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炒作一条路，真诚的创作，现实的
勾勒，也可以赢得观众缘。

《我是刑警》之所以能够引起
观众的共鸣，受访专家认为源于
几个“真实”：一是剧情改编自真
实案件，而且是重大案件，这类题
材本身就符合观众的观看趣味；
二是场景还原上的“真实”，整个
电视剧在场景的安排上，力求真
实再现当时的原生态场面，让观
众能够有代入感；三是人物塑造
上的“真实”，这种真实主要依靠
于很多细节的支撑，服装、发型、
对话等等，大部分达到了一种“真
实”的效果。而这些，也是整部剧
的看点，也是最有代入感的地方。

电视剧里很有意思，也是大
家讨论比较多的一点，剧中人物
没有福尔摩斯开了上帝视角般的

“神技”，也没有包拯日断阳、夜断
阴的“神迹”，去掉了主角光环，以
至于常常会面对尴尬乃至悲催的
境地。

但这并不代表这些角色就没
有张力了，恰恰相反，我们记住了
那些不表现、不显露，但又活生生
的人。

举一个例子，于和伟饰演的
秦川，他在专家分享会上反驳发
言。过火了，事后觉得不对，要送
点东西赔礼道歉。这时候镜头对
准了他的塑料袋，有橘子、有保暖
内衣，是不是太寒酸了？于是他
又从兜里掏出了一包软中华……
这是人情世故。

再举个例子，富大龙饰演的
陶维志。这个角色看似“莽汉”，
招呼人直接上手扯，请教人一脸
不耐烦，尤其是吃完饭，一巴掌上
嘴，把油抹得干干净净。就是这
么个人，第一次见到于和伟、省里
来的专家，没敢主动握手，因为手
脏……这是人之常情。

网络小说作家奉义天涯对于
这类“文戏”颇有体会，他认为，之
于破案的“武戏”，这些描写体制
内生活的情节，其实更有利于塑
造人物。“比如说开会。案件的会
议，所有人集思广益、各抒己见，
一般也是主角能够展示自己的地
方。还有就是日常的会议，包括
一些后勤保障、联勤联动的会议，
都可以表达细微的内心活动，为
人物服务。”

在王向明看来，“文戏”是对
“武戏”的补充，同样充当着不可
或缺的角色。公安机关并不仅仅
是冲锋陷阵，尤其是在当下信息
技术手段的支撑下，侦查手段和
确定嫌疑人身份等都在随时代发
展发生着巨大变化，“文戏”的成
分会越来越多，但关于这种转变
的创作方式，必须要基于的还是
要真实，不能说外行话，容易让观
众或读者出戏。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
‘自然’。”韩松刚觉得，现在很多
同类题材文学作品，或者影视剧
不好看，本质上就是过于夸张，让
人觉得“隔”，场景隔、说话隔、人
物隔。“刑警是一个职业。但刑警
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会哭会笑
的人。因此，警察会牺牲，警察要
面对家庭的各种鸡毛蒜皮，警察
也不能避免四面八方的人情世
故，警察也要面临案件不能侦破
的残酷现实。也就是，警察可以
是英雄，但肯定不能是无所不能
的神，相反，他是一个有缺点、要
经历挫折、不断成长的人。”

少年壮志不言愁

《我是刑警》开播后，被广为
讨论的不止跌宕扑朔的剧情，还

有片尾曲《少年壮志不言愁》掀起
的一波“回忆杀”。1992年，这首
歌与《便衣警察》一起传遍大街小
巷，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其
实回过头去看这首歌，歌名很值
得玩味。

“不言愁”并不是“没有愁”，
少年心气固然一腔热血，但也不
是没有过苦厄和焦灼。张策认
为，这种所谓的焦灼，其实正是一
种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的体
现。

他回忆起一件往事：“1996
年，北京连续发生银行运钞车被
抢劫的恶性案件，时逢全国开展
‘严打’活动，这起案件的迟迟未
破获，连累了全国的‘严打’活动
无法宣布结束，全国人民的眼睛
都看向北京公安机关，压力之大
难以想象。”

亲眼目睹并体会了这种焦灼
在全局上下漫延，时任北京市公
安局宣传干部的他坦言，自己感
受到了一种“深深的挫败感”。“这
种挫败感是任何一名刑警所不能
容忍不能原谅自己的。任何一个
人都需要某种能证明自己价值的
东西，而对于刑警来说，案子的破
获，特别是悬案的破获，是最好的
价值证明。”

刑警出身的奉义天涯也深以
为然，从警过程中他曾遇到一些
十多年未决的悬案。“现实的悬案
跟小说里的悬案可能不太像，小
说的悬案可能是久侦未决的，并
不知道凶手是谁，但是现实中很
多悬案已经确定凶手是谁了，可
他是逃犯，杳无音讯，也不知道这
人死了、失踪了，还是在某个地方
隐姓埋名。这样的案子，就让大
家很难受，心里面是一直挂念这
个事儿。”

正是因为心中的这份记挂，
“少年壮志”变成了“中年壮志”，
又变成了“老而弥坚，不坠青云之
志”。王向明和记者分享了一段
自己的见闻，“我曾经和一个退休
的老刑警聊天，他当年参与的一
起案件，因为各种因素，直到他转
岗到其他部门也没有侦破，内心
一直觉得特别遗憾，这么多年来
每每说起都是唏嘘不已。直到去
年，这个案件侦破，老人虽然已经
退休，但是得到消息的时候比谁
都要激动。”王向明认为，这大概
就是警察的天性使然，穿上了警
服那一刻，其实就选择了忠诚奉
献，无悔担当。

