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2000年起从事

电视剧创作，曾创作《中国刑警》《打黑风暴》《狙击》、电

影《心理罪之城市之光》等众多经典作品。

  2月2日，在该剧制片方的办公室里，徐纪周接受了

《法治日报》记者专访，谈到了《狂飙》创作、自我表达，

以及对扫黑除恶常态化的一些思考。

  “安欣集中了优秀干警的所有品质，

是万千英雄的缩影”

  记者：作为编剧和导演，请您介绍一下《狂飙》的筹

备过程，为何取名为“狂飙”？

  徐纪周：2019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推进，留白

影视找到我说拍一个以“扫黑除恶”为主题的剧，我欣

然答应，开始收集资料并做整理工作。2020年开始写剧

本，2021年9月26日开机，2022年1月18日杀青。

  在创作时，会涉及一些名词，比如“政法系统教育

整顿”“刀刃向内”“倒查20年”等，得采访、做功课，看了

很多卷宗。剧本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取得阶段性胜利，扫黑除恶进入常态化。为了更好地

契合这个节点，我们及时融入更多这方面的内容。由于

此前就写了有“保护伞”、犯罪手法隐秘等内容，所以调

整难度相对较小。

  取名“狂飙”，最初的想法是源自《蝶恋花•从汀州

向长沙》一词中“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这首词的头两句“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

缚”，也和这部剧的气质吻合——— 一场风暴即将到来，

有了壮士断腕、自我革命、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勇气，

才能真正实现扫黑除恶。

  我觉得“狂飙”这两个字与这些年扫黑除恶工作以

及政法系统教育整顿工作的雷霆万钧、雷厉风行是相

契合的。

  记者：《狂飙》以2000年、2006年、2021年三个时间节

点架构全剧，采用倒叙、插叙的方式呈现了20多年的社

会发展变化。为什么要选择这三个时间节点？

  徐纪周：因为2021年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倒查

20年、刀刃向内的结果触目惊心，而倒查20年正好要回

溯到千禧年之初。并且这20年与我自己的成长线也是契

合的，2001年我大学毕业，到2021年正好20年，我也希望

讲讲自己走向社会后的一些感悟和沉淀。我们两个主

演张译和张颂文，年龄也都相仿，一个1978年生人，一个

1976年生人，这20年也是他们的青春岁月，也有一些想

表达的感悟，所以一拍即合。

  但是20年的时间跨度，如果完全拉长，戏就容易碎。

我就把一部戏当三部戏来拍，选择了2000年、2006年、

2021年作为时间节点，三幕剧的讲述方式可以让戏剧冲

突更集中更浓烈，并且这三个阶段有代表性，让我有充

分的篇幅去展示人物成长和人性的复杂。

  第一阶段适逢世纪之交，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加

入世贸组织和申奥成功，这一时期经济提速，我国的治

安环境也较为复杂。我刚毕业那会儿拍公安纪事片，看

案例触目惊心，主要是好勇斗狠的暴力犯罪。这个单元

的代表是徐江，比较张扬，像港片中的古惑仔。

  第二阶段房地产业蓬勃发展，一系列土地调控政

策出台，这一时期的极端犯罪大多围绕拆迁，钻政策空

子攫取巨大利益。这个单元设置了莽村拆迁事件，是很

多城市城镇化的缩影，各方利益犬牙交错。

  第三阶段就是2021年扫黑除恶常态化、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工作的开始。

  记者：安欣与高启强这对正邪对立的关系是剧中

的一大亮点，这两个核心人物的关系是如何搭建的？

  徐纪周：安欣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而高启强

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从社会底层一步步爬上来，对中

国传统人情社会非常了解，深谙人性的弱点，知道如何

疏通、打动、笼络别人，他会抓住他所接触到的所有资

源、人脉，并无限放大，不断给自己找机会。

  在我看来，安欣是法治社会的代表，高启强是传统

的人情社会的代表，他们两个的冲撞也是法治社会和

人情社会的冲撞。在他们人物关系的发展中，能看到中

国法治社会的进程。理想主义者要建立秩序和制度，必

然会遇到阻碍；社会要前进，必须得把人情社会中的很

多东西根除，必须遵循秩序、体系、法治和公平的原则，

必须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最终还是好人有

好报。

  记者：安欣在现实中有原型吗？

  徐纪周：没有原原本本的原型。现实中像安欣这样

的理想主义者还是有很多的。我们接触到广东一政法

干部，34岁满头白发，跟安欣一样“轴”。

  其实安欣集中了优秀干警的所有品质，是万千英

雄的缩影，他们忠诚、善良、有担当，危险时刻用身躯挡

住火药，受伤后把抢救机会留给战友……他们是一群

相信“邪不胜正”的扫黑英雄，为了社会安宁“狂飙”

