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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荣誉感与烟火气并存的法治故事
——评电视剧《底线》

杨乘虎

作为我国首部全景式展现人民法院司法改

革成果的法治题材剧，《底线》以更具中国特色

的法治思维、更接现实地气的司法案件、更富创

新活力的叙事表达，讲述了法理与人情兼具、荣

誉感与烟火气并存的法治故事。

秉承法治思维，书写良法善
治的生动普法故事

以往法治题材影视作品较多关注扫黑除

恶、惩治反腐、案件侦破等领域，法院场景与法

官形象，虽有涉猎，但往往作为次要内容与辅

助。《底线》首次将创作重心聚焦于我国新时代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取得的重大成果，秉承着

“良法善治”的法治思维，带领观众走进基层法

院这一维护公平正义的国家公器，走进捍卫法

律尊严和维护人民利益的人民法官工作场景，

走进一桩桩案件与诉讼背后对接的丰富斑斓现

实生活。

国有良法，更需善治。每一个案件都是中

国法治进程前进的阶梯，每一位法官都是推动

国家治理体系能力提升的动力所在。《底线》运

用“事实与真实”“情理与法理”的辩证法，面对

众多似是而非的大小案件、诉讼纠纷，入乎其

内，出乎其外，探究是非曲直，敞开公道人心，实

现惩恶扬善。

对于观众来说，《底线》不仅仅是一部法治

题材电视剧，更是一部全民普法的生动读本。

全片伊始就从“亲戚给法官塞钱”这一重磅情节

切入，作为现实人的法官，在处理一桩桩案件

时，法理、公道、人心的全面考量，体现了中国式

法治进程坚持以人为本的制度特色和坚守人民

立场的国家意志。以案说法，依法治国，作品没

有回避生活的复杂性与案件审理过程的曲折

度，剧中对案件调查与庭审的流程细致刻画，更

将国外国内判例法、成文法的区别细致点出，展

现了中国社会在法治化道路进程中的探索。在

情景化、故事性的讲述中，作品让观众对“合议

庭”“调解制度”“立案登记制度”“死刑复核”等

司法专有名词的实践运行有了真切认识，对于

诉前调解、诉源治理等司法改革的创新探索也

有了理解认同。

在案件真相与社会事实的比照与检视中，

在法庭内外关于法律适用与司法判例的辩论与

思考中，该剧积极表达着“为何善治”“如何善

治”等极具中国特色的法治思维，弘扬了现代司

法精神，书写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中国故事。

坚守人民立场，展现依法追
求美好生活的社会图景

《底线》用直击现实的笔触，代入“接地气”

