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黑风暴》：真实的雷霆行动是作品最大的底气
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背景，全部取材自真实案件

几乎没怎么预热， 但电视剧 《扫黑

风暴》 一亮相就震惊了许多人。

该剧有难得一见的播出阵势：8 月 9

日在东方卫视、 北京卫视、 腾讯视频开

播，今晚还将登陆 CCTV-8。 首播的关注

度也很惊人，网络上线六小时，播放量即

破亿。 但真正让网友连连打出感叹号的

是剧情本身： 中央督导组的车刚驶出机

场高速， 关键举报人便在车队的必经之

路上被碾致死； 专案组的提审才切入正

题，嫌疑人便生生自残以逃避审问；无知

少年上一秒被从生命边缘拽回， 下一秒

便可能将亲姐姐推向深渊……

“有句话叫， 现实中的事情电视剧

都不敢这么演。 这部剧却反了过来， 因

为剧中的情节全部来源于现实改编 。”

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微信公众号的一句评

价， 道出冷峻事实———剧中那些看似不

可思议的情节， 都曾真实地存于这个世

界。 由中央政法委宣传教育局等指导，

《扫黑风暴》 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为背景 ， 所有剧情素材都取自真实案

件， 包括孙小果案、 操场埋尸案、 湖南

文烈宏涉黑案、 海南黄鸿发案等轰动一

时的案件。

可以说， 没有自 2018 年以来全国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雷霆行动、 非凡历

