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剧 《永不瞑目》 剧照

国产缉毒剧《破冰行动》艺术化地还原了广

东雷霆扫毒“12·29 专项行动”案件惊心动魄的

全过程，在聚焦集体制毒、跨国贩毒、腐败护毒

等触目惊心的犯罪行为的同时，深入描写了以

李飞 、李维民 、赵嘉良等人为代表的缉毒力量

面对极端复杂危险的局面，敢于与制毒贩毒势

力坚决斗争，与内部腐败分子拼死较量的英雄

主义精神，塑造了新一代缉毒警察的群像。 该

剧开播后获得了观众和媒体的热烈关注，如今

收官在即，豆瓣评分仍维持在 8.0，在央视八套

的收视率与网络热度持续攀升，可以说是缉毒

剧一次成功的类型破局。

“触冰”：

缉毒剧的历史溯源
与类型生成

上世纪末，涉案题材电视剧异军突起，一度

成为具有广泛受众基础的类型剧， 其中以注重

通过刑事侦缉技术来展示反犯罪行动的刑侦

剧， 和侧重英雄崇高形象塑造的公安剧为主要

表现形式，包括《刑警队长》《英雄不悔》《中华之

剑》《犯罪升级》等作品。而毒品走私这类犯罪问

题更多是作为单个案件穿插在刑侦剧和公安剧

的叙事话语当中， 侧重点也主要是破案细节展

示和警察群像塑造。

“缉毒”作为叙事主体正式“触冰”进入涉案

剧并形成固定模式，始于《永不瞑目》和《黑冰》

这两部作品。 前者主要讲述女刑警欧庆春与热

情、单纯的大学生肖童为了缉毒事业而忍受爱情

的煎熬和人性的考验，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献

祭青春、爱情和生命。 后者主要刻画年轻美貌的

公安卧底汪静雯在与高知贩毒分子郭小鹏的较

量中，并没有因为炙热的情感而丧失捍卫正义的

理性。 观众在毒枭嚣张的外表下，看到了他们扭

曲的人性和灵魂深处的丑陋。这两部电视剧都将

理想化的缉毒英雄拉回现实，塑造主角情感和性

格的多重维度，开始向观众展示人性善恶在犯罪

问题中的矛盾状态，在贩毒与缉毒的博弈过程中

穿插爱情元素，结合悬疑的案情走向体现法制的

理性，同时对比强化人物感性的心理诉求。

这其中最明显的是《黑冰》。作为缉毒剧，《黑

冰》打破了以往犯罪者扁平化的角色设置，从变

态残忍、 冷血极端转向了反派人物性格复杂性、

丰富性和内在张力的刻画。其中郭小鹏甚至为了

爱情泄露贩毒的核心机密，为了尽孝甘愿冒着被

捕的风险。这种人性的反差消解了善恶绝对的二

元对立，为缉毒剧塑造丰富的人物形象提供了借

鉴。 但是，这种缺乏底线的复杂人性刻画也导致

了观众价值认同的困惑，而且过多使用爱情元素

来安排叙事也使缉毒剧创作陷入某种模式化，导

致其社会和审美传播效果出现一定偏移。

经历了十年左右的冰冻期之后，直到《湄公

河大案》（2014）和《谜砂》（2016）两部优质作品

出现，“缉毒”题材才再次登上荧屏，包括《卧底

归来》《刀锋下的替身》《猎毒人》《真爱谎言之破

冰者》 等剧集先后出现。 这类作品叙事切入角

度、 人物形象塑造和受众定位更加多元，“纪实

性”被戏剧化的推理技巧取代，偶像、悬疑和离

奇性元素增多。 而《破冰行动》在台网联动效应

中走热则彰显着该类型的又一次突破。

“除冰”：

缉毒剧的类型更新
与文化升维

《破冰行动》口碑和流量俱佳离不开导演傅

东育在缉毒剧类型化上的深入探索。 它打破了

传统缉毒题材剧单纯注重刑侦细节、 以情动人

的类型程式， 也摆脱了当下网络剧过分追求趣

味性、观赏性和网感体验的束缚，进一步升华了

以李飞、李维民在“除冰”行动中表现出来的英

雄主义、集体主义之外的个人信仰和精神峰值，

深入剖析了毒品这一黑色 “恶 ”的社

会和文化根源，从而实现了缉毒剧的

类型更新与文化升维。

该剧的美学新质和文化内涵主

要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缉毒原型链接宗族文化与反腐

