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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我是刑警》成为2024年“现象级”热播
剧绝非偶然。它一反刑侦题材类型化创作追求悬疑
效果、情节反转等常见做法，以近似散文化的笔法淡
化戏剧冲突，让刑侦故事回归现实生活的正常节
奏。创作者以案情侦破过程作为凸显人物精神世界
的舞台，深掘人性内涵，并从法治观念进步、管理机
制变革、警察队伍建设、科技赋能实践、刑侦事业传
承等宏观角度书写了中国刑侦事业与时俱进的发展
历程，以追求卓越的创作态度致敬警察精神。

直面现实矛盾 增强叙事动力

作为现实题材作品，《我是刑警》不仅敢于直面
社会矛盾和行业问题，而且有能力使之成为情节发
展的动力，在剧作观念上颇见创意。

“疑罪从无”等司法改革体现了我国法治建设的
进步。当这一原则落实在具体审判中，复杂的证据
情况却使杀害警察叶茂生的凶手牛玉国免于死刑。

“杀警察者不必偿命”的事实像一根利刺，深深扎入
逝者亲人心中。剧作不仅没有回避这一尖锐的现实
矛盾，而且还把它处理成推动叶妻李文与女儿海平
之间产生冲突的内心动力，为海平长大后从警提供
了坚实的心理依据。在第22集中，当海平终于如愿
以偿穿上警服时，创作者笔锋一转，让洞悉她内心世
界的秦川揭开这喜悦背后深藏的恨意——正是杀父
凶手没有被判处死刑的痛苦长年折磨着海平，成为
她从警的直接原因。秦川语重心长地告诉她：“当警
察不是因为恨，而是因为爱。”这是一处重要伏笔，暗
示了海平的内心转折。在该剧最后一集，海平兴高
采烈地从颁奖会场出来，迎面遇到凶手牛玉国的女
儿，她说临终的父亲这些年一直挣扎在病痛与悔恨
之中，求海平去看看他。面对这样的祈求，秦川担
忧，李文拒绝，海平却最终同意了。隔着ICU小窗的
对视，让生命垂危的牛玉国流下悔恨的泪水，也让海
平百感交集……整部剧落幕于这一超越仇恨的生命
关怀之举，蕴含着震撼人心的力量，表现出人性的温
度和亮度。

该剧也不回避基层刑侦工作中的各类问题，如
DNA检测费用昂贵无法推广、条块分割机制影响
办案、新旧技术迭代造成漏查错判，甚至基层领导
错贴通缉令惊走嫌疑人……《我是刑警》让观众看
到真实情况，这些矛盾和问题成为叙事进程中的催

化剂，使刑警群体超越困境获得的成功更加真实、
更具震撼力。这一大胆的艺术处理体现出创作者
的匠心独运。

勾勒人物群像 呈现精神图景

创作者善于以简约笔触刻画气韵生动的人物群
像。该剧主人公秦川在刑侦方面颇具天赋，但创作
者却刻意避免把他塑造成自带光环的完美英雄，而
是着力于表现他的职业信念。在“昀城溪城爆头劫
财案”中，剧作描写了秦川与嫌犯张克寒的两次“对
视”。一次是监控录像中，张克寒看向摄像头公然挑
衅，秦川被激怒，在几百人的体育馆里爆发：“我们警
察丢不丢人！丢不丢人！”另一次是在办公室里，秦
川凝视张克寒的照片。这两次“对视”，将秦川与嫌
犯激烈的情绪对撞进行了直观表达，表现了他作为
刑警的责任感和职业尊严。

创作者还对诸多刑警形象进行了精准勾勒：“东
林案”中为查DNA“走火入魔”的陶维志在成功破案
后却对自己的职业选择产生怀疑、“良城案”中为破
案妻离子散的范守良即便得了阿尔兹海默症都不忘
画现场图、已调任交警的胡兵为追嫌犯遭遇车祸失
去双腿……同时，武英德等老一代刑侦专家和一批
基层刑警的形象也得到生动表现。剧中三代中国刑
警的群像展现出丰富多彩的生动面貌。

