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一部以扫黑除恶为主题的电

视剧《狂飙》热播，凭借紧凑的故事节奏、

精湛的演员演技和宏大的叙事背景成功

出圈。近年来，反映同类主题的影视剧

不在少数，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借案件来

彰显公义。这些影视剧不仅反映了时代

背景的变化，还彰显了我国法治社会建

设的进步，真正做到了与时代同步、与现

实同行。

从法治角度来看，扫黑除恶影视剧

叙事内容经历了三次转向。观众在观看

影视剧的同时，感受到了我国的法治进

程，影视作品成为了最好的科普媒介。

2022年上半年播出的《对决》借角色

之口强调，我们现在办的案件不同于普

通的刑事案件，而是涉黑涉恶案件。这

类案件跟普通的刑事案件不同，我们要

全方位地研判所有与陈锦辉、陈锦发陈

氏兄弟相关联的案件，确定为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全面收集涉及他们

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

性特征的证据，为下一步的起诉、审判打

好基础；而关于法律适用、证据认定等问

题还要重视和检法机关的沟通。在剧

中，中央督导组在督办风州市涉黑涉恶

案件时强调，涉黑涉恶问题是复杂的社

会问题，要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加

强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加强重点行业、领

域日常监管，从源头上遏制黑恶势力滋

生蔓延。

2021年播出的《扫黑风暴》也是从一

开始的刑事案件转向涉黑涉恶案件侦

办，如麦自立埋尸案、杨冬菜霸案等。

这一个转向，看起来反映的是侧重点

的不同，但实际上更多的是对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的直接反映，还人民群众一片净土。

2022年下半年播出的《罚罪》，以开

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主线展开叙事，

表现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办案机制与

以往打黑行动的区别，即除了要铲除黑

恶势力，还要打伞破网，扫除黑恶势力滋

生的土壤，改善基层的政治生态；黑恶势

力的扫清，还要直指基层腐败、官商勾结

等一系列问题。剧中反复出现的赵啸声

家族祠堂里撑起来的一把“伞”格外醒

目，“伞”上挂满了盒子，盒子里存放着印

有大大小小官员照片的扑克牌，象征着

赵氏家族有保护伞的“庇佑”。观众看

到，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进行，不仅

赵啸声家族被铲除，家族的保护伞也轰

然坍塌，这意味着侦办涉黑涉恶案件与

打击“保护伞”相结合，切实做到了同步

侦办。剧情的发展恰好呼应2018年1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中的各个时间节

点。为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攻坚

仗，维护一方安宁、扫除黑恶势力，剧中

父子两代警察不畏艰险、前赴后继。

2020年播出的《巡回检察组》中的检察监

督过程不仅还原了案件的真相，还揪出

了以黄雨虹为首的黑恶势力以及以武

强、王剑鸣为首的“保护伞”。在此过程

中，消除负面因素的关键，亦是“打伞破

网”。同样由张颂文主演的《扫黑 ·决战》

也是明线暗线同步推进，明线是侦办以

宏远集团总经理孙志彪为首的地方黑势

力系列案件，暗线则是揪出了此前一直

以儒雅正义形象示人的县长曹志远和原

县委书记曹顺华，最终曹氏父子只手遮

天的“家天下”梦告破，魏河县老百姓也

寻回了希望。

上述的影视剧也让观众明白，从办

理涉黑涉恶案件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党中央决策的全新部署其广度、深度、力

度是前所未有的。扫除的是黑恶势力，

净化的是政治生态，赢得的是民心凝聚，

展现的是党和人民雷霆万钧的气势、必

战必胜的决心，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狂飙》开篇便是全省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表彰总结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