出击。

  记者：有观众说，狂飙的“飙”是一众实力派演员同

台飙戏，无论是“双张”博弈、老戏骨加持，还是诸如阿

如那出演的莽村村支书儿子李宏伟等精彩配角，演员

与角色的适配度都非常高。您选择演员的标准是什么？

如何挖掘演员的表演潜力？

  徐纪周：这部戏横跨20年，又按现实主义方式去拍，

所以选角的核心，我希望找有阅历、有思考、有表达的

演员。

  我选演员时基本不和人聊剧本，就聊聊生活经历，

比如原来干什么、平时去哪玩、爱吃什么等，要有一定

的生活阅历，要看这个人的状态是否跟戏里想要的那

个人相契合。

  比如戏里有个警察叫张彪，后来因为家属也被黑

恶势力拉拢了。演员原来是演话剧的，我就跟他聊经

历，他说做过警察，到公安局拍的时候，我说正常办公

什么样就什么样，不要给我演，一演就成以前那些电视

上的警察了。还有莽村那个恶霸李宏伟，有网友还开玩

笑建议查查他，因为不像演的，其实他正经是上戏科班

的。一开始，我和他聊天，聊着聊着就听他说小时候在

农村生活时被霸凌过。我问他能演吗？他说行，后来确

实把欺负人的角色演得入木三分。

  所以演员有足够丰富的生活阅历，便能很好地理

解和驾驭这个角色，甚至有的演员还会自己做功课，去

补全人物形象。

  “反映了政法机关刮骨疗毒、自我革

新的决心”

  记者：听说拍摄之前您和团队成员进行了深入采

访，这对最终剧情的真实度和质感无疑有巨大帮助，能

塑造出非常立体的人物形象。当时采访了哪些人？了解

到哪些扫黑除恶的真实故事？

  徐纪周：我们当时跟着指导组一起去了黑龙江，看

那些民警具体怎么办案的，听他们介绍有什么样的“保

护伞”，回来后又读了很多卷宗。

  其实高启强有多个原型人物，都是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以来破获的涉黑案，其中包括黑龙江“李氏兄弟”涉黑

案、辽宁大连徐长元涉黑案、广东茂名曾仕权涉黑案等。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曾有一个“李氏三兄弟”，提

到他们，很多老百姓都咬牙切齿。该组织的头目李伟，

人前是仪表堂堂的国企经理，人后是恶贯满盈的涉嫌

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黄赌毒”全都沾染。

  2000年前后，他们共同出资经营酒店、游戏厅和洗

浴中心，在当地“小有名气”。在涉足“黄赌”行业并完成

了前期资本积累后，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打通关系”，职

务在供电系统内不断攀升。后据警方查明，李氏兄弟分

包的配套费工程总价达31.6亿余元，通过非法手段竟然

垄断了当地电力系统77%的份额，李氏黑恶势力俨然成

了“电霸”。

  其实剧中每一个人物都是缩影，加上演员的表演，

每一个人物都很立体，才造就出一个全面的精彩的京

海生态。而京海其实是过去20年中国内陆城市发展的一

个缩影，我把我们认知的社会生态、权力架构、基层政

治生态等都尽量放进去了，从场景、画幅、道具到演员。

所有演员在这里头真实地生活，然后组成一个“真实”