的生活典型事件和广阔的社会容量，极大地拓

宽了法治题材电视剧的社会面与现实感。

19个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既有普遍

性又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件支撑了剧作的主干情

节。既有伴随新兴行业产生的MCN机构主播直

播猝死劳动纠纷、奶茶店加盟案、中介喝酒致死

案；也有与婚姻、教育、女性、家庭等热门议题紧

扣的全职太太离婚案、跨国离婚案、校园欺凌

案；还包括引发巨大社会关注的明星虚假诉讼

案、跨国医药集团在华行贿案。家长里短的法

律纠纷、公序良俗的社会议题，剧中的案件如同

一个个映射社会生活的镜子与窗口，客观展示

出中国法治化进程中面对的复杂的社会现实，

生动刻画出依法追求美好生活的社会图景。

《底线》以高度的社会责任和文化自信，将

司法职业场景与法官工作生活场景作为整体予

以把握，在各类案件与当事人的“非常态”中展

示法院作为司法机构的“日常态”。从案件发现

到审理判决，该剧以艺术化的叙事手法，真实地

还原了不同社会阶层、文化层次、家庭背景、生

活经历的人群在遭遇危机困境时的认知与行

为。比如针对女性在职场遭受性骚扰因害怕社

会舆论而不敢站出来维护自身权益的现实，剧

中特别设计了女销售职场性骚扰案，真实地展

示了女性依法保护自己的“她力量”。纠结、困

惑、迷失、侥幸、激愤、悲伤，剧中不同案件当事

人的情感状态与社会心理，折射着社会对法律

法规的多元理解。在广阔的现实社会生活整

体中，庭上控辩双方唇枪舌剑各执一词，卷宗

里悲欢离合转化为人间是非曲直；庭下法官思

想交流观点碰撞，秉公执法的法理正义融汇着

人间温情。观众因此得以观察到社会发展变

迁过程中司法普及的真实浸润程度，也获得了

依法维护自身利益、依法追求美好生活更具建

设意义的启迪。

弘扬法治精神，塑造可爱可
亲可敬的司法先锋群像

无论是59岁还在一线办案的民事法官、中

国最早一批的知产法官还是90后员额法官，《底

线》中以基层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方远为代表

的法官群体，坚定司法信仰，敬畏法官荣誉，保

有人情温度，不断面对挑战，坚守司法岗位，践

行全新司法实践，塑造了可爱可亲可敬的司法

先锋群像。

这是一群有筋骨的人。“用判决来维护社会

的公序良俗”，是法官的职业精神。宋羽霏在雷

星宇“辱母案”的庭审中，不断确认法理客观和

人性温度所在；方远努力克服对酗酒者的反感

态度，揭开中介醉酒跳楼案的背后隐情；年轻法

官周亦安为了帮助肝癌妈妈追讨抚养费，在和

时间赛跑的过程中找到了人民法官的意义；心

高气傲的叶芯历经众多案件后更加坚定了扎根

基层的初心。捍卫法律尊严，守住司法底线，踔

厉奋发、砥砺前行，是支撑法官形象的筋骨与脊

柱，更是法治中国的时代精神所在。

这是一群有道德的人。解危济困，崇尚正

义，是法官的道德境界。该剧着力设计了张副

院长与立案庭庭长方远、民一庭庭长陈康的师

承关系，也建构了方远与团队的法官助理周亦

安、王秀芳、书记员舒苏等人的团队关系。基层

法院三代法官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司法实践中，使命在肩，互相学

习，彼此相惜，互相支撑，不断提高改革实践水

平，学习全新的办案经验。在年轻法官入额仪

式上，张院长感叹“一年年看着一批批年轻人入

额，年轻人起来了，我们也老了”，在法官的职业

传帮带中，司法精神的传承创新令人物更加丰

满。无论是工作中的遗憾与失落，还是生活中

的烦恼与困惑，相互鼓励中令前行之路充满着

同行者的温情和鼓励。

这是一群有温度的人。法庭内外，人情冷

暖，《底线》挖掘案件背后广阔的社会因素，用

心塑造完整的法官人格。方远在诉前调解中

的生活智慧、在审理离婚案审理中怜惜幼童的

情感投入、在孩子教育问题上对妻子的误解、

争执与吵闹，都散发着人心的温度。他也曾在

选择时犹豫不决，和每个普通人一样，有点人

情世故，也有点自己的小局限，这个荧屏上被

年轻的书记员调侃的“方婶儿”，具有动人、质

朴的烟火气息，向上是法的执行者，向下是生

活中的普通人。正是因为这一份真实，让观众

感慨万千。

走上法台、敲下法槌、现在开庭！在一次

次的职业淬炼中，中国式法官寻找人生中最伟

大的正义，在法律的天平上裁判是非曲直。以

案说法，点滴进步折射中国法治进程。默默无

闻的基层法官，穷其一生，回答着公平正义的

宏大命题，用热爱和理想铸就道义良知的司法

底线。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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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部奇幻悬疑题材的剧集《唐朝诡事录》意外走红。
这个非热门题材、无流量明星、无强势宣传的“三无”作品，本该是
小众中的小众，开播之初并不被人看好，后期却口口相传，成为许
多不关注古装悬疑剧的观众们津津乐道的网络热点，持续占据
着播出平台的热门榜首。

