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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近年来国产法治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底
线》无疑是表现亮眼的一部。该剧由最高人民法院等
单位指导，用40集的长度汇集了近年来极具代表性的
真实案件和社会现象。9月在湖南卫视、芒果TV等平
台播出以来，《底线》被不少观众称为“法治题材剧集新
标杆”，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出圈：微博、抖音等平台
上，有人严肃讨论与剧集相关的社会议题。

《底线》收获好评或许是一种必然。在大量职场
剧刻板塑造精英、剧情悬浮的当下，《底线》与现实之
间的联结显得颇具温度，接地气的职场书写让剧中

“专业性”的部分亦能得以落地。但同时，部分观众
的质疑又让人不得不略显“苛刻”地看待这部作品：
在观众审美习惯逐渐改变的今天，在与“法理”同台
竞技的剧集中，道德感召和伦理叙事如何适度展现？

去精英化：职场剧的日常美学
在近年来的国产剧发展中，不少电视剧类型成

功实现突围，悬疑剧、古装剧频现爆款。与之相比，
职场剧则低调许多，尽管有不少以职场生活为题材
的作品，但大多因行业性不强、剧情不真实而遭到诟
病。而在犯罪、刑侦等题材的电视剧中，主角较多为
警察，剧情追求惊险刺激，人物自带光环。

在此背景下，《底线》的取材就十分注重“取
巧”。该剧表现的是此前在国产剧中出镜较少的法
院工作人员，但对观众而言，这一群体非但不陌生，
而且回应着不少中国观众的审美期待。长久以来，
民众对于公正的向往和对清官的企盼，使各类“包公
戏”轮番上演、经久不衰，而法官在普通民众心目中，
无疑是维护现代社会正义的包青天。但具有进步意
义的是，《底线》并没有塑造披荆斩棘、全知全能的法
官形象，而是回归生活，平实讲述基层法院工作人员
为民众调解矛盾纠纷的日常。

这种“日常感”在男主人公方远身上得以集中体
现。剧中，镜头多次表现方远坐地铁上下班、地摊上
吃早饭，这样的画面重复出现，加强了剧集的烟火气
和真实感。在调解纠纷时，方远并不会运用身份优
势充当说教者和审判者，而是在聊家长里短之间，帮
当事人解开心结。同时，该剧并不将职业神秘化或
刻意拔高，在整部剧中，方远积极争取升职是一大叙
事动力，而在此过程中引出的主人公兢兢业业工作
却遭当事人恶意投诉，体现了法律工作者乐观背后
的无奈。

当然，《底线》中的职场并不完全聚焦于一两位
主人公，而是借案件的改换，呈现真实可信的人物群
像。虽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院工作人员，角
色之间却有鲜明的个体差异：叶芯被调侃为“教条
姐”，但她看似激进的思想常在关键时刻点醒当事
人；王秀芳是法院里的老前辈，但常因为观念差异与
叶芯发生争执；年轻法官钟媛媛看似温婉，但时不时
开怼领导信奉的“加班文化”……以群像为核心，剧
集展现了法院人的努力、互助，也真实呈现了新老从
业者的观念差异与弥合。

现实主义：时代的新声与诘问
除了人物回归“日常”，剧情设定也着眼时代与

现实，司法建设新成就和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比较
有效地与叙事缝合。这是《底线》可看性较高的原
因。

随着科技的发展，法院工作和民众维权的方式

亦发生了改变，但普通群众对其具体情况往往所知
甚少。在《底线》中，开篇便展现法官们对“电子卷
宗”的讨论，随着剧情发展，开庭直播、跨域立案、云
调解等新兴事物逐一被介绍。聚焦法院内部之余，
镜头往往会穿插法庭外观看庭审直播的观众画面，
他们可能是事件当事人的同行，也可能是出于质朴
的关注和同情，在画面穿插之间，原本“置身事外”的
观众被纳入场内。这些细节看似篇幅较少、微不足
道，但实际上，剧中围观群众的视角和观众的观剧视
角往往会产生重合——在一种共鸣中，观众不仅了
解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更是对法治建设的未来充满
信心。

当然，《底线》并不是一部死板的说教电视剧，能
受到不少观众的喜爱，是因为该剧秉持着现实主义
的书写原则，将近年来大众关注的热点现象、社会问
题有效网罗。例如，在“主播猝死案”中，法官们既讨
论了“资本追逐利益”的弊病，也无奈地感叹“父母随
机分配”；在“唐啸云弑母案”和校园霸凌事件的讲述
中，丧偶式育儿、家庭教育方式失当等问题得以多重
呈现。值得注意的是，剧中对女性处境两难的呈现
十分真实，女性的继承权问题、就业难问题、遭遇污
名化的处境在剧中皆有展现。可贵的是，事件当事
人并未被塑造成爽剧式的“大女主”，女销售李芳凝
工作能力强、衣着考究，但面临的却是异性同事得寸
进尺的骚扰；公司老板娘吴华年轻时与丈夫共同创
业，中年想再回职场时却不被丈夫理解。此类事件
的呈现往往是一波三折，这也让观众再次正视：维护
女性权益，改变性别偏见，是否依然道阻且长？