的社会，引发观众共鸣。

  记者：您希望通过《狂飙》这部剧传达一种怎样的

价值观？它最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徐纪周：我们其实不是想告诉大家什么是黑，什

么是白，命运具有不可知性和偶然性。比如曹闯、李

响、张彪，他们作为警察先后出现了问题，而安欣始终

在坚守，我们想通过这个剧、通过每一个对比，来讲述

坚守的不容易。安欣代表了绝大多数能坚守的政法干

警，但也有像李响这样有理想却没坚守住的人，其实

最初他想实现和安欣一样的目的，但他觉得安欣的方

法有点笨，他有更快的方法，但在实现过程中违规违

纪违法了。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一个真实案例，一位政法干警

从不收礼，很本分工作，但他妈妈得病要尽快做手术，

医院让排队，那帮人知道后帮着解决了问题，很快安排

了手术。不做手术妈妈就没了，普通人怎么抉择？作为

一个法律捍卫者怎么抉择？我们如何做这道选择题？一

旦建立关系，交往越来越深，关键时刻，他们说这事你

拉我一把，作为政法干警，你帮不帮？这是很残酷的社

会现实，拷问着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想从多个角度去呈现，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

是真正的恶，又该怎样把这个善播种下去。作为一部讲

述扫黑除恶和刀刃向内的政法题材剧，我们想让大家

明白黑恶势力从哪里来，为什么要终结它。这可能是这

部作品的社会意义，超越了它的商业价值，它展现了国

家扫黑除恶的决心，反映了政法机关刮骨疗毒、自我革

新的决心。

  记者：《狂飙》剧情时间跨度长达20年，涉及京海市

各级干部、基层干警、调查指导组，以及涉黑商人和手

下等群像，有力地呈现出了扫黑除恶之艰难。这种呈现

是基于怎样一种考量？您认为扫黑除恶难在哪儿？

  徐纪周：扫黑除恶跟禁毒一样，非常残酷，非常惨

烈。要把扫黑除恶工作的艰巨性、艰难性、残酷性展现

出来，告诉大家扫黑不易。

  扫黑为何如此艰难？因为有“内鬼”，有“保护伞”。

“保护伞”与黑恶势力深度捆绑，形成利益共同体，结成

了庞大的势力网。剧中安欣到“疯驴子”的团伙中卧底，

取得信任后“疯驴子”带安欣去了海上的游艇。警方布

控后发现，有重要人物也登上了游艇，“不知道这网能

不能网得下”，剧中京海市公安局领导向京海市委当面

进行了请示，游艇上有警察的消息随之泄露，安欣也差

点死在游艇上。

  “伞”的级别越高，扫黑的难度越大。“保护伞”会通

风报信、同谋串供，为扫黑设置各种阻碍。一开始，当指

导组到京海市，组长徐忠邀约警察安欣在泳池见面，安

欣最初持有怀疑的态度，对指导组信心不足。当他认为

指导组是彻底要干这件事的时候，积极配合了，但仍然

很艰难，因为徐忠讲了一句话，要有证据链，要所有事

情都是完整的，才能够定罪，而要做就要把这件事做彻

底。其中艰难可想而知。

  扫黑除恶必须“打伞破网”，“保护伞”不破、“关系

网”不除，黑恶势力必是“野火烧不尽”。但“保护伞”不

是说打掉就能打掉的。我们在片头拍了一个镜头：一把

伞下面的树盘根错节，犬牙交错，连根拔起很不容易，

必须深挖才能挖出整个体系。

  所以，扫黑除恶要常态化，要时刻紧盯着黑恶势

力，避免砍掉了这棵大树又有其他黑恶势力生长起来。

我们这个故事就是要让高启强这样的人、强盛集团这

样的黑恶势力一去不返，永远成为历史的尘埃，要播撒

希望的种子，让整个京海的社会生态变好。

  “拍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懂的剧，就是

流量密码”

  记者：您自2000年开始影视创作以来，拍摄了大量

公安题材影视作品。您为何热衷于拍摄这类题材？

  徐纪周：我其他题材也拍，但是好像军警题材的社

会反响比较大，观众比较认可我拍这类题材，有网友说

这类题材是我的“舒适区”，可能是我骨子里的正义感

起的作用。

  现在回过头来看，感觉之前自己拍摄的全部作品

都在为今天的《狂飙》而做打磨、做准备。“一黑一白”一

生的宿命纠缠，本就是我在学生时代萦绕脑海、最想讲

的故事，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

  记者：中国的犯罪类型片经历了多次变化，由“警

匪剧”更名为“涉案剧”再变为“扫黑剧”。前几年的《人

民的名义》《巡回检察组》等，也深受百姓喜爱。您认为

这类影视剧获胜的密码是什么？

  徐纪周：我觉得就是要把大家可能看不懂、不理解

的一些事，生动地讲出来，就像“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有黑无伞”“黑大伞小”这些词，可能很多人就是听不