复盘该剧低开高走的过程会发现，该剧前期的不被看好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创作者在节奏上没有遵循“黄金七分钟、生
死前三集”的法则，在人物设定上则一反古装剧男主情商智商
双在线的套路。而其在后期口碑出圈，则是因为主创在悬疑
探案玄幻的故事外壳下，讲好了一个动人的成长故事。

作为悬疑探案故事集，开篇的故事《长安红茶》表现得中规
中矩，情节紧凑但也说不上多么惊心动魄，缺少特别的记忆点，
属于不难看但也不惊艳的及格水准。男一号人物、中郎将卢凌
风虽然身居高位仪表堂堂，但其性格傲慢、莽撞、冒失、冲动、简
单到幼稚、耿直到低情商、为人处事直愣愣硬邦邦，智商虽高，
却因性情的不圆融而显得笨拙，甚至屡屡坏事，可以说除了外
形俊朗毫无亮点。

让人看下去的是作为他对立面及搭档的区区县尉苏无
名。这个官阶低微貌不惊人的中年男人，身上有着与卢凌风
截然相反的人物个性。他人情练达，深谙官场潜规则，有着
圆融的世俗智慧，初看起来油滑老辣，但却内心刚正，只求真
相不畏权贵，时刻以师傅狄仁杰为行为标准。性情截然相反
的两人围绕同一案件的屡次碰撞妙趣横生，让人有了继续追
剧的欲望。

及至第二个案件《甘棠驿案》时，被贬为平民已经一无
所有的卢凌风虽然还努力保持着贵族出身的矜持和骄傲，
但已经开始信任足智多谋的“一介书生”苏无名了，两人在
诡事连连的甘棠驿中开始有了合作的默契。第三个案件
《石桥图案》中，卢凌风依然处在放不下世家出身的包袱、情
感面前放不下面子的人生尴尬阶段。但随着剧情的一点点
铺陈，大家都看到，楞硬耿直的卢凌风对追求真相的痴迷和
对苍生黎民的不忍，不管身处何种窘迫境地，都不曾改变
过。于是他的正直纯良连同他的明显的性格缺陷都开始被
观众看见和接受。整部剧中段以后，上帝视角的观众都看
得明白，拥有赤子之心的卢凌风犹如一块璞玉，正在被苏无
名信念笃定有条不紊地打磨。

十分有趣的一个观剧现象是，作为一个悬疑探案剧，两
三个故事过后，案件本身如何发展已经不是很重要，主角的
境遇是否惨淡是否能重归高位也不重要，这个天资优秀但
性格并不讨喜的核心人物如何在办案过程中得到锤炼，如
何成长蜕变才是观众最值得期待的事。

随着剧情进展，卢凌风复杂的身世被渐渐解密，他性格中
的各种缺陷也都有了可信的落脚点。比如傲慢背后是来自童
年被遗弃的自卑，不会谈情说爱是因为从小没有受到过情感灌注等等。而与男女老少组成的探案五人
组协同办案的过程中，他的创伤被一点点治愈。他的成长也与案件的发展丝丝相扣，一次次寻找真相的
过程，也是智慧超群又深得狄公真传的苏无名手把手教卢凌风专业与做人的过程。一年的历练，让曾经
傲慢急躁的中郎将渐渐变得谦卑谨慎，在情感上，也不知不觉卸下自己坚硬的盔甲，敢于面对自己的创
痛和真实的内心。看似脱轨的人生旅程与人物内心的成长交织在一起，其变化令人信服。

纵观该剧，我们会发现，人物的性格有由来，人物的成长有依凭，人物的思想情感有至高的归属地，这
一完整的生长链条，结实地附着在一个又一个奇幻案件上，通过办案的历练，卢凌风从少年轻狂傲慢自负
到心怀苍生有勇有谋，其成长轨迹清晰自然合情合理，人物不扁平不甜腻，在古装剧里算是一股清流。

