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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扫黑剧《狂飙》收官。
不同于以往扫黑剧，该剧选取 2000

年、2006年、2021年三个时间节点，在正
叙、倒叙交叉的庞大叙事中，讲述以安欣
为代表的正义力量，与黑恶势力及其“保
护伞”跨越20年的激烈较量。

“近日，《狂飙》导演、编剧徐纪周接受
《新京报》记者专访。他说，“《狂飙》其实是
描摹这 20年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狂
飙突进的时代。京海这座虚拟二线城市
20年的巨大变化，才是隐藏在这部戏背
后的最大主角。”

徐纪周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
2000年起从事电视剧创作，曾创作《中国
刑警》《打黑风暴》《狙击》《永不磨灭的番
号》等众多经典作品。

谈创作初衷
“不是一个单纯的警匪故

事，而是希望能从中勾勒时代”

记者：前几天你接受采访说，“《狂飙》
是可以刻在我骨灰盒上的一部戏，它完成
了我多年以来的夙愿。”为何这部戏在你
创作生涯中分量这么重？

徐纪周：我一直有个“野心”，就是讲
一个时间维度比较长的警匪故事。它不是
一个表面单纯的警匪故事，而是希望能从
中勾勒时代，把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 20
年我所经历的时代之变、我对人性的感悟
都揉进去，这是我最熟悉、感触最深的领
域。

2019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接近尾声
时，我收到邀约，就很快答应了。这是首部
以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为背景的影视作品。为什么叫《狂飙》？其
实是描摹这 20 年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
展、狂飙突进的时代。

这部戏有安欣、高启强这两大主角，
背后涵盖了从官员到基层百姓形形色色
的人物，构成了一个鲜活社会，这是一条
线。但京海这座虚拟二线城市20年的巨大
变化，才是隐藏在这部戏背后的最大主角。

京海是过去20年中国内陆城市发展
的一个缩影，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我把
我们认知的社会生态、权力架构、基层政
治生态等，都尽量放进去了，大家觉得比
较新鲜。我和编剧朱俊懿都是北方人，原
来的故事中京海更像一个二三线的北方
城市。但在取景过程中，为了能展现三个
时代的特点，同时在视觉上与以往作品区
分开，我们一路走到了广东。作品中穿插
了广东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给戏增加
一些亮点。现在出圈的肠粉、饺子、猪脚面
等，都是广东地域特色，观众也抓住了这
些点。

记者：这部戏的内容呈现时间跨度
20年。为何会选择这样的时间跨度？

徐纪周：20年的时间跨度，如果完全
拉长的话戏就容易碎。我就把一部戏当三
部戏来拍，选择了 2000 年、2006 年、2021
年作为时间节点，这三个阶段有代表性，
让我有一个非常充分的篇幅去展示人物
成长和人性的复杂。

第一阶段是世纪之交的中国发生了
两件大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申奥成
功，这一时期我国治安环境较为复杂。我
当时拍公安纪事片，看案例触目惊心，但
主要是好勇斗狠的暴力犯罪。这个单元的
代表是徐江，比较张扬，好勇斗狠，像港片
中的古惑仔。全世界也这样，经济高速发
展必然伴随着社会治安问题，遇到问题草
莽对草莽，用粗暴手段解决。

第二阶段是2006年一系列土地调控
政策出台，这一时期频发案件的特点之一
是钻土地调控政策的空子，从中寻找缝
隙、攫取巨大利益。那时的极端犯罪大多
与拆迁有关。这个单元设置莽村拆迁事
件，是很多城市城镇化的缩影，从村委会
到拆迁公司再到基层执法队伍，各方利益犬
牙交错。通过莽村拆迁告诉大家为什么黑恶
势力能形成，为什么扫除黑恶势力那么难。

第三阶段就是2021年扫黑除恶常态

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开始。
这三个时间节点，既有宣传上的考

量，也能够反映出不同时期社会环境治安
工作的特殊性。

谈扫黑除恶常态化
“‘保护伞’连根拔起来很

不容易，必须深挖”

记者：你认为这部戏最大的社会意义
是什么？政法部门是如何支持的？

徐纪周：作为一部讲述扫黑除恶和刀
刃向内的政法题材剧，我们展示社会灰色
负面的东西可能比其他戏比重会大一些，
因为要让大家明白黑恶势力从哪里来，为
什么要终结它。这可能是这部作品的社会
意义，超越了它的商业价值。