懂，但我们通过学习了解，把这些词的内容通过画面、

剧情呈现出来，翻译成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懂的话，拍老

百姓看得懂听得懂的剧，就是流量密码。

  记者：今天的“扫黑剧”与前几年的“警匪剧”，最大

区别在哪里？

  徐纪周：原来的“警匪剧”大多是单纯的暴力，如连

环杀人犯等。现在的“扫黑剧”涉及“保护伞”，涉及政治

生态的内容，和民生勾连更加紧密。

  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就要了解更多的东西，要把

中国的社会生态讲明白，要告诉大家“黑”从哪儿来的，

为什么要扫黑除恶，为什么要常态化，因为黑恶势力如

果不常态化打击，那么后面一定会孵化，它会不断利用

社会空隙和缺陷滋长。这样观众才能看明白。

  记者：您今后的创作方向是什么？

  徐纪周：接下来想拍时代三部曲，还是讲这20年间

大时代跨度下个人命运的故事。

（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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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启启强强””源源自自近近年年来来破破获获的的多多个个涉涉黑黑大大案案
对话《狂飙》导演徐纪周

□ 本报记者   石飞

□ 本报通讯员 杨漾 邹昌义

  破获毒品案件21起，抓获涉毒人员45人，先后查获毒

品200余千克，缴获制毒化学品10余吨，斩断多条由云南通

往内地的贩毒通道……2005年入伍，2010年参与到禁毒工

作一线，荣获全国爱民固边先进个人、三等功2次、优秀共

产党员3次；从军营到警营，云南红河边境管理支队河口

边境管理大队执法调查队民警张玲珑战功赫赫。

  大量毒品、巨额毒资被查获，犯罪嫌疑人尽数落

网，每起案件的背后，都是张玲珑与毒贩的智勇较量。

张玲珑说：“毒品之恶，能扭曲人性。战斗在禁毒一线多

年，我唯愿能以身照亮那些黑暗的角落。”

耐心蛰伏抓获毒贩

  “二审维持原判，死刑！”2022年5月27日，云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对一起特大贩卖毒品案进行终审裁定：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主犯李某和“娜姐”分别被判处

死刑立即执行和无期徒刑。

  历时3个月，河口边境管理大队联合河口县公安局

禁毒大队破获一起特大贩卖毒品案，缴获毒品8.47千

克、毒资613万元，抓获犯罪嫌疑人2人。

  2020年11月，张玲珑带领执法调查队民警抓获吸毒人

员8名。经初步调查发现，吸毒人员吸食方式均为注射海

洛因，且从毒品包装方式、纯度基本特征来看，毒品来源

应为同一家。追寻这条零星贩卖毒品的线索，一名疑似长

期在个旧市贩卖毒品的女子李某进入张玲珑视线。

  在外人眼里，李某以打零工为生，但实际上她名下

有多套房产，资金交往动辄就是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

元。她的丈夫因贩卖毒品入狱，她的亲弟弟也因为贩毒

被判处死刑。对李某的调查牵扯出其依靠贩毒的暴富、

一家人沉沦毒网的堕落和背后无数家庭的支离破碎。

  在调查过程中，张玲珑无数次咬紧牙关告诉自己：必

须侦破此案，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为了一举拿下该贩毒

团伙，张玲珑辗转于云南普洱、红河等地收集证据，寻求抓

捕良机。“可以说，我们双方还没碰面就已经在较量了。”