元素，打破了早期类型与观众的隐形

契约。 电视剧艺术往往可以通过添加

新的类型因子来突破受众既定的审

美期待，从而达到意想不到的叙事效

果。 在《破冰行动》中，最具冲击力的

就是它超越观众认知范畴和接受尺

度下的现实主义美学品质和别具一

格的故事架构，宗族文化和反腐元素

的加入让缉毒题材增添了新的审美

质感与文化思考维度。 虽然之前根据

真实案例改编的涉案题材电视剧不

在少数，但从故事原型来看，《破冰行

动》取材的 2013 年广东“雷霆扫毒行

动”则具有绝对的震撼性和“神话”色

彩。 这使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能与故

事文本形成强烈互文，获得以往缉毒

剧罕有的审美体验。

剧情开始不久， 经过快节奏的铺

陈之后， 一系列调查和人物关系开始

交织错杂地出现， 观众隐约能感受到

毒品罪恶链背后隐藏着的大小 “保护

伞”，其中复杂的关系网伴随着剧情推

进形成诸多悬念。 围绕陈光荣、马云波、陈文泽、

“老人家” 的犯罪腐败势力使剧情回环往复，赵

嘉良与蔡成功的身份虚实使案情疑窦丛生，同

时塔寨村内部严密和秩序化的宗族关系与产业

化贩毒现象挂钩，林耀东、林耀华和林宗辉的另

类毒枭形象远远超出了观众原先对于贩毒问题

单一的认知理解，而陈珂、马雯等女性角色也超

越爱情话语来丰富关联角色的立体形象， 发挥

叙事辅助功能。 这使得《破冰行动》在传统缉毒

剧流程化叙事之外断开了与观众熟悉的心理链

接，形成了缉毒、推理、动作、反腐、爱情、家庭等多

种类型元素的混搭，其美学表达上的多维性与故

事世界的复杂性形成同构，从而实现了通过美学

魅力激发观众进行社会文化反思的效果。

以毒品为棱镜折射人性的多维剖面和信

仰的精神价值， 实现了价值表达与叙事向度

的统一。 涉案题材剧中关于 “恶” 的鞭笞在

一定程度能引发广泛的社会反思， 起到道德

警示的作用， 而关于 “善” 的颂扬往往能凸

显正义理念。 传统缉毒剧更多是通过这种善

恶对立来传递主流价值观念 。 而 《破冰行

动》 却呈现了人物更加复杂的多维剖面。 导

演特别注重研磨人性， 探讨毒品给他们带来

的生存困境和信仰考验。

剧中林耀东是一个亦正亦邪的典型人物。

为了使村里实现 “幼有所育， 老有所养”， 他

竟然通过集体贩毒来办学校和工厂带领全村致

富， 同时又禁止村里人私自制毒和吸毒， 维持

禁毒模范村的形象。 这种分裂的人格在他仔细

擦拭祠堂门前挂的族规牌匾的同时又和儿子大

谈贩毒事业一幕表现得淋漓尽致。 林耀东那儒

雅亲民的领导气质和冷血狠辣的大毒枭形象犹

如亚努斯的两副面孔， 举手投足之间让人不寒

而栗。 而李飞始终具备某种脱离周围环境影响

的无畏精神， 队友宋杨的牺牲， 公安系统内部

的信任危机， 身边亲近的人陷入涉毒嫌疑都转

化为他追寻真相的动力。 李飞对正义的执著追

寻让观众在毒品的黑色世界中感受到了信仰的

宝贵和正义的终极价值。

此外， 《破冰行动》 注重还原人物在社

会中的生存境况， 深挖人性质变背后的驱动

因素 。 这种因素在法律范畴属于越轨行为 ，

而往往在情、 理层面能激发观众的同情， 达

到某种道德劝喻的效果 。 赵嘉良是剧中的

另一个典型形象 ， 妻子因缉毒而死 ， 自己

也因历史的原因离家赴港， 成为身份不明的

人物。 为了和李维民的约定， 为了寻找妻子

死亡的真相， 二十余年来以身犯险， 在黑社

会 、 商人 、 线人 、 卧底等多重身份中生存 ，

但对毒品的痛恨与对毒贩的决绝却从未改

变。 他、 李维民和李飞明暗双线的设定， 架

起了父子两代缉毒警察对缉毒事业牺牲奉献

的崇高精神形象， 打动了观众。 可见， 造成

这些人现状的深层动因是导演在揭露毒品罪

恶中想要深入探讨的主题， 但在探讨人性丰