程， 就没有 《扫黑风暴》。

从现实主义创作出
发，找准一部涉案剧的烈
度与底线

《扫黑风暴》 由五百导演， 王斯阳

联合执导， 孙红雷、 张艺兴、 刘奕君领

衔主演， 吴越、 王志飞、 刘之冰、 吴晓

亮主演， 江疏影特别出演。 故事发生在

中江省绿藤市。 这座虚构的城市有多特

别？ 按剧中说法， “全国扫黑看中江，

中江扫黑看绿藤”。 随着 “九一五专案

组” 和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先后进驻绿

藤， 山雨欲来， 看似密不透风的城市撕

开了一道道口子。

于观众而言， 追剧的动力常常在乎

求真相、 探人心。 但在创作层面， 涉案

题材可谓难中之难。 近几年， 国产涉案

剧几经沉浮， 证明了 “以血腥离奇追求

感官刺激” 此路不通。 此时， 作为一部

涉案剧， 尤其还是汇集了扫黑除恶大案

要案的涉案剧， 《扫黑风暴》 该如何平

衡现实案件的烈度与大众化电视剧艺术

创作的底线？

前六集给出了答案。 坚信丈夫已遇

害 14 年、 并不断上访了 14 年， 薛梅刚

看见督导组到来的曙光便惨遭毒手， 她

录制的视频里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秘

密 ？ 曾混迹街头的马帅早已非吴下阿

蒙， 摇身一变成了新帅集团掌门人， 可

好巧不巧， 外表光鲜的企业家在督导组

就位前因寻衅滋事进了看守所， 他在躲

什么？ 他被突然提审后发病猝死， 又是

否纯属意外？ 电视台女记者成功揭露了

“校园贷 ”， 又把目光瞄准 “美丽贷 ”，

她勇闯虎穴搜罗的证据能奏效吗？ 饭店

服务生无意间窥破 “死罪未死” 者的真

面目， 这将是正义伸张抑或万劫不复的

开始？ 悬念叠着悬念， 看似千头万绪，

却又隐隐间指向了案中有案的同一根

源 ： 14 年前 。 至此 ， 从 “智斗 ” 与

“武斗” 交织， 步步惊心的悬念已足够

引人入胜。

而在一些看似闲笔的 “文戏” 中，

剧作也始终在用人物的言辞与心理交锋

勾勒人心拉锯。 车内， 中江省、 绿藤市

等本地干部， 与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小

心翼翼彼此试探。 看守所内， 曾经的老

同学、 现在的不同立场者， 哪怕一个简

单寒暄都暗藏机锋。 至于一项重要工程

的谈判桌上， 更是人人带心事， 字字有

深意。

文武之道， 一张一弛。 快节奏、 强

情节， 固然是 《扫黑风暴》 的优势， 而

剧作真正难能可贵之处， 在于主创们从

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出发， 在保住紧张

感的同时守住了一部涉案剧的分寸感。

不惮探测人性之复
杂，更高高扬起正义的价
值核心

跌宕的故事走向 ， 正邪的层层较

量， 人性的深度开掘， 从来都是类型剧成

功与否的要素。 《扫黑风暴》 对人物的丰

满刻画， 可谓一大亮点。

剧中， 孙红雷饰演的李成阳登场时是

个争议人物。 他曾是闪耀绿藤市的刑侦大

队副大队长， 却在师父意外殉职的同时，

因诬陷被迫离开警队。 双重打击中， 为求

真相， 李成阳潜入黑恶势力长达 10 多年。

经年累月间， 他身上曾经泾渭分明的黑白

界限早已被现实模糊。 脱下警服后， 他被

过去的办案对象打击报复， 又被涉黑团伙

头目马帅一力救出。 马帅于他， 既可能是

祸首， 也确实有了 “过命交情”， 恩怨杂

糅， 情理难辨。 张艺兴饰演的年轻警察林

浩， 在绿藤市黑白混杂的政治生态中， 犹

如一抹亮色。 他能带队查获隐藏在居民楼

的涉黑涉恶 “美丽贷” 团伙， 不仅因为他

业务能力出众， 更重要的是他嫉恶如仇、

对违法犯罪 “零容忍”。 也正因如此， 在

他眼里， 父亲曾经的战友、 现今 “为虎作

伥 ” 的李成阳是背弃了信仰的 “垃圾 ”。

而刘奕君饰演的专案组组长何勇， 作为办

案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黑恶势力与 “保护

伞” 的重点监控对象， 他在极其有限的空

间内闪转腾挪， 找寻案件的突破口， 努力

还原 14 年前的真相。

在三位主演周围， 在 《扫黑风暴》 这

座迷雾大厦里， 还有从政法委干部到基层

执法人员的人物群像。 虽然黑恶势力已经

侵蚀到部分政法队伍， 虽然剧中呈现出了

一部分执法者的沦陷， 但观众依然能在查

案过程中， 看见一线扫黑人员面对受害者

“怕当证人” 的愤懑， 看见不畏凶险、 始

终维护正义的无名英雄的身影。 可以说，

以林浩 、 何勇为首的警察群像 ， 承载着

《扫黑风暴》 对价值观的探讨———流动在

人物与故事核心里的主流意识形态， 才是

创作中最应遵循的根本。

不惮探测人性之复杂， 更高高扬起正

义的价值核心， 这或许是 《扫黑风暴》 首

播即 “爆” 的关键。 它宛如纪录片， 呈现

了黑白对决的惊心动魄； 它更是宣言书，

宣告正义不会缺席， 对黑恶势力的斗争必

会进行到底。 一切正如中央政法委长安剑

的表态———电视剧绝不代表着专项行动的

结束， 而是标志着扫黑除恶常态化浩浩荡

荡的开始。

逝者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本报记者 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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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蕾：演出角色内心的百转千回
在青春片《盛夏未来》中，她是倔强、深情而又勇敢的母亲