  李某的反侦查意识很强，手段隐蔽。为了获取更好

的蹲守视野，专案组不得不在车上吃饭睡觉；为了隐藏

行迹，即便是高温下，张玲珑等人也不敢发动车开空

调。侦破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专案组数次出击，都因没

有发现毒品而临时撤退，为了现场固定证据，民警只得

继续耐心蛰伏。

  终于，在2021年2月19日，民警将正在交易的李某和

其上线“娜姐”抓获，并分别从李某的出租屋和住处翻

找出剩余毒品和上百捆包裹的毒资。

历经艰险从未言弃

  河口瑶族自治县，位于我国西南中越边境，滇越铁

路、昆河公路、红河航道在此形成枢纽与越南对接，是

云南省乃至西南地区通向东南亚、南太平洋最便捷的

陆路通道。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常有贩毒分子在此试图

潜藏并转运毒品。

  2016年12月某个深夜，张玲珑参与一起贩毒案件的

抓捕行动，犯罪嫌疑人几经周折藏匿在河口。民警掌握

犯罪嫌疑人行踪后，提前布控在黑暗中，张玲珑默默观

察局势，看着目标人员骑着摩托车由远及近，他意识到

时机到了。

  正待民警准备上前执行抓捕之时，犯罪嫌疑人像是

突然瞥见了什么，扔下装有毒品的背包，掉转车头逃向公

路。张玲珑和一名战友迅速冲上前，拉住摩托车龙头，将

其制伏，并从其随身携带的背包中缴获海洛因约8千克。

  此时犯罪嫌疑人开始猛烈挣扎，手使劲伸进怀里

试图掏东西。这一异常行为让张玲珑十分警惕，当即对

犯罪嫌疑人进行了一次仔细搜查。结果令在场民警脊

背发凉——— 嫌犯上衣夹层里居然藏有一支美式军用手

枪，弹夹中有8发子弹，且已经上膛。

  “我们所有人都在射程范围内，至今想起来还感到

后怕。我仍清晰记得那把枪的样子，这也是一种警醒，

提醒我，危险一直都在。”从事禁毒工作以来，惊心动魄

的时刻常有发生，至今仍历历在目，但张玲珑从没想过

放弃。他对工作的使命感，随着日积月累的一线缉毒经

历变得更加充沛。“我有这么多的经验和教训，还想多

带几个徒弟出来。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劲儿可以使。我

热爱一线的工作，愿意一直继续干下去。”

毒品不绝禁毒不止

  从事缉毒工作12年，张玲珑看到过太多因毒品导致

的家庭辛酸和人性丑恶。

  张玲珑永远忘不了一双满是泪水、充满期待的眼睛。

2019年，张玲珑在辖区强制收戒了一名长期吸食毒品的

青年。此前，该青年就因吸毒被多次查处过。第一次被发

现时，该青年的身体看上去还健康挺拔，可那天张玲珑看

见他时，他已经骨瘦如柴，肌肉萎缩，一身是病。

  押解该青年离开时，张玲珑看到青年的父亲因为

吸毒逝世后摆放的灵位，而他70多岁的老母亲踉踉跄跄

走到张玲珑面前，双眼噙满泪水，用壮族语言交代：“把

他带走吧，不再让他吸毒了。”

  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日不止。

  2019年与爱人结婚后，张玲珑有了更多的身份。然

而，缉毒民警通常不能在公开场合暴露自己的身份，在执

行任务的时候也常来不及给家里一个嘱托就奔赴现场。

  “每次执行任务前，我只能告诉我媳妇儿，有事要忙，

忙完再打电话。”张玲珑说，怕妻子担心，他已经习惯了这

样“善意的谎言”。2022年初，妻子临盆在即，正在办理案件

的张玲珑，还是主动承担起最苦最累的外线侦查和跟控

工作。短短几天，张玲珑的办公桌上就摞了数百页的案件

卷宗，电脑里存满上千字的起诉意见书。

  在专案延伸打击的关键阶段，张玲珑等民警开始

了为期十余天的行程，专案组一路从云南到贵州、广

东，辗转五六个城市，行驶3000余公里。

  不是在办案，就是在办案的路上，这已经成为张玲

珑的真实写照，而他也将一如既往地战斗在缉毒一线。

“我的孩子马上就满周岁了，每次和家里视频，听见孩

子咿咿呀呀的声音，我都更加坚定要在这条路上走下

去的想法，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值了！”张玲珑说。

缉毒民警张玲珑：唯愿以身照亮黑暗的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