嫌犯是该剧中另一个重要群体。“西山矿持枪杀
人案”中，嫌犯陈小冬亲手补枪杀死受伤的哥哥；“草
河案”中，杀害三名女孩的嫌犯李力竟然说反正她们
已经死了，自己可以去打工挣钱寄给她们家里；“良
城案”中，杀害11名女性的嫌犯常兴荣说“想杀就杀

了嘛”“人总是要死的”，却非常关心自己的案子会不
会影响儿子的前途。这些人物极端自私、愚昧、残忍
而又狂妄自大的内心样貌多在其落网后的审讯中得
以呈现。

除了刑警与嫌犯，剧作对其他人物也做了生动
刻画。如嫌犯宋小军的妻子白玲在供述丈夫的疑点
之后精神崩溃，激动地描述自己曾经对未来生活的
期许，与现实情境形成强烈反差，惨痛之情触动人
心。

该剧人物众多，创作者惜墨如金，只抓取最典型
的心理特征予以勾画点染，表达凝练、力透纸背，呈
现出不同人物千差万别的精神图景。

摒弃类型模式 重视情绪表达

《我是刑警》以38集篇幅讲述了三十多年中十
几个案件的侦破故事，在叙述
上删繁就简，以大量篇幅作情
绪表达。

纵观全剧，刑警们在路上
追踪寻找、在实验室观察寻找、
在会议室分析寻找、在城市乡
村排查寻找……以“寻找”为内
核的场景和人物行动支撑起剧
作相当多的叙述空间，这些重
复的动作渐渐积聚起浓郁的情
绪，带动观众生发悬念。为了
让这些重复动作不至于枯燥，
剧作动用了各种艺术手段。例
如第15集中，秦川根据直觉追
寻张克寒的逃跑路线，创作者
使用后期技术将秦川的想象进
行外化表现，让周围环境定格，

只有秦川尾随着作案后的张克寒一路前行。张克寒
的身影时而消失、时而出现，调节着秦川的追踪节奏
或快或慢、或疾行追赶或驻足观察。当秦川终于在
铁路桥上向前飞跑时，这一段落的情绪被推向高
潮。这个片段堪称该剧的华彩段落之一，它非但不
属于纪实表达，而且与纪实手法及效果背道而驰。
可见，创作者在艺术风格上并没有被“纪实”概念所
束缚，观者对作品风格的评价也不应简单化。

剧中还有更多的“寻找”被朴素呈现，如仰拍陶
维志在黄土高坡上扛着自行车艰难前行、俯拍汽车
行进在偏僻的雪野等等。正是这些不惜笔墨对“寻
找”进行的波澜不惊的重复描述，最终造就了“发现”
刹那的巨大震撼——多少努力，终于胜利的狂喜令
刑警们情不自禁地流泪、鼓掌、紧紧相拥，只为漫长
的求索终于有了答案。

音乐是带动观众情绪的另一要素。1987年播出
的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已
成经典歌曲，自带鲜明的精神指涉。在《我是刑警》
中，它的旋律再次响起，让观众意会创作者对警察精
神的致敬。

对情绪的铺垫和宣泄需要足够的时间保障，这
些时间是创作者摒弃类型叙事模式得来的。详略得
当、收放自如地结构故事，善于以情绪带动观众，形
成了该剧独特的叙述风格。

不唯刑侦题材，绝大部分涉案剧创作都会选择
类型化模式，这是市场化发展的结果。但从创作本
身而言，超越类型模式才能实现艺术突破，这也是不
言而喻的创作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刑
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

