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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 ?辛爽、 陈奕甫、 杨

苗 、 陈正道等一批 80 后为主体的导

演执导的国产现实题材悬疑剧， ?其

极强的个人风格和叙事特点获得极大

的关注 ， 实现了悬疑剧的突围与破

圈 。 盘点已经播出的悬疑剧集 ， 可

?发现 ， 这批年轻的导演?更为流

行的悬疑文学为基础， 吸收外来悬疑

影视作品的经验， ?社会派悬疑为主

导， 通过现实题材与悬疑类型的双向

建构， 突破和拓展固有现实题材影视

剧现实表达的广度和深度， 推动国产

悬疑剧的发展。

国产悬疑剧的发展 ， 从根本上 ，

是政策引导、 市场选择与网剧转型合

力的结果 。 近年来 ， 受到政策的鼓

励， 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剧创作势头强

劲。 然而?家庭伦理、 都市情感、 青

春偶像和甜宠剧为主导的现实题材影

视剧， 仍然局限于较为狭小的现实空

间， 甚至具有伪现实题材的倾向。 这

与当下中国丰富的现实与社会空间显

然是不对称的。 如何开拓现实题材的

丰富内涵与表达空间， 成为影视创作

者不得不面临的难题。

而随着 《白夜追凶 》 《无证之

罪》 《余罪》 等悬疑网剧?较好的市

场和口碑所带来的传播效应， ?及包

括 《白日焰火》 《烈日灼心》 《心迷

宫》 《嘉年华》 在内的国产艺术片对

案件题材的开掘， 一定程度上打开了

国产现实题材影视剧表达的新的地理

空间与文化空间， 例如东北老工业城

市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失落、 重庆城市

空间的魔幻色彩与人文性格等， 都丰

富了中国影视内容的文化地理与现实

面相。 这批影视作品通过犯罪悬疑的

叙事构造， 探索转型时期社会与人性

的复杂层面， 将商业类型与艺术探索

巧妙地结合起来， 形成极具陌生化的

审美体验， 让观众耳目一新。 它们不

仅拓展了影视剧现实题材表达的广度

和深度 ， 而且提供了现实+悬疑相结

合的类型模式。 与此同时， 市场对影

视剧 “注水” 的反感， 对精品短剧的

需求 ， 也推动了影视剧的短剧化发

展， “悬疑剧” 所具有的 “谜题” 与

“烧脑 ” 无疑成为当下短剧吸引观众

的最好选择。

因此， “现实” 与 “悬疑” 的双

向推动， 使现实题材悬疑剧成为当下

国产影视剧的必然选择。 优酷、 爱奇

艺、 腾讯在今年都开设悬疑剧场， 年

内计划播出的现实题材悬疑剧近 30

部， 正呈现了这一趋势。

就今年几部热播剧来看， 国产悬

疑剧主要从三方面对现实题材进行了

开拓：

第一， “她悬疑” ?女性主义的

立场探讨当下中国女性的处境 。 与

《三十而已 》 等电视剧仍?婚姻家庭

作为表述中心不同， 从年初的 《不完

美的她》 《危险的她》 到近期的 《白

色月光 》 《摩天大楼 》， 主打女性收

视市场的 “她悬疑” 在犯罪悬疑的叙

事圈套中， 着力探讨一系列与女性相

关的社会议题 。 其中 ， 《摩天大楼 》

凭借一定的艺术性与思想性， 成为该

类型中完成度最高的代表作。

第二， ? 《隐秘的角落》 《非常

目击》 为代表的现实题材悬疑剧， 则

?探讨人性的恶的形成、 创伤的救赎

等为重点， 深层次探讨人性的幽暗角

落 。 例如 《非常目击 》， 就是着力表

达 “小白鸽被杀” 之后相关人物如何

在创伤记忆中经受罪恶与救赎。

第三， 借助侯贵平、 江阳、 严良

在三个时空对真相与正义的执着追

求， 《沉默的真相》 彰显了追求正义

的人性之光， 较好地处理了黑暗与光

明的关系， 其 “高开炸走” 的口碑评

价， ?及江阳形象的深入人心， 使其

成为国产现实题材剧的佳作。

得益于近年来国内外悬疑小说与

影视作品的市场热点与叙事经验， 这

一轮国产现实题材悬疑剧的兴起 ，

从一开始就具有较高的起点 ， 并在

这一基础上探索主流化转化的方式 。

无论是日本的东野圭吾还是国内的

紫金陈等作家， 其悬疑小说都为现实