出道 20 多年， 郝蕾几乎没拿过

什么大奖， 却是很多人心中最会演戏

的女演员之一。 在最近上映的青春片

《盛夏未来》 中， 她饰演一个 18 岁女

孩的妈妈， 戏份不多依然格外亮眼。

“单独夸一波郝蕾， 太好了， 有作为

母亲的担忧和伤心， 有作为女人的深

情和勇敢， 我似乎还看出了一丝杨宇

凌 （郝蕾在 《十七岁不哭》 中扮演角

色） 的倔强。” 留言区里， 一位网友

写下这样的赞美， 也道出了很多观众

的心声。

如今的郝蕾， 脸上已有岁月的痕

迹， 眼角细纹中也定格了她在银幕和

荧屏上一个又一个经典形象。 正如导

演孟京辉曾对她的评价———“郝蕾是

用灵魂演戏的人”， 在最新作品 《盛

夏未来》 中， 她再次恰如其分地演出

了人物内心的百转千回。

是母亲也是“怀春
少女”，她的表演触及内
心最柔软的地方

郝蕾的上部电影 《春潮》， 重点

刻画了她作为女儿和母亲之间的羁

绊。 到了 《盛夏未来》 里， 郝蕾自己

变成操碎心的母亲， 和张子枫扮演的

女儿陈辰斗智斗勇。 影片中的郝蕾放

弃工作和社交， 租了学校附近简陋的

房子当全职妈妈， 只希望复读一年的

孩子这次能顺利考上好大学。 这是她

明面上的生活， 而暗地里， 她早已和

丈夫婚姻破裂 ， 并且各自有了新对

象。 为了不影响女儿高考， 她决定对

女儿隐瞒新恋情。 可女儿早就知道了

这个事实， 成绩优异的她故意在高考

中考砸， 盼的是在复读这一年里， 父

母能重归于好。

郝蕾没有扁平化、 脸谱化地去演

绎这位母亲， 而是把人物的各个层次

处理得鲜活生动。 她固然有作为家长

威严的一面， 但当她 “力劝” 女儿和

女儿的 “假男友” ———吴磊扮演的郑

宇星 “不要分手” 时， 也会俏皮地夸

郑宇星 “你还是挺帅的”。 当她陷入

爱情时 ， 也会绽放如少女怀春般的

心情 。 比如在家等待祖峰扮演的

“海南水果王 ” 上线跟她打斗地主

时， 因为一直等不来人而心情焦躁；

当男朋友上线回复的一瞬间， 她马上

表现出无法遏制的开心 ， 但还要保

持 “高冷 ” 形象 ， 稍微晾他一会儿

再去回复。

影片临近尾声， 有一场母女矛盾

爆发的重场戏。 “陈辰， 你是觉得妈

妈特别不理解你是吗？” 郝蕾低头不

看女儿， 发出质问， “就是你， 你为

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她目光转向女

儿， 用手指狠狠戳向自己。 女儿说：

“你想听真话是吗？” 郝蕾马上又把目

光从女儿身上移走， 以充满防御性的

表情回击： “我不想听， 你没有一句

是真的。” “我只是不想在你们两个

人中间选一个。 妈妈， 我不想你和爸

爸再为了我撒谎。” 当女儿说出自己

早就知道父母隐瞒离婚的真相时， 郝

蕾终于 “破防” 了———她闭上眼睛、

眉毛颤动 、 嘴唇紧抿 ， 掩面低头拭

泪， 最后抬头用手擦去女儿脸上的泪

痕， 抚摸她的头发， 眼神柔软。 这段

克制又充满分寸感的表演， 尽显一个

母亲的自责、 心疼、 欣慰。

在故事的最后， 这对母女终于彼

此释怀。 “陈辰妈妈有这样一个时间

段， 是和女儿一起成长的。” 郝蕾谈

起 《盛夏未来》 时说， “成长都是磕

磕绊绊的 ， 我们要学会如何面对伤

害， 然后从伤害中找到一些不同的感

悟， 这才叫真正的成长。” 也正如贾

樟柯评价郝蕾时所说： “日子久了， 我

们中的很多人变得百毒不侵 ， 刀枪不

入。 郝蕾的表演让我们找到内心最柔软

的地方， 在电影院里偷偷哭一场， 灯亮

后继续当强者。”