可以说，这部贴着悬疑探案玄幻标签的诡异故事集，真正的内核是一个人的成长，奇幻悬疑的
案件和精良的服化道只是它的外衣。一部小众题材的作品能破圈，正是因为这部剧的精神内核给
人带来的鼓舞和安慰。实际上，拔高主题的古装网络剧现在并不少见，天下、苍生、家国、自我、成长
等等字样屡见不鲜，但很多剧的中心思想会流于口号，与剧情本身并不能紧密贴合，所以很难像
《唐》剧这样形成一股贯穿全剧的精神气韵。

当卢凌风通过重重历练已经成长为业务干练成熟稳重心存敬畏与谦卑的优秀探案人才，一向
示弱随时求武力保护的苏无名在狄公排位前正色跪拜道：“恩师狄公在上，当年您说过，之所以不收
卢凌风为徒，是因为他年少轻狂，恃才傲物，但您又说，此人心地纯良天资聪颖，性格率真，心怀天
下，是可塑之才，若终有一日，他能经过历练，知晓民间疾苦，真正懂得百姓即社稷的道理，便可由苏
无名代师收徒。”这一段义正辞严的独白，不仅震撼了卢凌风，也震撼了观众的心。卢凌风经历了蜕
变之后，终于找到了精神上的父亲。相较于古装网络剧中随处可见的男欢女爱，这是更能给予观众
以高级精神满足的大团圆结局。

当然，单有正能量的思想主题和巧妙构思的剧情，也并不足以让一部剧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
该剧在各个方面的表现都超出了水准线，是一部整体上制作精良的用心之作。

首先，演员演技全体在线，两位男主角的表演与角色的契合度更是妙不可言，杨旭文把中郎将卢凌
风的酷与楞、杨志刚把苏无名的滑与正，都表现得丝丝入扣。其次，剧中武打场面是一大亮点，场面的巧
妙调度，动作推陈出新的精彩设计，使得每一个案件都有一个高燃的结尾。再者，环境造型和布景制作
也甚为用心，将晚唐时期的风土人情、民间习俗依次展现给观众。或破败阴森或富丽堂皇，每个段落的
布景都与剧情相得益彰，给观众带来十足的视觉享受；高度还原唐朝服装样式，双男主的每一套圆领袍
在用料和纹路细节处都极为考究，剧中人物的幞头装扮也颇具美感，令观众充分体会到唐装之美。

回过头来看，该剧的反套路设计是一种极大的冒险，如果不是有明确的价值追求，不是对思想
内涵精神内蕴的力量有着高度的信念，通常是不敢这样操作的。我想该剧的主创团队完全知道自
己在做什么，所以能够自信地把精彩留在后半程，让人物在越来越精彩、格局越来越开阔的故事情
节中，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成长，在每个段落都有小高潮的基础上，最后叠加成整部剧的大高潮。
观众需要娱乐不假，但有灵魂的作品才能真正击中观众的心。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研究员）

一直都在的爱和不易达成的理解
——评姚晨主演的新剧《摇滚狂花》

卞芸璐

因为“反其道而行之”的母女关系塑造和少

见的音乐元素融入，近期在视频网站上线的12

集短剧《摇滚狂花》，引起了观众的热烈讨论。

从各社交平台的反馈来看，观众对于这部

剧的评价分歧不小。喜爱的观众，大多对剧中

的边缘母女关系和拒绝煽情的喜剧表达，表示

十分钟意；不喜欢的观众，有的对剧中摇滚戏份

的专业性存在质疑，也有的对摇滚乐手彭莱（姚

晨 饰）和女儿白天（庄达菲 饰）之间的互相伤

害，表示过于夸张、接受无能。

短剧这个赛道，本就是当下剧集市场进行

题材试水、类型创新和作者化内容培育的“实验

田”。作为一部在人物关系、叙事模式、影像风

格上都有创新尝试的短剧集，《摇滚狂花》如今的

争议局面并不意外。如果说影视行业内部恒久

存在着标准化与作者论之间的紧张，观众的审美

也有着稳定期待和创新渴求的双重取向。《摇滚

狂花》的两极口碑不过是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相较于场外讨论，对于这样一部将反常规进