题材悬疑影视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新的

类型基础 ， 而 《致命女人 》 《母亲 》

《为了 N》 等海外剧也为悬疑剧的创作

提供了丰富的叙事经验 。 《十日游

戏》 改编自东野圭吾的小说 《绑架游

戏 》， 《隐秘的角落 》 与 《沉默的真

相》 都来自紫金陈的三部曲， 《摩天

大楼 》 改编自陈雪的同名小说 ， 而

《不完美的她 》 则改编自日剧 《母

亲 》， 《摩天大楼 》 也受到日剧 《为

了 N》 的影响。

可?看到， 在从小说改编悬疑剧

的过程中， 这些悬疑剧力图立足影视

剧的属性进行主流化的转译 ： 一方

面 ， 既力图将文本进行本土化处理 ，

丰富原文本的脉络， 又能够从价值导

向的层面进行较为正向的改编。 《摩

天大楼》 突破原小说的情欲迷宫， 进

行了较大的改编， 将不同人物的叙事

集中于女性所面临的真实的现实处境

的多层次揭示与反思。 另一方面， 在

注重烧脑的谜题设置、 强化叙事的不

断反转吸引观众观赏快感的同时， 将

刑侦的过程作为进入人物内心与遭遇

的线索 ， ?之建构探索人性的旅程 ，

注重对犯罪嫌疑人关系的建构、 颠覆

与重构， 弱化对刑侦技术本身的展示

?及警察与罪犯关系的表达， 并通过

加强社会公共议题的表达与互动开拓

更广泛的现实层面。

然而， 国产现实题材悬疑剧在突

破既往相关题材表达误区的同时， 也

出现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第一， 从创作的层面上， ?文学

为底本的改编剧无论从市场还是口碑

上， 要显著好于原创剧， 显示出国产

悬疑剧原创剧本的贫乏。

第二， 在艺术表达上， 如何透过

人物的性格和动机真正推动叙事的进

展， 而非依靠不断地制造巧合推动情

节， 考验着国产悬疑剧的叙事能力。

第三， 在价值取向上， 尽管导演

都能够有意识地进行主流化的转换 ，

但其中对恶的处理仍有一些缺失， 如

有评论就指出， 《隐秘的角落》 存在

对恶的极度渲染。

事实上， 现实题材悬疑剧?悬疑

为框架 ， 包含着极为丰富的题材内

容， 与?往犯罪、 涉案、 刑侦、 反腐

等题材剧具有较为密切的交叉地带 。

在一定程度上， 案件、 刑侦等及其背

后的罪恶与救赎， 构成现实题材悬疑

剧的基本要素。 如何处理暴力场面的

表现？ 对作恶者的人性开掘的限度在

哪里？ 如何在阴暗复杂的人性与欲望

中表达积极的、 光明的力量？ 这些都

是现实题材悬疑剧所必须面临的问

题 ， 需要非常谨慎的处理 。 我们知

道 ， 涉案剧曾盛极一时 ， 从 1987 年

《便衣警察》 开始， 在 2003 年到 2004

年前后达到了创作数量上高峰， 当时

涉案剧数量占到年度影视剧总量的

30%?上。 但由于数量泛滥和过度开

采 ， 不仅出现大量 “展现犯罪过程 ”

“暴露侦破手段 ” “对血腥暴力的过

度渲染” 的内容， 而且因为对作恶罪

犯的同情而导致价值观的模糊混乱 。

当下现实题材悬疑剧的发展， 需吸取

涉案剧的教训， 不能再度陷入为求极

致而造成价值导向模糊不清甚至错误

的误区。

（作者为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屡屡破圈之后
国产悬疑剧需守住价值观

郑焕钊

近几年 ， 伴随着国产电影的类型
化进程， 悬疑元素逐渐成为一个吸引
观众进入影院的强有力的叙事法宝 。

无论在以观赏性为核心诉求的主流商
业电影中， 或是以艺术表达为核心诉
求的作者电影中 ， 悬疑元素都变成首
选的叙事策略之一 。 《心理罪 》 《法
医秦明》 《犯罪现场》 《沉默的证人》

等商业电影中 ， 往往将一桩刑事案件
做为故事主线 。 而作者电影 《江湖儿
女》 （贾樟柯）、 《南方车站的聚会 》

（刁亦男）、 《地球最后的夜晚 》 （毕
赣） 等， 也经常借用悬疑案件的外壳
或者加入一些悬疑情节。

悬疑这一类型之所以有如此强大
的生命力， 能同时获得商业导演和作
者导演的青睐 ， 因为这一类型既先天
带有刺激性与观赏性 ， 同时又具备了
能深入人性复杂处的叙事潜力 ， 是一
类兼具外在优势 （感官刺激 ） 与内在
优势 （人性深度） 的复杂类型。