发生于 1992 年的南医大女
生遇害案四年前告破时，南京市
公安局原刑侦支队侦查员叶宁的
一篇旧文《难以释怀》重新进入大
众视野。在该文中，叶宁说，遇害
女生的父母曾每年搀扶着到刑侦
支队打探进展，“他们没有拷问我
们这一年都在干什么，但是他们的
行动，始终在提醒我们，有一个美
丽的冤魂一直在天上看着我们。”

叶宁告诉记者，他今年 56
岁，2003 年就被调到禁毒支队
了，干刑警七八年，破的案子很
多，那都不值得说；没破的，就会
一直记在心里。“这个案子当年参
与侦办的人员很多，我在其中算
是很年轻的，有些侦办人员现在
已经去世了。有些老同志，他们
到死都还在念叨这个事。”

在韩松刚看来，和同类的很
多剧相比，这是一部有历史感的
刑侦剧，它既是个人的一种成长
史，也是一个群体的成长史，更是
刑侦事业的发展史。当一个个镜
头出现、一个个场景再现，尤其是
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时，几代人的
记忆都被激活、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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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侦剧，这个味儿才正

与同类型电视剧相比，《我是
刑警》散发着一种“古早”的味
道。而到《少年壮志不言愁》的片
尾曲一出来，相当于直接打了张

“明牌”：主创们就是要复古！
他们所要复的，应是新世纪

前后，像《重案六组》《命案十三
宗》《红蜘蛛》这样的，类似于刑侦
纪录片画风的“古”。具体说起
来，就是“一钉一铆”，着重写实、
纪实，没有悬浮的情节和花哨的
戏剧技巧。

剧中不少案件发生在上世纪
90 年代，比如开篇第一个大案，
即取材于 1995 年黑龙江鹤岗矿
区抢劫杀人案。当时DNA、人脸
识别、大数据等刑侦技术远未普
及，刑警们全凭一双慧眼、两只铁
脚和逻辑推理去破案，但观众看
得分外投入。

公安作家、扬州市公安局宣
传处干部王向明接受现代快报采
访表示，传统的侦查手段，不管是
入户走访、摸底排查，还是蹲点守
候，都要与现实中的人民群众打
交道，这些场景很多都是观众熟
知的场景，让大家觉得电视剧中
的情节与自己距离很近，似乎就
在自己身边。

在他看来，刑侦剧一直具有
很强的生命力，除了观众对警察
破案的猎奇，更多的是因为这种
类型的作品是正义的表达，与人
们现实生活中的期待相吻合。“公
安机关是与社会面接触最为广泛
的职业，大家能从这一职业的视
角看到更多的百态人生，从而懂
得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更好地
适应或过好当下生活。”

“在一个技术匮乏的时代，破
案不仅依靠于个人的指挥，更要

依靠一个又一个的基层警察，依
靠这些基层警察夜以继日的付
出。而在这个过程中，警察更多
的只能依靠自身对现场的观察、
感受和判断，甚至还要跨越千山
万水找线索、查证据，这是对他们
的最大程度的考验和激发，尤其
是在困难和绝境面前，警察的信
念、毅力和智慧，甚至是一个瞬间
的灵感，往往决定了案件最后的
结果。这个过程中的不容置疑、
不可捉摸和不可思议之处，正是
观众愿意去看的。”评论家、江苏
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韩松刚说。

作家、评论家、全国公安文联
副主席张策表示，《我是刑警》让
他回忆起上世纪九十年代走红的
一些纪实刑侦影视作品，但它并
非往昔的复制，而是用形式上的
真实“淡化”实际上是强化了作者
的艺术创作。更准确地说，是将
外在的真实，与创作者要阐述的
思想内涵有机地融合，摒弃了那
些空洞的、矫情的叙述和“塑造”，
也是所谓纪实风格的翻新创造。

“翻新”的一个手段是“拍旧
如旧”，大量的细节都能看出主创
的匠心：粉刷过的老厂区，室外斑
驳的电线杆子，东北百姓家的门
窗家具……无一不考究。特别有
意思的是生活质感的还原：做饭
烧豆腐不用刀，用手，头发乱了不
用梳子，也用手。

王向明印象极深的一点是，
“无论是年代戏中的建筑、布景，
还是警服的更换，都与案发年份
的元素高度契合”。

既无“神技”，也无“神迹”

如评论所说，在网络爽剧大
行其道的当下，刑侦剧的走红就
如“老戏骨焕发第二春”，剧集的
成功，并非只有流量明星或包装

《我是刑警》为什么行？不只是因为敢拍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历经苦难初心不改，少年壮
志不言愁。”时隔32年，当电视机里再次传来《少年壮志不言愁》的旋
律，是谁的DNA动了？

最近一段时间，刑侦剧《我是刑警》热得不行，从一开播的收视狂飙，
到相关话题持续破圈，堪称现象级爆款。对此，观众评价非常一致，“够
真实，够敢拍，活该它能火！”

的确，剧中有段简介是这样写的：“以八虎为人物原型，汇集了新中
国白银案、周克华案在内的15个国字级重案要案，堪称共和国的刑侦档
案。”奇案，血案，大案，尽皆“硬菜”。然而，仅仅“敢拍”二字，似乎并不
能完全解释火成这样的理由。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子扬 陈曦

警察会牺牲，警察
要面对家庭的各种鸡毛
蒜皮，警察也不能避免
四面八方的人情世故，
警察也要面临案件不能
侦破的残酷现实。也就
是，警察可以是英雄，但
肯定不能是无所不能的
神，相反，他是一个有缺
点、要经历挫折、不断成
长的人。

《我是刑警》中的文戏很有看头 图片来源于剧照

悬案不破，无法释怀

该剧以“刑侦八虎”为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