伦理色彩：观众如何看待法理与情理
除了着眼现实、引起共鸣的方面，《底线》播出后

引起的争议也不容忽视。该剧的另一名称叫做“庭
前无讼”，正如这一名称所暗含的，剧中法官们的工
作策略并非“以法理震慑”，而是更加提倡“在道德上
说服”，让当事人心甘情愿“遵守公序良俗”。在剧情
上加强道德感召的确有一定可取之处，融合了中国
观众最为熟稔的伦理叙述，切实带来了不少泪点。
但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道德感召是否有效地被大
多数观众接受？

正如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论断，大众除了认
同、协商式地对文本进行接收，亦有可能出现对抗式
解码，即“完全理解事件中给出的字面意思和内涵意
义的变形，但决定用一种与之相反的方式进行解
码”。回归《底线》，该剧目前所遭到的质疑或许也有
此种意味，过度的道德感召削弱了法理探讨的深度，
也让观众产生了某种审美疲劳。例如在真实事件的
改编中，江歌案中的母亲被改为丈夫，人物关系的变
化直接钳制了叙事的走向；而在改编“货拉拉跳车事
件”时，司机被强行加上孝子身份，改编者或许是想
突出劳动者的不易和司机粗犷外表下的细腻，但这
种做法却未被各方买账。

本文并不否认《底线》的质量，剧集对社会现实
和热点事件的聚焦无疑是极具勇气的。但在改编过
程中，也应看到和尊重当下观众的审美蜕变。热点
事件中的现实意义和法理启发是珍贵的原材料，或
许不用泛滥的伦理叙事取而代之，也能在观感上达
到更好的效果，并进一步引导观众提高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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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川渝民族戏剧创新与发展研讨会在四
川成都举行，川渝两地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议新
时代民族戏剧创新与发展的前景。

川渝民族戏剧是中国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由藏戏、彝剧、羌戏、土戏等戏剧组成。目前，
藏戏已步入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羌戏正由萌芽
走向成熟化进程，彝剧正在探索形成剧种学意义
上的“四川彝剧”形态，土戏正由最初的保护走向
探索创新阶段。

走出“原地”，走上国内国际舞台
十年前，川渝民族戏剧尚处于“原地”自我生

长状态，没有走出大山和走近广大人民群众。
2015年，四川提出藏戏要在新时代抒写反映

新生活。这一理念很快得到四川阿坝州有关单位
的支持。在近年来的持续推动下，众多藏戏得以
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018年以后，四川把对藏戏的关注提升到对
整个民族地区戏剧的关注，使民族戏剧的发展和
民族地区题材的戏剧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2020 年，四川开展“民族地区戏剧创新与发
展”系列活动，专家组走近凉山州调研四川彝剧形
成与发展的可行性。阿坝州也率先推出羌戏，填
补了文旅部颁布的全国戏剧名录中无羌戏的空
白。

这些年来，随着民族戏剧关注度的提升，四川
着力推进民族题材戏剧创作，取得了较为丰硕的
创作成果。《尘埃落定》《博什瓦黑》《海上的诺苏火
布》《康定情歌》《电子魂》等民族戏剧走上国内国
际舞台。

这几年，重庆也逐步提高了对民族戏剧的关
注和扶持力度，土戏在石柱县不断创新发展，酉阳
的面具阳戏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断创新，积极融入时代
“石头的唇，说不尽祖先的故事，怀揣的心，盛

不下一滴泪水。”2017年7月，彝剧《博什瓦黑》在
法国文化艺术古城阿维尼翁洛海特剧场震撼上
演，受到法国观众追捧。

全剧综合展示出彝族独有的原生态舞蹈、山
歌、器乐、服饰、婚嫁祭祀、耕种劳作等一系列古彝
族生产生活内容，用60分钟集中呈现了十余种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内观众觉得，该剧目走进剧场活化了图片
文字影像，刷新了观剧的体验和审美的经验；国外
观众觉得，该剧目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了中国
民族风情特殊样式，打开了认知中国的大门。”四
川人民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罗鸿亮说。

“藏戏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程式，但并不是把
停留在过去的‘文成公主’演得好就是好作品。”四
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范远泰认为，好的
藏戏要面向时代，把握时代脉搏，融入时代内容。

与会专家认为，民族戏剧只有不断推陈出新，
才能真正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

培育壮大民族戏剧传承队伍
在川渝地区，缺乏专业的传承队伍是民族戏

剧发展的通病。两地迫切需要挖掘民族戏剧后备
人才，并通过专业人才培育渠道为民族戏剧输送
新鲜血液。

当前，川渝正着力通过“送出去、请进来、传帮
带”等方式，为人才创造深造学习的机会，争取专
项资金等政策平台的支持，办起人才培养班，特邀
民族文化界、戏剧界的专家学者授课。

经过深入研讨，“川渝民族戏剧创新与发展三
年规划”已具雏形。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随着发展
规划的落实，川渝民族戏剧有望成为祖国西南地
区的璀璨明珠，不仅能带动和服务民族地区的团
结和发展，还能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
精髓，在国际上展现可爱可信可敬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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