冰山之下暗流涌动，
更能见得演技的真章

几个月前， 郝蕾参与综艺节目 《十

三邀 》 的录制 。 摄制组开会时特别提

到， “其他女明星， 演谁都有自己的样

子， 但是郝蕾的方法是把自己消掉， 演

谁是谁 ， 所以不被记住也是合理的 ”。

细数郝蕾演过的代表性角色， 她确实投

入了全部的灵魂。

电视剧 《少年天子》 里的静妃， 跋

扈、 骄纵、 善妒， 本有一颗自由之心却

受困于深宫高墙， 爱起人来咄咄逼人，

恨起人来癫狂如鬼魅。 话剧 《恋爱的犀

牛》 中的明明， 穿着一身红裙向世人宣

告， 像火山爆发般去奉献自己的能量、

欲望、 荷尔蒙， 展现她对爱情的定义。

电影 《亲爱的》 中那个丢了孩子痛彻心

扉的母亲 ， 对前夫甩空巴掌 、 失控拉

扯、 用尽全力地嘶吼， 好像本人也经历

过这不堪的一切。 《黄金时代》 里穿着

灰布军衣， 前往抗日前线写作的丁玲，

目光坚毅、 眼里有光， 健壮的身体里住

着一个女性作家无法被磨灭的生命力。

而在 《春潮》 中， 郝蕾更展现了在沉默

隐忍中爆发的上佳演技。

郝蕾说过： “现在的影视剧， 很多

都是非常戏剧性的场面， 但是很多生活

中无法被呈现的场面， 才是真正的 ‘痛

苦’。” 在 《春潮》 里， 她饰演的女记者

郭建波带着女儿离了婚， 和控制欲极强

的母亲住在一个屋檐下。 当争吵也无济

于事， 就只能以无言去忍耐， 当忍耐也

到了极限， 她就用手去攥仙人掌， 直到

手上鲜血直流。 郝蕾在 《十三邀》 中讲

述了这场戏的幕后———仙人掌是假的，

流血也是假的。 “我没有那么敬业。 我

就是把自己手扎穿了， 可是我没有感觉

到痛也没有意义啊。” 但只要看过这段

表演的人， 都能体会到郭建波心里刺骨

的痛。

“郭建波是间离在生活之外去生活

的。 生活已经把她压到无法喘息， 不这

样就没法活下去。” 这是郝蕾对角色的

深层次理解， 她也演出了 “刺怎么也拔

不出来， 永远隐隐作痛” 的感觉。 正如

郝蕾所认为的真正优秀的表演， 并不需

要做出很多表演的样子。 “我可能什么

都没做， 但是我心里是非常充盈的。 百

转千回， 你都能看得见， 但是我是没有

表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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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儿童文学出版界的“老顽童”走了。 11日零点30

分，作家孙毅在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病逝，享年98岁。

从事儿童文学、戏剧创作七十余载，孙毅长期以来为

推动上海儿童文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孙毅出生于1923

年，自194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霸王和皮大王》《五

彩小小鸡》《秘密》《美猴王》、儿童相声《嘻嘻哈哈》、戏剧

理论《儿童剧场开演啦———孙爷爷教你写儿童剧》等，编

创儿童剧100余部。 改革开放后，他参与创办了家喻户晓

的《为了孩子》《现代家庭》等杂志，95岁高龄时出版了儿

童长篇小说“上海小囡的故事”三部曲，上海市妇联曾授

予其从事教育工作25年园丁奖。

“立秋时节，驾鹤西去，彩云铺桥，一路好走……”作

家简平谈起这位“忘年交挚友”，满是敬意与哀思。他追忆

道，今年7月，孙毅在家人的陪伴下在医院度过了98岁生

日，老人佩戴着“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精神振奋。

孙毅1940年代投身于革命戏剧活动， 在宋庆龄的感

召下加入儿童剧团， 此后写下众多脍炙人口的戏剧和曲

艺作品，他还参与地下少先队的创建。1953年2月，宋庆龄

任命他为儿童时代社副社长兼儿童剧团创作室主任，成

为中国儿童文学和儿童戏剧的优秀组织者。 目睹过人民

疾苦，孙毅希望用自己的笔，为苦难的孩子们呐喊奔走，

给予他们受难的心灵以安抚与慰藉。 这就是他朴素的创

作初心，为孩子，为人民。“年逾九旬的孙毅七十年如一日

地投身儿童文学，令人敬佩。”在作家秦文君的记忆中，孙

毅一直是大嗓门、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为儿童文学奔波

的形象，她评价孙毅的创作忠于内心，从不随波逐流；可

贵之处在于不忘初心、始终如一。

95岁那年， 孙毅以惊人毅力完成出版了儿童长篇小

说“上海小囡的故事”三部曲，含《小银娣的悲惨童年》《野

小鬼和野小狗的故事》《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少年队》。故

事背景跨越1930年代到1950年代， 贯穿抗日战争到新中

国成立后的最初十年，通过一组孩子的群像，反映了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批上海有志少年儿童的觉醒和成长，

为抗战、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新中国作出了特殊贡

献，题材和风格独树一帜，是孙毅70年文学创作之大成。

“我见证了他的整个创作过程，时常为他的热忱、执著、

坚韧不拔而感动。 ”简平感慨，这位童心不泯的“老顽童”将永

远载入中国儿童文学的史册，记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中。

当时在上海作协研讨会现场， 有人谈起这一幕———

即便住进医院，孙毅硬是在病床旁摆上两张小桌，圆桌上

堆满了从上海图书馆复印来的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少先队

编辑出版的全套《新少年报》；方桌上是厚厚一摞稿子，是他用钢笔一笔一画写

出来的手稿。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锦江称赞孙毅的写作富于使命感与生命感

召力，尤其是三部曲囊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整个少先队的成长历程，这一宏

大叙事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相当少见。

■本报记者 许旸

在最近上

映的青春片《盛

夏未来》 中，郝

蕾饰演一个 18

岁女孩的妈妈，

戏份不多依然

格外亮眼。

今年 7月 ，

孙毅在家人的

陪伴下在医院

度过了 98岁生

日，老人佩戴着

“光 荣 在 党 50

年” 纪念章，精

神振奋。

跌宕的故事走向 ， 正邪的层层较量 ， 人性的深度开

掘， 从来都是类型剧成功与否的要素。 《扫黑风暴》 对人

物的丰满刻画， 可谓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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