行到底的剧集，更值得关注的是它的创新得失。

三个“问题妈妈”和一个刺猬
女孩

《摇滚狂花》虽然把“摇滚”放到了剧名中，

但真正位于戏剧中心的却并不是音乐。

摇滚只是一个符号性的故事背景，它确实

为女主角彭莱——一个“过气”多年却始终棱角

分明的“愤怒中年”——做了性格背书，也为故

事提供了重组乐队、参加综艺的翻盘可能路径，

但登台逆袭并不是《摇滚狂花》的叙事重点，三

对另类母女的关系发展才是。

第一对母女，是彭莱和女儿白天。

因婚姻失败而远走美国的彭莱，与女儿十

几年未见、隔阂渐深。在破碎家庭长大的白天，

则继承了彭莱爱憎分明的火药桶脾气。因此，

当彭莱回国，母女共处一室后，两人毫无意外地

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阵势。

国产剧中，存在矛盾的母女不少，但像彭莱和

白天之间这种反向的情感张力却并不常见。常态

的母女关系中，母亲扮演是保护者、约束方的角

色，女儿则相对应是接受方、叛逆者。但这对母女

却恰恰相反。音乐事业一落千丈、人生失序加失

意的彭莱沉溺酒精，不但当不了保护者，有时还

要女儿兜底；自立、早熟的白天见不得彭莱的一

再失信，为了拒绝母亲进入自己的生活，用上了

换锁、丢行李的大招。如果这时，做母亲的能包

容、忍让，母女关系也能进入常态轨道，但彭莱偏

就拳来脚往地较上了劲，如此让矛盾不断升级。

这样戏剧化的母女关系设定显然不具有典

型性，但难得之处在于把我们常常忽略的一种

矛盾性拍了出来——那就是母女关系中爱和理

解的分离。随血缘关系而生的爱可能一直都

在，但相互的理解并不容易达成，这正是亲情矛

盾的关键来源。

继母陈月（赵子琪 饰）和白天之间的母女

关系，同样反常规。

陈月虽然是彭莱感情失败的直接原因，但

却不是惯性思维中的“恶毒后妈”。与彭莱、白

天斗智斗勇的母女关系形成镜照，她对白天的

成长陪伴和严加管教让两人之间的情感，更类

似于常态的母女关系。

但这对母女关系的最大亮点并不在于反常

规，而在于微妙感。继母的身份、对彭莱的亏

欠，让陈月对白天有着情感代偿、过度保护的倾

向，而白天面对陈月时，也在依赖之余保持着恰

到好处的礼貌和感激。

国产家庭剧中常拍重组家庭的母女相处，

但能拍出这种微妙感的不多。

客观来说，“彭莱-白天”“陈月-白天”这两

对母女关系之间的“对仗”，确实有些追求反差

感的刀斧痕迹，但彭莱母亲丁慧茹（苇青 饰）的

出场算得上神来之笔。

故事行进到三分之一时，彭莱的摇滚事业

重启和母女关系改善都陷入死局。这时，一个

养老院的电话把丁慧茹送到了彭莱和白天身

边。在一段别扭的母女关系中，如果把女儿比

作谜面，那母亲往往就是谜底。彭莱为什么如此

骄傲、锋利又脆弱？姥姥丁慧茹的出场，给了白

天一次读懂母亲的机会。三代人并不长的共同

生活，也为母女关系的和解作了最关键的铺垫。

母女关系中的复杂性给了《摇滚狂花》充沛

的戏剧空间。尽管后续彭莱、陈月、白天三人的

和解达成还存在些微不熨帖之处，但《摇滚狂

花》能借另类人物透视母女关系中存在的普遍

矛盾，已经是难得的创新。

适配另类人物的喜剧风格

另类的人物关系，需要另类的故事讲述方

式来匹配，《摇滚狂花》在这方面也有让人耳目

一新的探索。

不少观众被《摇滚狂花》吸引，是因为姚晨

和常远这对非常规“喜剧搭子”领衔的阵容。事

实上，喜剧风格也正是《摇滚狂花》化解母女对

峙紧张感，以及中年危机压迫感的重要武器。

剧中，彭莱和白天之间的针锋相对，永远使