部署大会，开宗明义地提出，扫黑除恶要

在专项斗争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的阶

段，在常态化的同时对政法队伍进行教

育整顿。

这个剧情，对应的是2021年3月召

开的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总结表彰大

会。这也为本剧奠定了总基调，即剧情

围绕着扫黑除恶常态化展开。剧中有一

个情节，退休干部黄老对徐忠的工作表

示不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是结束了

吗？徐忠以拉家常的方式向他解释说，

扫黑除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常

态化。总结表彰大会上提出的“常态化

推进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

的平安中国”，在此处得以借剧情向观众

普及。

此外，《狂飙》反映了全国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情况，如在第4集、第13集片

头，以旁白方式说明：在这次教育整顿工

作中，经常会谈到初心，其实大多数人的

初心都是好的。但在长期的工作中有的

人却一步步放松了警惕，被腐蚀、被拉

拢，沦为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说明，坚

持初心，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有些

人不理解：教育整顿工作何非要倒查

呢？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二十年

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某些地方政府重

视效率而忽视公平。由此滋生的资源垄

断和权力腐败，让老百姓怨声载道。要想

真正解决问题，就绝不能只是头疼医头脚

疼医脚，要从根源入手，让老百姓看到党

中央刀刃向内的决心。无论是当下发生

的还是过去发生的，只要违反了党纪国

法，就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对教育整

顿来说，退休不是免死金牌，贪腐分子更

不可能安全上岸，因为老百姓不答应，党

和国家更不答应。这一段表述所呼应的，

正是2021年2月召开的全国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剧中这场政法队伍

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正式

启动。

该剧在后半段也是围绕扫黑除恶常

态化工作、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展

开叙事的，比如专案组在收集强盛集团犯

罪团伙及其背后的保护伞、关系网证据的

同时，还要求京海全体政法队伍自查自

纠，每一名公务人员都要填写自查表。从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到扫黑除恶常态化并

与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相结合，进一步

提升了扫黑除恶工作和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工作的效率与效力，更好地诠释了两项

工作之间的联系，在为观众展示出国家最

新方针政策的同时，全面构筑起法治国

家、法治社会的基石。

扫黑除恶题材影视剧中法治内容

的三次转向，体现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的变化，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法治化进

程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努

力。影视剧叙事重点的变化印证了这

一点，因为大多数该类型影视剧是根据

全国扫黑除恶过程中的真实案例和所

处阶段的经历改编。内容的三次转向，

不仅反映了国家扫黑除恶的决心、体现

了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还对黑恶势

力起到了威慑作用、对广大民众起到了

警示作用，更是将法治宣传教育贯彻到

底，对观众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接受法治

教育的契机。

艺术是一个表现形式，叙事是为弘

扬法治服务的，为观众展现出扫黑除恶

过程人民参与、成效人民评价、成果人民

共享的宏伟蓝图。党的二十大报告在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部分指出，建

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

治理共同体。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不仅

仅是国家层面的事，更是每个公民的事，

每个公民都要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来。

正如《狂飙》中讲到，治安与治理，虽然一

字之差，但差别巨大。影视剧告诉公民

（观众），每个人都是治理的主体。公民

（观众）不仅要时刻牢记法律的界限、遵

守道德的底线，还需要为社会治理共同

体的建设作贡献。唯此，才能齐心协力

共建平安中国，共同维护国家安全。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
院教授、刑侦剧研究中心主任）

文学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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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从年度榜单看当代文学场的“三分天下”

“扫黑剧”的三次转向映照中国法治建设进程

霍艳

肖军

——由《狂飙》热播说起

又到了各大文学榜单揭晓的时
节。上榜代表着谁更受到读者欢迎，也
预示着谁有可能成为经典。观察年度
文学榜单，也能透视文学领域所发生的
变化。

文学榜单分为四种：一种是带有官
方色彩的，如中国小说学会“2022年度
好小说”；第二种是由读者评选的，如豆
瓣年度读书榜单；第三种是由期刊和网
络媒体评选的，如文学杂志《收获》、学
术刊物《扬子江文学评论》以及“腾讯好
书”“凤凰网读书”等，随着自媒体的发
展，也出现不少“一个人的小说排行
榜”；最后一种是出版机构、销售渠道的
排行榜，如各大出版社的十大好书、京
东图书年终榜等。

从排行榜的主办方可以看出，当代
文学场已三分天下，以各个学会、文学
刊物代表的官方文学组织，以报纸、网
站、公众号代表的传媒体系，以及以豆
瓣、知乎代表的网络民间话语场，它们
共同造就了当下生机勃勃的文学环
境。同时每一个榜单的揭晓都是一次
阐释权的竞争。