富侧面的同时， 剧中一直有正义与信仰的边

界在匡正其价值方向。 这也超越了早期缉毒

剧因单纯复杂人性论导致的观众对人物价值

认同混乱的问题， 达到了艺术叙事与价值表

达的统一。

当然， 该剧在艺术处理上也还存在一些

问题。 比如在叙事节奏的把握上， 存在前紧

后松的问题； 类型元素的搭配上， 调查推理

的介入也没有很好地和整个叙事走向配合好，

影响了整体的叙事节奏； 在人物塑造上， 林

耀东的行为逻辑还不够有力， 女一号陈珂的

叙事功能较为模糊。 另外， 对塔寨村集体制

毒贩毒的社会根源揭示得还不够充分， 虽然

有吴刚、 任达华、 王劲松这样的老戏骨支撑

全剧的表演质感， 但整体上稍显平淡， 没有

如吴刚在 《人民的名义》 中那样让人难忘的

表演品质。 但总体上， 《破冰行动》 称得上

是缉毒剧类型化创作上的一次创新实践， 它

更广泛地映射到毒品背后群体之间的生存境

况和现实矛盾， 具有超越故事文本之外广泛

的社会和法理意义。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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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类型剧如何不断提升精神峰值？

从 2001年的《黑冰》到今日收官的《破冰行动》，涉案剧的演进背后包含着创作者的可贵探索———

张斌

一种关注

“情种”宝玉的周到与无奈
詹丹

对情种贾宝玉的评说，《红楼梦》 书里书
外，已经很多。

一方面，冷子兴贬其为“色鬼”，贾政斥其
为 “无知的业障”， 王夫人埋怨其为 “混世魔
王”，乃至叙述者借两首《西江月》词，概括其为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诸如此类，指
责种种；另一方面，且不说林黛玉与贾宝玉一
见如故，并借黛玉之口，道出了其母贾敏的称
赞，所谓 “在姊妹情中极好的”，而警幻仙子视
其为闺阁中之“良友”，尤三姐说“他在女孩子
们面前不管怎样都过的去”， 乃至脂评引 “情
榜”中的“情不情”，表明其情感发生之广博，举
凡无情之物都能以重情态度对待之，或者如鲁
迅说他“爱博而心劳”，这是大家都熟悉的。

其实，不论是贬斥还是赞许，见仁见智或
者“不仁不智”的评价，都是基于自身立场的现
实依据，都是有一定合理性的。这里，我想就平
儿评价其“色色想的周到”，做一点讨论。

平儿作为凤姐身边的大丫鬟、 贾琏的侍
妾，本来和贾宝玉并无多少接触机会。 只是贾
琏在凤姐过生日时与鲍二媳妇偷情，凤姐发现
后大吵大闹，导致平儿无辜挨打。 哭闹中的平
儿形象自然狼狈不堪，贾宝玉就把平儿带入怡
红院安抚，从而有机会把他对女孩子的温柔体
贴表现给平儿。

他先是替贾琏凤姐夫妇俩赔礼道歉，让平
儿忍俊不禁，笑道：这事与你什么相干？又忙不
迭让袭人拿出自己不常穿的衣服来换下她弄
乱的衣服，还叫小丫鬟来为其熨烫，伺候其洗
脸。 末了，更是特意提醒她：“姐姐还该擦上些
脂粉，不然倒象是和凤姐姐赌气了似的。 况且
又是他的好日子，而且老太太又打发了人安慰
你。”让一向处事周到的平儿也觉得有理，更印
证了其对宝玉“色色想的周到”的评价。

所谓“色色”，是指不局限用情对象本身来
思考， 设身处地想象周边人际关系的具体状
况： 受了委屈的平儿素面去见其主人凤姐 ，

凤姐会有怎样的感受 ？ 这天是凤姐庆生日 ，

作为奴才的平儿不打扮打扮 ，周边人会怎么
想 ？ 而最尊贵的老太太都出面来安慰 ，平儿
外表上还没有表示 ，怎么可以 ？ 这一切对他
人感受的思考 ， 最终都会折返到平儿这边 ，

成了平儿能否进入一个融洽情境中去 ，能否
让自己心安的问题 。 由此 ，才使得平儿对日
常很少见面的贾宝玉顿生好感 。因为这一幕
的重点是表现宝玉劝说且亲自为平儿理妆 ，