（作者系《中国电视》杂志高级编辑）

中国刑侦事业与时俱进的发展特写中国刑侦事业与时俱进的发展特写
——评电视剧《我是刑警》

□邢 戈

关 注

本报讯 2024年12月25日，由中国美术家协
会、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中国文联美术艺术中
心、中国美术家协会漆画艺术委员会、厦门市美术馆
承办的“2024厦门漆画展览”在厦门开幕。本届展览
共收到来自全国艺术家投稿1179幅作品，经过初评
和复评，共249件作品入选。展览中不少作品是在第
十四届全国美展上投稿的作品，同时首次邀请漆画
艺委会专家作品参展。这些创作者的加入，让本届厦
门漆画展整体面貌丰富多元，艺术内容、题材不断拓
宽，形式表达语言更加多样。艺术家们在传承传统技
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的表现形式与创作手法，将
现代审美观念融入其中，体现出中国漆画创作的蓬
勃生机和活力。

厦门漆画展览创办于2005年，是中国美协和厦

门市政府为推动中国现代漆画的艺术发展，培养漆
画人才而创办的漆画专项展览活动。二十年来，展览
已成为中国漆画高质量发展的孵化池，为中国现代
漆画艺术注入了新活力，成为中国现代漆画发展的
见证者、推动者。

2024厦门漆画展览展期从2024年12月24日
至2025年2月16日。为了让观众能进一步感受漆
画艺术的独特魅力，厦门市美术馆内还同期举办多
个配套展览。“漆韵流光 匠心独运——厦门漆画展
历届获奖作品馆藏展”也将持续至2025年2月16
日。“厦门漆画50年回顾展”“鹭岛漆韵——2024厦
门市美协漆画专业委员会委员作品展”持续至2025
年1月16日。

（许 莹）

本报讯 2024年12月25日，由中国文联电影
艺术中心和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等联合主办的电影
《不想和你有遗憾》专家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该
片改编自作家姚鄂梅的小说《像天一样高》，由蒋
钦民执导，丞磊、索微领衔主演，为观众呈现了一
段在阿尔山展开的浪漫诗意故事。蒋钦民表示，影
片创作灵感源自对上世纪80年代诗歌繁荣景象的
深切怀念与深情回望。创作团队选取风光旖旎的内
蒙古阿尔山作为拍摄场地，围绕意象塑造与情感涌
流，借助充满意境与神韵的艺术呈现形式深度挖掘
影片思想内核。

与会专家谈到，影片凭借诗歌构建叙事脉络，彰
显出浓厚的文学底蕴，讲述了文学创作者不懈追寻
自我、深刻认知自我以及探寻精神家园的动人故事。
影片人物塑造扎实丰满，生动展现了自然风景之美、
人性之善与诗歌之韵，同时其爱情元素真实且纯粹，
两位女主角分别象征着现实与梦想，让观众从中找
寻到自己的生活投影，引发内心的共鸣。贯穿全片的
20首诗歌，不仅搭建起角色间情感沟通的桥梁，更
以其开放自由的表达方式冲破传统叙事模式，有效
实现了情感的高度汇聚与尽情抒发，进一步拓宽了
电影语言的表达范畴。 （杨茹涵）

2024厦门漆画展览开幕

从2014年户外竞技类真人秀崛起，到2017年生活治愈系慢综艺
流行，综艺始终反映着当时的社会面貌与生活理念，因此有学者说，综
艺史也是一部特殊的社会观念史。近几年，文旅融合的发展趋势不断
深化，人们对“诗和远方”的渴望和好奇日益增强，旅游热情持续高
涨。正因如此，综艺节目创作领域也流行起了“文旅+”的新风尚，大
量文旅综艺抢占市场主导地位。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山水间的
家》《诗画中国·江河万古流》等，都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份既好看、又好
玩的综艺版“文旅手册”。