期刊评选出的文学榜单仍集中于
纯文学作品，以“文学性”为衡量标准。
榜单以文体分类，评委由高校教授、活
跃评论家、期刊主编等专业读者组成，
缺少了普通读者的参与。扬子江文学

评论排行榜里，贾平凹的《秦岭记》登上
长篇小说榜榜首，迟子建的《白釉黑花
罐与碑桥》位列中篇小说榜第一，潘向
黎的《兰亭惠》摘下短篇小说榜第一，胡
弦的《江都的月亮》和王彬彬的《“荒林
拾叶”专栏》分别领跑诗歌榜与散文（含
非虚构）榜。收获排行榜里，孙甘露的
《千里江山图》位列长篇小说榜榜首，杨
苡口述、余斌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
许多事》摘下长篇非虚构榜第一，王安
忆的《五湖四海》与弋舟的《德雷克海峡
的800艘沉船》分别领跑中篇小说榜与
短篇小说榜。这些榜单有不小的重合
性，如孙频《棣棠之约》、王安忆《五湖四
海》频繁出现在各大文学榜单里。上榜
作品多来自于各大文学刊物，而文学刊
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式微是不
争的事实，尽管近年它们努力通过新媒
体化寻求突破，但真正阅读文学刊物的
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仍在减少，纯文
学作品难以出圈。发布文学榜单就成
为一场新媒体上的“文学事件”，吸引读
者的关注。

媒体的文学榜单则更凸显评委的
个人色彩，评委主要由学者、媒体人、书
评人组成，他们既是专业读者，也熟悉
大众趣味，在文学品质与传播效力间寻
求平衡。评委因年龄、性别、文化背景
有着审美的差异，在评选的过程中相互

角力，在一轮一轮有策略的投票中做出
平衡。他们通过撰写推荐语的方式，将
作品与自己的推荐直接关联，以一种象
征资本参与文坛新秩序的建立，尤其遇
到一部作品有多名评委推荐，选用谁的
推荐语也成为一种话语权的争夺。一
些媒体还会将榜单进一步分解，变成评
委个人的年度好书发布，将评委价值发
挥到最大，也让更多的作品上榜以增强
影响力。

豆瓣网依靠积累的数亿用户，在文
学方面已成为国内信息最全、用户数量
最大且活跃度最高的读书网站。豆瓣
用户自发的评价、评论，形成了一股新
兴的力量，直接影响到图书的销量，“豆
瓣高分”成为年轻人阅读的重要参考，
也逐渐被主流媒体所采用。当打通了
阅读、消费、评价的环节，豆瓣开始尝试
建立自己的经典坐标，排行榜就是它的
表现形式。

豆瓣排行榜的特点是它并非单一
的文学排行榜，还有社科、科普、艺术、
经管、绘本等门类。在文学榜单里，又
按地域分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按题
材分为小说、非小说、诗歌，按类型分
为科幻、奇幻、推理、悬疑，显示出年轻
一代阅读的多元性。

在“2022年度图书”里文学类上榜
的有张天翼《如雪如山》、杨本芬《我本

芬芳》、本哈明 ·拉巴图特《当我们不再
理解世界》等，纪实类排名最高的是《足
利女童连续失踪事件》。而纵观整个榜
单，排名第一的是上野千鹤子《始于极
限》，排名第六的是《看不见的女性》，排
名第八的是《应得的权利》。从中可以
发现一个奇妙的关联，即它们共同呈现
了“议题向”这一特点。除了上述作品
涉及的对性别的关注，还有如何认识复
杂世界、文明冲突，如《雨林里的消亡》
《中亚行纪》，如何回溯历史，如《漫长的
余生》《现代中国的形成》，如何对待生
活，如《毫无意义的工作》《贫穷的质
感》，以及如何认识自己，如《感知 · 理
知 ·自我认知》《论爱欲》。豆瓣的榜单
呈现了年轻人关心的方方面面，他们有
着外国文学榜头名《当我们不再理解世
界》式的疑问，需要以阅读作为窗口重
新认识世界、现实、自我，也渴望一部作
品能以文学的形式，把他们所关注的议
题融入其中。年轻人心中“文学”的外
延正在扩大，更强调文学对于认识世
界、完善自我的功用性，希望文学提供
审美价值的同时也引发思考。单独设
立外国文学榜单则显示出他们的视野
更加开阔，从世界的历史、周边的现实
两条脉络寻找资源。