的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笨招。你找人换

锁，我就用502胶堵锁眼；你偷扔我衣服，我就拆

你房门；你不同意我休学，我就假装怀孕……设

想一下，这对母女的交锋但凡多了一丝的心计和

城府，观众恐怕都无法接受这种情感上的乱序。

在母女关系之外，彭莱还驱动着另一条情

节线——狂花乐队的重组。这是一条失意中年

人的自我救赎线，但走的却不是爽剧路子。一

群失意的中年摇滚乐手磕磕绊绊地重组乐队，

好不容易找到零星的初心，却在决定命运的综

艺中惨遭“一轮游”待遇。这一路下行的叙事循

环，如果没有彭莱假装失忆的喜剧桥段当佐料，

想必会苦得难以下咽。

《摇滚狂花》的喜剧性，还体现在一些超现

实桥段的处理上。

彭莱属于典型的外刚内柔式人物，日常生

活中总带着坚硬的“盔甲”。这部剧用了大量

超现实的手法来表现她的内心世界，比如清醒

梦境、话剧式的独白，以及意识的舞台具象化

呈现。即便在这些严肃情节中，主创也总会巧

妙地用喜剧手法消解沉重，比如车站独白时让

路人搭话，清醒梦里加入“做梦都不敢放飞”

的自嘲……这种处理方式，能让外放的情感迅

速收闸，人物的“盔甲”也得到了保护。

概而言之，没有喜剧态度，剧中的众多另类

人物很可能就不成立。没有喜剧精神，他们闹

腾又带点荒诞的生活也几乎无法落地。对《摇

滚狂花》而言，喜剧风格不是锦上添花的元素而

是故事的生命线。

“狂花”的遗憾

当然，将反常规进行到底的《摇滚狂花》也

并非没有遗憾。尤其是对那些抱着对“狂花”式

女性故事有所期待的观众。

一方面，女主角彭莱的人物弧光实在是磕

绊、反复，甚至有时候会让人摸不清心理逻辑。

比如，她为什么总是反反复复回到原点，要求卖

房？通过假装失忆让狂花乐队重组并圆了一次

舞台梦后，为什么不是释然而是失态？

如果一定要用人物的性格“坚定性”来解

释，那要置成长于何地？如果只是为了让故事

好看，刻意延宕母女冲突，那就有注水之嫌。如

果单纯为了跟观众斗智斗勇，一定要追求个意

料之外、技高一筹，就实在生硬做作。

另一方面，《摇滚狂花》在女性友谊的表现

上与观众的期待视野也存在偏差。

既然有向《末路狂花》致敬的意思，那在观众

期待视野中，女性友谊就该在故事中占有相当比

例。然而，《摇滚狂花》中，彭莱和狂花乐队的另

外两名女乐手的关系，却并没有跳出窠臼，要么

是互为情敌，要么是婚后疏远。刻画相对饱满

的，还是彭莱和三位男性角色的关系——跟乐队

经纪人大崔的“战友”情，对精神科医生罗俊的微

妙好感，以及对吉他手安哲的纯粹赏识。从剧本

角度评价，这样的人物关系并不存在硬伤，但如

此编织确实与目标观众的期待视野存在偏差。

“彭莱为什么不成长？”“狂花究竟体现在哪

里？”如果能回答好观众提出的这两个疑问，《摇

滚狂花》的完成度将会更高。

（作者为艺术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
传媒学院青年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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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狂花》中姚晨饰演的摇滚乐手彭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