中央政法委给了我们很多卷宗，也带
我们做了很多采访。前期已经有扫黑除恶
的戏播出，为了避免重复，最终定调以扫
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背
景来创作。这部戏剧本打磨比较长，2021
年9月26号开机，2022年1月18号杀青，
其实剧本一直写到2022年1月5号，边拍
边写，边写边改，就是要讲清楚为什么仅
靠一轮扫黑除恶，是扫不干净黑恶势力
的，为什么扫黑除恶要常态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黑恶势力前边砍掉
一波，下一波“小草”只要有空间就会死灰
复燃坐大成势。如何杜绝？只能是扫黑除
恶常态化。

最开始对高启强的设定是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一开始就把他打掉了。既然讲扫
黑除恶常态化，就对他在第三阶段的犯罪
设置更为隐蔽。我们了解到的黑恶势力犯
罪手段，在他身上都有体现。比如，他通过
建幼儿园、养老院，拉拢腐蚀基层公务员
和退休干部；帮助旧厂街的邻居解决孩子
上学、老人生病住院等问题，口碑很好，但
作恶手段都扔给了唐小虎、唐小龙，出了
事就与他们切割，给自己洗白。

这样观众就认为很合理。强盛集团黑
恶势力这么强大，为什么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没有打掉，要到扫黑除恶常态化后打
掉？这就牵出背后的“保护伞”。扫黑除恶，

“保护伞”不是说打掉就能打掉的。片头有
个镜头，一把伞下面的树盘根错节，犬牙
交错，连根拔起很不容易，必须深挖才能
挖出整个体系。

谈尺度把握
“一定要共情，让大家相信

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事情”

记者：这两年扫黑除恶题材频出，这
部戏是如何拍出新意的？

徐纪周：一方面是中央政法委的大力
支持，很多案例对我们开放；另一方面，从
中央政法委的相关领导到我们创作者，都
在追求精品，要人无我有、人有我精，这是
创作自觉。从我个人来说，我一直想讲述
一个以两个人物命运为主线、时间跨度
20年的警匪故事，把我20年的沉淀写出
来，这不会受题材和外界影响。

记者：共情是这部剧的一大特点。你
怎么看戏剧创作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种
尺度是如何平衡把握的？

徐纪周：我们严格遵循传统的经典现
实主义原则，核心就是人物具有社会性，
让大家共情。警匪故事本身戏剧性、传奇
性、奇观性就强，如果我拍摄时一味强调
形式感、风格化，大家会觉得我看的是奇
观剧，看个热闹，他不觉得这事跟他有关
系。

《狂飙》能有这么大社会反响，还是因
为大家相信这些事情、这些人物是能在他
身边发生的。从类型来说，拍摄扫黑除恶
题材跟其他的譬如缉毒题材不一样，因为
黑恶跟民生贴得最近，对民生的伤害也最
大。如果百姓投诉无门，直接影响的就是
公权力部门的形象。

既然要拍离老百姓最近的黑恶势力，
那所有的人物塑造、从文本到拍摄一定要
共情。张译、张颂文这些演员，有生活阅历
也有这种自觉，他们做到了。

记者：你最喜欢剧中什么戏份？
徐纪周：安欣和高启强在剧中所有的

吃饭戏，我认为最精彩。从两人第一次见
面吃饺子，到最后安欣给高启强送断头
饭。

现实中，黑老大拿枪指脑袋、把人摁
在地上的极端情况很少见。中国人情社会
正常的生活状态就是有事情了坐下来谈，
在饭桌上解决问题。吃饭永远不是为了吃
饭，吃饭永远有其他目的。目的不一样，吃
法不一样，表一层浅一层的意思也不一
样。这部戏，安欣和高启强的警匪对抗没
有简单粗暴的枪顶脑袋，都是一场场饭吃
出来的，但每顿饭吃得都惊心动魄。这是
中国人情社会的交往交流方式，但大家看
的都是吃饭之外的玄机。

谈人物设定
“有高启强的映衬，才能知

道安欣坚守初心多么不容易”

记者：安欣和高启强，一警一匪，你怎
么看他们的选择？

徐纪周：有影评说，“安欣是法治社会
的代表，高启强是传统的利用人情社会的
代表，他们两个的冲撞也是法治社会和人
情社会的冲撞。”我认为写得很好。

安欣即“安心”，是纯粹的理想主义
者。高启强是机会主义者，他会抓到他能
接触到的所有资源、人脉，不断给自己找
机会。在人情社会，他这样的人如鱼得水。
但随着城市化进程，把人情社会的这一套
放到城市是行不通的，城市必须按秩序、
体系、法治和公平的原则才能有机运转起
来。