在豆瓣榜单发布之后，还会生成一
份个人阅读报告，用户可以检视自己一

年的阅读情况，然后根据榜单进行查缺
补漏。这时榜单就发挥了多重作用，既
提供阅读选择的指引，也帮年轻人找寻
共鸣，产生一种关注相同议题的共感，
阅读成为与他人的连结方式。

京东的图书榜则完全依据销量，并
不刻意强调是当年出版的新书，在总榜
TOP100中，大约有20余种是2022年
的新书。缺乏了“新”作为保护，使得作
品被放置在更大的坐标里，与经典、常
销书竞争，新书的脱颖而出取决于它能
否为读者提供新鲜的经验和交流的话
题。在文学类榜单里，占据前三位的是
《三体》《平凡的世界》《活着》，而新书上
榜的是王朔的《起初 ·纪年》，以及讲述
孙海洋寻子经历的《回家：14年又57

天》。值得一提的是，《起初 ·纪年》尽管
转化为了文学消费，但在年轻读者、专
业读者层面并没有收获良好的口碑，因
此没能登上豆瓣榜和纯文学榜。

纵观各大文学榜单还发现一个特
点，即视野越来越拓展到两岸三地和海
外华人创作，比如执教于香港的葛亮新
作《燕食记》，就在多个榜单登场，加拿
大华人作家张翎每年也保持着稳定的
创作水准。榜单视野的拓展有助于促
进不同地区的华语创作相互交流，也使
得华语文学在世界文学里作为一个整
体出现。

作为每年例行上演的“文学事件”，
不同的文学榜单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豆
瓣的榜单更强调议题性，文学刊物的榜
单以文学性为考量，媒体的榜单寻找大
众性与文学性的融合，销售渠道的榜单
则体现文化事件转化为文化消费的能
力。这些排行榜成为一种宣传渠道，不
光增加了作品的曝光率、促进了文学消
费，也为日后的文学奖评比提供了参
考。同时，文学排行榜的发布有着越来
越频繁的趋势，豆瓣的“最受关注图书
榜”每周更新，“探照灯好书”以月度发
布，京东排行榜数据实时更新，它们把
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四年一届压
缩为每周、每月，给文学带来曝光度的
同时，也引发了从业者的一种焦虑，从
“文无第一”变成时刻要被进行比较，更
多涉及到文学之外的因素，是动力也是
压力。

而我心目中理想的文学榜单，文学
性仍放在首位，也要反映出文学与生活
的连结，它应该是包容的，囊括海内外
和各类型文学创作，也应该是公正透明
的，不是小圈子的游戏，它能辐射到广
泛人群，引领人们通过文学对世界进行
更深入的思考。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青
年学者）

转向一：
从办理普通刑事案件

到加大力度办理涉黑涉恶
案件

《扫黑风暴》《对决》

转向二：
从办理涉黑涉恶案

件到开启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

《罚罪》《巡回检查
组》《扫黑 ·决战》

转向三：
从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到扫黑除恶常态化

《狂飙》

 扫黑除

恶影视剧中法

治内容的三次

转向，体现了依

法治国基本方

略的变化，全方

位地展现了中

国法治化进程

以及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

的努力。图为

电视剧《狂飙》

剧照

扫黑除恶题材影视

剧中法治内容的三次转

向，体现了依法治国基

本方略的变化，全方位

地展现了中国法治化进

程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努力

右图为电视剧《扫

黑风暴》剧照

《狂飙》（上图）中，张

译（右）与张颂文（左）展

开了一场殊死较量。该

剧开篇便开宗明义地提

出，扫黑除恶要在专项斗

争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

阶段

左图为电视剧《对

决》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