从受众基础维度看 ， 悬疑电影是
一种本身观众数量较大 、 接受度较高
的类型 ； 从电影史的纵向角度来看 ，

悬疑案件电影本身就有强大的类型传
统和类型资源 ； 从类型电影经验移植
的横向角度来看 ， 悬疑电影的类型本
土化改造难度不高 。 同时 ， 这一类型
比较容易融合动作 、 科幻 、 警匪 、 喜
剧等其他类型 ， 其题材优势也使其更
容易加入作者导演的艺术表达 ， 并纳
入本土文化及社会现实。

外在优势———

刺激性与紧张感

查·德里在 《论悬疑惊险电影》 一
书中写道： 此类电影中， 存在着一种能
够诱导观众处在提心吊胆的紧张情绪
中的结构———一种 “对立关系展开的
叙事结构 ” ， 比如 “生/死 、 善/恶 、

无 辜/有 罪 、 信 任/怀 疑 、 投 入/超
脱 、 热烈/冷漠 、 诚实/欺骗 、 真实/

虚假 、 揭露/掩盖 、 公开/秘密 、 结
合/分裂、 有序/混乱、 以及重生/毁灭
等等”。

悬疑案件电影是侦探片与悬疑片
的融合杂糅 ， 两种类型都是强情节
的电影类型 ， 可以包含很多戏剧性强

烈的情节。 从心理感受上来说 ， 案件
制造出恐惧压迫感 、 悬念则制造出神
经紧绷感， 二者相结合 ， 可以最大限
度调动观众的情绪 、 引发观众的好奇
心与窥探欲 ， 并制造足够强烈的感
官刺激 ， 这也是悬疑元素具备的先天
优势。

案件侦破过程 ， 使创作者更容易
建构一个跌宕起伏、 引人入胜的故事。

侦破案件所必需的逻辑性， 也使情节之
间需要环环相扣、 严丝合缝。 而悬疑元
素制造的重重迷雾， 会进一步引发观众
一探究竟的好奇心。 破案过程中的善/

恶、 正/邪二元对立， 也必然激发观众
心中的正义感， 与渴望正义战胜邪恶的
迫切感。

在商业电影中 ， 吸引观众的注意
力、 调动观众的情绪 ， 本就是创作者
们的核心目标 ， 悬疑元素在这一点上
具备了天然的优势 。 《心理罪之城市
之光》 中， 一件接一件的诡异案件让
整个故事的紧张感在恐怖氛围中不断
升级， 激发起观众对于警察尽早抓到
凶手的期待。 《记忆大师 》 则借用与
科幻类型的融合 ， 将扑朔迷离的案
件 ， 如拼图般一点点揭示出真相， 同
时将一切放在主角的记忆碎片中 ， 让
观众跟随主角体会那种看到记忆中的
罪行却束手无策的急迫心境。

在作者电影中 ， 悬疑案件题材也
变得越来越普遍 。 刁亦男的 《白日焰
火》 借用了黑色电影的外壳 ， 包括故
事模式、 主角类型与影像风格 ， 对类
型叙事资源的借用 ， 反而更清晰地呈
现出作者对于人性复杂暧昧的思考 ，

也使这部作品超越了刁亦男之前两部
节奏缓慢、 暧昧模糊的艺术电影。

内在优势———

人性的深度与复杂

优秀的悬疑案件电影 ， 从案件侦
破到正义战胜邪恶 ， 往往是始于人性
恶、 落于法网恢恢 、 疏而不漏 。 让观
众通过电影中善/恶 、 正/邪 、 罪/罚
的二元对立 ， 认识到人性恶之罪与人
性善之贵， 由此警惕人性之恶。 当然，

不是所有的悬疑电影都能做到这一点，

但也有不少优秀的国产电影创作者 ，

能够通过对人性复杂性的刻画 ， 达成
对于人性的深刻反思。

人的欲望 、 贪婪 、 野性 、 嫉妒 、

怨恨， 都潜藏在人性深处 ， 而犯罪行
为则是人性中这些深层阴暗部分不加
控制、 得到释放的结果 。 一个没有阴
影与沟壑的人性 ， 就会像平面一样一
目了然， 平淡乏味。 对于创作者来说，

通过电影探究人性中的阴暗角落与被
深深藏匿之物， 是一种强有力的诱惑。

悬疑案件电影可以通过对罪行动机的
探究， 来思考人性的复杂纠结 。 《误
杀》 的男主角 ， 本来是一个善良的好
人， 但为了保护女儿， 选择隐藏真相、

制造假象， 虽然他犯了法 ， 但观众却
会同情认同男主角 ， 并由此对罪恶产
生深深地抵触厌恶。

另一些悬疑案件电影 ， 则通过暴
力刑事案件 ， 呈现社会现实的复杂性
与暧昧性， 体现出一定的批判性反思。

例如 《少年的你 》 中 ， 案件的深层根
源是校园暴力 。 女主角将同学推下楼
导致死亡虽然是意外 ， 但她在那一刻
爆发的人性恶意 ， 终究来自她长期作
为校园暴力受害者的压抑心理 。 在这
些电影中， 社会问题与个体生命经验
紧密结合在一起 ， 叙事也变得更加生
动可信， 让观众对于人性的堕落产生
警惕。