到最后，安欣还是安欣，高启强还是
高启强，根源还是他们的性格使然。安欣
相比较高启强，他有更多的资源，可以为
所欲为，可以有其他不同选择，但他为何
还是坚守初心？我觉得还是他骨血基因里
的善良、正义感，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

记者：安欣现实中有原型吗？
徐纪周：没有原原本本的原型，但这

样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很多的，安欣集中了

优秀干警的所有品质，比如忠诚、担当、善
良等。现实中的理想主义者，相较于安欣，
有些过得更不如意。

扫黑跟缉毒一样，很残酷，对方会利
用你所有软肋制约你。所以我们设计安欣
是孤儿、未婚，没有家庭，我们屏蔽掉他所
有的软肋。如果不这样，以高启强团伙的
势力一定会把你这些软肋全打掉，攻破你
所有的防线。

我们了解到一个真实案例，这位政法
干警从不收礼，本分工作，但妈妈得病要
进ICU做手术，医院告诉你没床位了，排
队吧！这帮人知道了，打个电话，院长直接
过来说赶紧进 ICU 病房，下周马上安排
手术。不做手术妈妈就没了，正常人怎么
抉择？作为一个法律捍卫者怎么抉择？我
们如何做这道选择题？一旦建立关系，交
往越来越深，关键时刻，他们说这事你拉
我一把，作为政法干警，你帮不帮？这是很
残酷的社会现实，拷问着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安欣是赤裸裸的安欣，是纯粹
的、孤独的安欣，是有一种殉道精神的安
欣，我们砍掉了他的所有软肋，不这样做，
安欣撑不了20年！他的徒弟陆寒，按安欣
的方式去演练，被黑恶势力灭口了。必须
有安欣这样的人物才能让这个戏立得住。

但我把我们了解到的黑恶势力拉拢
腐蚀政法干部的所有手段，放在了安欣身
边人身上，包括曹闯、李响、张彪、孟德海，
让大家引以为戒。

很多观众问，为什么很多人物“黑化”
了？说实话，我们了解到的地方实际情况，
比剧中呈现的残酷得多，“内鬼”盘根错
节。了解越多，越明白扫黑除恶这项工作
漫长而残酷，斗争非常艰难。有人说安欣
太惨了，太理想化了，但真实情况比这复
杂得多。

记者：怎么看高启强这个角色？
徐纪周：很多观众喜欢这个角色，因

为他是一个很强的功利主义者、机会主义
者，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欲望，大家带着慕
强心态去看。高启强深谙人情社会、中国
基层生态的所有法门和人性的所有弱点，
有高启强的映衬，才能知道安欣坚守初心
多么不容易。

谈好作品标准
“好作品一定是对当下的

时代社会生活有所描摹的”

记者：20年前你拍了《打黑风暴》，时
隔20年拍同题材《狂飙》。有哪些不同？

徐纪周：从个人心境来说，现在回望，
我就像剧中开篇的白发安欣望着游泳池，
回忆20年前他还是一个青涩的刑警在捞
尸；高启强回到旧厂街菜市场，看到邻居
买鱼回家给儿子做饭，一个穿着打扮跟他
一样的小鱼贩在高声叫卖，他走过去看看
自己当年的那把躺椅。

往大了说，“打黑”“扫黑”一字之差区
别很大。当时的打黑基本上就是打击街上
地痞流氓，像《征服》中嚣张跋扈的刘华
强。刘华强如果没有被打掉，今天可能就
是高启强。高启强与权力越近、越往上走
越隐蔽。这可能就是20年的变化吧。

记者：《狂飙》热播，《孙子兵法》脱销。
你如何看这一现象？

徐纪周：我最开始安排让高启强读
《穷爸爸，富爸爸》。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2000 年，我们宿舍好多人在看《穷爸爸，
富爸爸》，就讲怎么发财的，是当时的畅销
书，张译也建议这本书。后来道具没找着，
我说那高启强就主要看《孙子兵法》吧。现
在这本书脱销了也挺好的，这是中国古典
文化的经典。

记者：《狂飙》收官，你觉得达到预期
效果了吗？

徐纪周：远超预期。难得有这样的机
会去拍这样的题材，我希望除了给大家留
下一个精彩故事外，还要经得住时间的检
验。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观察，好作品
一定是对当下的时代社会生活有所描摹。

据《新京报》

徐纪周在徐纪周在《《狂飙狂飙》》拍摄现场拍摄现场

用善恶较量勾勒“狂飙时代”
——导演徐纪周解码《狂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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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