而换衣裙的描写则一笔带过 ，所以后来香菱
与人打闹弄脏裙子时 ，宝玉再次安排袭人出
场 ，把她的新石榴裙和香菱的对换 ，使得 “呆
香菱情解石榴裙 ”， 成了不同于帮助平儿理
妆的别开生面的一幕 ，在表现贾宝玉对女性
体贴温柔方面 ，又添上浓重一笔 。

贾宝玉既然能对那些和自己并无多大情
爱纠葛的女孩子都做到了体贴入微， 那么，与
那些关系亲热者相处时，其“色色想的周到”，

更是有淋漓尽致的发挥。

刘姥姥游大观园， 老祖宗把她和一大帮
人带进妙玉的栊翠庵。 妙玉私下请黛玉和宝
钗去耳房喝茶，宝玉也跟进，妙玉和宝玉情投
意合，大家是后来才知道的。 当时，妙玉用珍
奇茶具招待黛玉宝钗，给宝玉的茶具，仍是自
己平日喝茶用的绿玉斗。心思缜密的宝玉，可
能想分散黛玉宝钗俩对自己茶具的注意力，

以掩盖男女共用茶具的非礼性， 或者也是想
趁机替妙玉在黛玉宝钗面前卖个乖， 就故意
感慨说：“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
古玩珍奇，我就是个俗器了。 ”想不到妙玉根
本没有理解他这番良苦用心， 反而生气地责
问他：“这是俗器？ 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
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 ”宝玉一看没
起效果，只能再换一种说法，道是“俗说 ‘随乡
入俗’，到了你这里，自然把那金玉珠宝一概贬
为俗器了。”这才让妙玉高兴起来。妙玉大概也
来不及细想，他们一帮喝茶人的名字都与金玉
相关，怎么自洽？像这样，宝玉既要顾着黛玉宝
钗的想法，又要贴着妙玉的心思，身处这些女
孩子之间，确实是在考量他的智慧。

《红楼梦 》中为庆祝贾宝玉生日的群
芳开夜宴 ，可能是小说表现人物无拘无束
的狂欢最具高潮的意味 ，而芳官大概是宝
玉除晴雯外最喜欢的丫鬟 。 开夜宴时 ，宝
玉和芳官等都喝得酩酊大醉 ，结果不知避
讳 ，一起睡在床上 ，第二天醒来 ，袭人嘲笑
芳官睡错了地方 ，接下来书中写道 ：

芳官听了，瞧了一瞧，方知是和宝玉同

榻，忙羞的笑着下地说：“我怎么吃的不知道

了。 ”宝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 若知道，

给你脸上抹些黑墨。 ”

在这里，芳官说她吃的不知道，当然是指她
睡了不该睡的地方， 这里不但是男女有别的问
题，也是不符合一个丫鬟身份的。但贾宝玉接上
的回答却非常巧妙。前一句说他不知道，当然是
实情， 因为他自己也醉得厉害。 关键是他的假
定，说是要给芳官“脸上抹些黑墨”，虽然纯粹是
一句玩笑话，但恰恰是不能当真的玩笑话，掩盖
了他们之间的一个无礼行为，这样，就把芳官流
露的含羞心理化解在似乎毫无心机的游戏中。

正因为有宝玉这样的假设， 芳官本来是不该有
的一种无礼的举动， 现在好像也当作是可以接
受的了， 因为， 这是带有合法化的小孩子的游
戏。同时，袭人的隐隐不满，也一并得到化解。作
为宝玉生日而举办的狂欢活动， 却在宝玉最终
巧妙化解芳官的难堪、袭人的不满中，显示出他
的一种成熟，或者说，他本来就成熟，但年龄相
仿的人一起过生日的狂欢， 却反过来提醒了我
们读者，其实他们也有小孩子顽劣的一面，这就
越发显得贾宝玉的智慧难能可贵。

当然，我们讨论贾宝玉对女孩子用情的“色
色想的周到”，赞许其智慧过人，却不能不意识
到，这种智慧，是受传统礼仪制约的。 所谓的主
奴有序、 男女有别， 已经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
界、深入到骨髓，使得小说张扬人的自然情感，

同时要调动起贾宝玉的智慧， 把这种种情感在
一个传统礼仪的框架中安顿下来， 或者能让情
感曲折迂回地进入这一框架的缝隙中， 这是贾
宝玉的聪明处，也是他的无奈处。而揭示情感表
达与礼仪的裂缝， 揭示人为弥合裂缝的努力与
无奈， 有可能达成对传统小说和现代生活意义
链接的深刻理解。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
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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