然而，要隔着屏幕讲好“远方”的故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有
文旅综艺大多都是“慢综艺”，以嘉宾行进式游览为主，任务性不强，冲
突性、对抗性更是无从体现。虽然这种“娓娓道来”的风格汇集了文旅
导览图的各种要素，但很难打破观众与节目之间的距离感。“远方”虽
美，但想要唤起年轻人“说走就走的旅行”，还需要强烈的情绪价值和
互动性，进而拉近观众和旅游目的地的心理距离。近日于爱奇艺、抖
音联合播出的《你们说了算》之里院来福战，就是一档少见的将对抗
性、互动性双双拉满的新文旅综艺。

里院是青岛颇具特色的住宅建筑形式。它见证了这座城市的百
年风雨，也承载着人们琐碎而温情的生活记忆。里院建筑内向性的空
间布局，使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过着一种亲密、和睦、富有人情味的市井
生活，进而形成了青岛独特的“里院文化”。《你们说了算》之里院来福
战以里院为核心，将文旅题材与观众爱看的熟人群像、户外竞技融合
起来，让“再就业小分队”和“十个勤天小分队”相聚在青岛里院，开启
熟人团建局。大家在游戏对抗环节互不相让，碰撞出十足的火药味
儿，在休息放松时则是同吃同住，流露出自然的生活感。

还未入住里院，两支队伍就先展开了游戏币争夺之战。猜青岛

“特饮”、酸梅精整蛊、背对背拔河等等，各种各样的游戏挑战有的拼演
技，有的拼体力，嘉宾们越是满怀信心“不争不罢休”，落败的惨状就越
是令人捧腹。哪怕是最简单粗暴的泼水大战，也因为加入了青岛方言

“代气代”而逗得观众开怀大笑，看完之后满脑子都是这个“魔性”的口
令，挥之不去。这就是综艺的魅力，游戏的输赢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
是对抗过程中，嘉宾真实的努力和汗水，还有即兴产生的反应和笑
料。这些笑料没有剧本和台词，也无需太多深入的思考，就是让观众
一边为比赛感到紧张，一边又忍不住被嘉宾反应逗笑。而在竞技结束
之后，观众也不自觉地进入了节目所营造的场景和氛围之中，记住了
那些特色鲜明的文旅元素。

《你们说了算》之里院来福战在传统“长视频+短视频+直播”方
法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首创综艺播前预热直播、观众实时互动共
创的独家模式。在正片开播之前，节目就在抖音平台进行了三次预
热直播。其中仅首次预热直播时长达到7个小时。直播过程中，观
众可以实时投票“遥控”游戏走向，决定嘉宾下一步动作。队伍如何
出场、游戏选谁出战、受什么惩罚等等，都由观众来决定。而嘉宾在
游戏闯关过程中，也可以根据观众实时给出的提示来进行反应。如
此一来，观众从综艺节目的“旁观者”变成了“创作者”，参与程度大
大提升。

《你们说了算》之里院来福战以文旅为题，以竞技为引，以互动为
伴，打破“滤镜”和隔阂，将观众带入青岛里院之中开展了一场沉浸式
的深度文旅体验。这档节目启示更多文旅综艺节目创作者，重视与观
众的情感连接，调动观众的互动热情，才能让观众离“远方”更“近”，让
综艺更有效果、更有共鸣。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文旅综艺节目如何让观众离“远方”更“近”？
□杨 杉