还有一类电影， 采用对比的方式，

用案件的戏剧性， 反衬出人生的平淡与
无奈。 案件是作为故事背景， 主角不是
罪犯， 而是与案件关系不大的普通小人
物。 比如 《暴雪将至 》 中苦苦追寻罪
犯、 却被警察嫌弃其无用功的工厂保卫
科保安， 《黑处有什么》 中在连环杀人
案发生地度过苦闷青春期的女孩 。 案
件的离奇与戏剧性 ， 更加映衬出主人
公处境的惨淡与无奈 ， 以及他们对于
自己人生的不满与不甘。

曹保平的 《烈日灼心 》 中 ， 曾经
犯下的恶行 ， 会不断在心中发酵 ， 变
成一种无处可逃如灼人烈日般的惩
罚， 无论他们改邪归正做多少正义的
事， 都难以逃脱以前的阴影 ， 最终只
能以死亡来完成自我救赎。 整个故事
在环环相扣的戏剧冲突中不断进行人
性与良心的拷问 ， 如同现代版的 《罪
与罚》， 思考罪与救赎这些深层的人性
问题。

警惕误区———

为了表现深度而夸大阴暗

一般而言，悬疑案件类型确实比其
他类型更能涵盖善恶 、人性 、社会等深
层议题， 由此成为一个意义衍生场，在
给观众制造密不透风的感官刺激的同
时，又能给观众留下深入思考人性与现
实的反思空间。 悬疑案件电影所包含的
人性、道德、伦理困境，是其他题材电影
难以企及的独特之处。

虽然悬疑类型具有某种天然的优
势，但也必须看到，有一些质量不高的
国产悬疑案件电影陷入了各种创作误
区。 其中最常见的问题是为了制造悬念
和紧张感而故弄玄虚，设置不符合人性
的案件，或通过缺乏逻辑的推理过程破
案。 好的悬疑案件电影，其外在优势与
内在优势是互为表里的，破案情节的紧
张刺激， 与影片想要表达的复杂人性，

存在一种有机且紧密的关系。 而不成功
的悬疑案件电影， 这两者是割裂的，往
往为了刺激性而人为制造血腥暴力，为
了紧张氛围而故弄玄虚、刻意制造层层
迷局，同时对人性的探究反思也流于表
层，要么为了表现人性深度而夸大人性
的阴暗变态，要么对犯罪行为的深层人
性动机的呈现浮皮潦草。 比如《心理罪》

结尾，大反派的犯罪动机竟然是因为自
己得了某种病，这种对于人性的肤浅呈
现，使整个故事彻底脱离现实逻辑与人
性逻辑，难以令人信服。

作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类型叙事
策略，又是适合本土电影市场的强势类
型，不难想见，悬疑案件电影将持续得
到重视和发展，逐步成为中国电影的重
要分支。 也正因为如此，需要业界对此
种类型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确实，悬疑
案件电影往往呈现了人性的扭曲、释放
人性的恶意，同时也试图揭示导致这种
人性恶爆发的复杂、深层 、多面向的原
因，但这样做的目的 ，是借此让观众得
以反思人性，对人性之恶产生恐惧与警
惕，并对美好的人性产生一种向往。

（作者为电影学博士 、 中国文联
电影艺术中心助理研究员）

成为国产电影重要分支
悬疑片需迈过这道关

刘起

近年来，“悬疑”正成
为国产影视作品中颇为
引人注目的标签。 以悬疑
的方式开拓现实题材、创
新叙事手法、刻画人物心
理等，推动着国产影视迈
上新的台阶。 如何让”悬
疑”这剂配方发挥出更大
的功效，其实需要对其展
开深入研究，格外警惕这
类创作中出现的某些误
区，例如为追求刺激而过
分渲染血腥暴力 ，在 “悬
疑”的标签下模糊文艺创
作应有的导向意识。

本期“文艺百家 ”，分
别从电视和电影的角度
聚焦悬疑影视，探讨如何
让 “悬疑 ”更好地生成国
产影视产业里重要的正
向因子。

———编者

▲ 国产剧 《隐秘的角落》 剧照

荩 国产剧 《沉默的真相》 剧照

茛 国产电影 《南方车站的聚会》 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