《不想和你有遗憾》研讨会在京举行

电
影
《
孤
星
计
划
》

受
到
召
唤
的
青
春
风
暴

受
到
召
唤
的
青
春
风
暴

□
王
一
川

评 点

看完影片《孤星计划》后，我的脑海里禁不住涌现出一
句当今网络流行语“受到召唤”，并且随即产生出这样的观
影感受：这是一场受到召唤的青春风暴！

这部影片在主人公李一民如何受到新生的革命洪流的
有力召唤上大做文章。李一民本来只是一名懂技术的尚未
觉悟的青年工人，但自从偶然间受到革命女青年丁梦华的
初始召唤，又进一步受到丁梦华的老师侯少烈的更高水平
的感性与理性交融的激情召唤后，从此义无反顾地投入“孤
星计划”交付的神圣使命中。他先是被卷入游行队伍，在同
反动军警和外国巡捕们斗智斗勇过程中受到革命精神的洗
礼，进而受邀进入上海大学学习革命道理，接着投入到护送
革命领袖离开上海的“孤星计划”中。这样的剧情设定本身
就让整部影片的思想题旨集中到中国现代革命精神属性的
反思上：这应当是一场由革命理想主义驱动的受到召唤的
青春风暴。毛泽东曾经在1930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对于未来新中国作过这样的生动比喻：它是站在海岸遥
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
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
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正是由于感受到这
样的来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富于魅力的召唤，置身
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的深重危机中的革命先辈们敢
于奋不顾身地投入中国现代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直到创
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影片也相当于是
在对现代中国革命“斯文”展开一次新的书写。

为了着力表达这样的思想题旨，影片在类型选择上颇
费思量：一种融合青春、革
命、谍战和悬疑等多种元素
的影像综合体。这样的影像
综合体，好似携带着此前若
干部相关题材影片的影像概
略 图 前 来 同 观 众 相 遇 ：
《1921》的青春热血和现代
激情，《革命者》的革命大义，
《十月围城》的群众式主体升
华，《悬崖之上》的忠诚、谍战
和悬疑等。这部影片虽然来
不及进行全新美学探索——
尽管这样做很有必要，但毕
竟还是在融合和总结此前同
类影像美学创造经验上作出
努力，堪称此前众多现代革
命题材影片的影像创造成果
的一次美学集成。大量使用
的蒙太奇、闪回、补叙、重放
等手法，颇有表现力地为观
众营造出一种让主人公充分
受到召唤的革命氛围。特别
是物件蒙太奇手法的使用令
人印象深刻：那支富于象征
意味的钢笔在剧中反复出
现，从被护送的神秘人物传
到侯少烈，再传给丁梦华、李
一民和许天平等青年革命者，中间还传给修笔匠人。它的一次次人际传递，相当于是
革命火种的一次次点燃以及受到召唤的一次次发出。而那支钢笔在最后时刻被许天
平翻转，变作一举杀死叛徒章贵生的锋利匕首，从而完成了这个象征符号的凤凰涅槃
式升华。这似乎也同时在暗喻现代中国革命从以笔为旗的思想启蒙到“枪杆子里面
出政权”的以笔为枪式武装暴动的必然的急剧转变。

这部影片令人关注的影像效果集中反映在一个青年革命者受到召唤式的成长叙
事，和两个角色双向奔赴式的角色反转故事。李一民从偶然介入革命到自觉地受到
召唤的革命，从革命的普通参与者到革命主导者和为其英勇献身者，这个层层递进和
上升的曲折成长过程有力地说明，中国现代革命胜利正是无数先烈用其受到召唤的
自觉行动以及英勇牺牲换来的。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章贵生和许天平分别代表从
表面的革命者到丑恶叛徒之间的角色反转，和从凶狠的革命变节者到坚韧睿智的革
命英雄之间的角色反转。这一反一正的双向角色反转情节，既形象地再现了现代中
国革命进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残酷性，又为全片增添了悬念和紧张气氛，从而使得
这部影片的青春、革命、谍战、悬疑等相交融的类型片特色变得更加鲜明感人。

这部影片也让我联想到当前国产片面临的新形势：如何让频频受到短视频等强
力影响的青少年观众，能够果断返回到影院中接受长视频影像创造的召唤。这部影
片的受到召唤结构本身可以提供一种启迪：正像现代中国革命的理想主义精神成功
使得丁梦华、许天平和李一民等青年受到召唤一样，当今时代影片也迫切需要增强影
像美学创新能力，掀起一场青春影像革命风暴，以便让观众、特别是作为其中主力的
青少年观众能够在受到召唤中心悦诚服地回归影院，助推中国电影摆脱眼下困境而
攀登新高峰。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