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电视剧 《只是结婚的关系》

集齐了 “网络霸总小说 ”的所有元

素：闪婚、总裁 、契约 ，王子奇没有

滑向油腻的套路化角色，反而增添

了讨喜的中二气质和漫画感。 然而

整部剧的品质并没有因为王子奇

的演技加持而提升，网友纷纷喊话

王子奇 ：演得很好 ，下次不许再演

了。 图为《只是结婚的关系》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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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悬疑剧内卷的一年， 国产剧

中扎堆涌现出《八角亭谜雾》《第十二秒》

《双探》《真相》《双面神探》《致命愿望》等

一大批悬疑剧， 但整体水准与口碑远低

于预期。 尤其是顶着“迷雾剧场”光环的

《八角亭谜雾》《致命愿望》 先后折戟，不

禁令人疑惑： 刚刚热潮来袭的国产悬疑

剧，为何这么快就遭遇创作瓶颈？

流媒体时代， 小屏观剧成为主流模

式。为迎合注意力分散的观众的趣味，同时

规避小屏幕在呈现场面奇观上的劣势，创

作者们越来越偏爱营造紧凑刺激的故事奇

观，由此为悬疑剧的发展提供了沃土。由于

可将悬疑元素与犯罪、推理、动作、科幻等

各种类型进行自由嫁接， 悬疑剧体现出十

分广阔的生长空间。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

近几年全球范围内会出现一股 “悬疑热”。

在笔者看来，悬疑剧的核心在于悬念，在于

种种不确定性的呈现，例如故事的迷离、人

性的隐秘或现实的繁复。 优秀的悬疑剧应

具有缜密的悬疑故事、 复杂的人物形象或

深入的社会观照。 近期许多国产悬疑剧之

所以不及预期， 恰恰是没有做到几方面的

有机结合。

故事强度的匮乏：
无心悬疑或故作悬疑

悬疑剧创作天然追求视听效果，例如

夺人眼球的犯罪现场、扣人心弦的配乐等。

但衡量其水准高低的根本， 还在于故事成

色。好的悬疑剧应具备足够的故事强度，即

在情节上做到逻辑缜密、 合情合理又别出

新意。但近期蜂拥而上的国产悬疑剧，或多

或少存在着一些内容硬伤。

一是无心悬疑。 在《八角亭谜雾》等一

些作品中， 悬疑元素只是扮演了其他类型

元素的辅助性角色。 同许多悬疑剧一样，

《八角亭谜雾》也有意选择以小城为叙事空

间， 试图利用熟人社会复杂缠绕的人际关

系来编织悬念。 但整部作品借助少女玄珍

被害事件更多地聚焦于家庭伦理关系，着

力探讨原生家庭之于个体成长的影响，而

多少忽略了悬疑推理层面的编织。或者说，

该剧身披悬疑剧的外衣，却有家庭剧的内

核。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导演王小帅本人

偏爱以家庭伦理叙事观照时代变迁，此前

他执导的 《青红》《闯入者》《天长地久》等

电影都不外如此。 平心而论，《八角亭谜

雾》对中国式家庭复杂关系的剖解还是较

为深入的，抽丝剥茧地发掘出了人物间隐

秘的情感与难言的创伤。 但该剧有着“第

六代”导演典型的美学趣味：偏爱手持摄

影、关注日常细节、注重情绪渲染等。这种

文艺范儿、生活流式的“慢悬疑”，难免令

许多期待悬疑浓度和情节刺激的观众心

生落差。

二是故作悬疑。尽管国内悬疑小说创

作者大有人在，但可供影视化改编的优质

作品十分有限。或许是急于赶上这趟“悬疑

热”的班车，许多悬疑剧尤其是原创剧普遍

缺乏精耕细作的耐心，导致套路化、同质化

现象明显。 例如，有的作品悬念不够，只能

摄影和配乐来凑；有的作品则患上“反转

强迫症”， 为了反转而反转， 情节强行推

进，缺乏合理逻辑。 接档《八角亭谜雾》的科

幻悬疑剧《致命愿望》则提供了另一种反面

案例：前几集的故事线索莫名混乱，人物关

系的交代语焉不详， 没有快速导出核心悬

念，导致悬疑效果基本靠故弄玄虚，观众也

被各类杂乱而不必要的剧情所扰乱。

人物深度的不足：
纸片人与工具人当道

除了持续的悬念所带来的情节刺激，

悬疑剧的魅力还在于该类型十分适宜去塑

造复杂多面的人物形象。悬念所指向的，往

往是人心的多变与人性的幽微。《隐秘的角

落》 以少年朱朝阳一步步地坠落深渊为主

线，触摸了人性最隐秘的角落，塑造了朱朝

阳、张东升等诸多复杂而丰满的人物形象。

但可惜的是， 近期涌现出的国产悬疑剧在

人物形象塑造上普遍缺乏深度， 人物多沦

为纸片人与工具人。

所谓 “纸片人 ”，是指人物性格扁平

单薄、流于表面。 以《第十二秒》为例，该

剧的人物形象塑造就显得正邪对立 、非

黑即白。 刑警队长赵亦晨等正面人物大

义凛然，黑社会头目曾景元、犯罪分子杨

骞等反面人物则坏得彻底， 每个人物的

底色与深度一望可知。 即便该剧设置了

许菡/许涟这对双胞胎， 为剧情带来了一

些悬念与张力， 但仍然缺乏对人物内心

世界的深入开掘。 换言之，该剧的缺憾在

于没有描画出人性的灰色和游移。 除了

“纸片人”， 还有一种纯粹为推进剧情而

刻意设置的“工具人”。 如果说“纸片人”

强调的是人物性格的平面化，那么“工具

人” 强调的便是人物功能的单一化。 例

如，在《八角亭谜雾》中，每每在案件陷入

迷雾的关键时刻总能给出破案思路的刘

新力，就是一个典型的“工具人”。 这一人

物似乎游离在剧中复杂的人物关系之

外，存在的主要功能就是推动案情发展，

其成长背景、情感状态等则付之阙如。

此外， 近期国产悬疑剧之所以难出

精品，演员表演恐怕难辞其咎。 悬疑剧与

一般的偶像剧不同，它需要的是有故事的

脸，而非精致光鲜的面庞。 《隐秘的角落》

的成功，离不开秦昊、张颂文、王景春、刘

琳、李梦等一众演员沉稳扎实的演技。 今

年的悬疑剧中，《八角亭谜雾》《双探》中演

员们的表演还算可圈可点。尤其是每当段

奕宏出现时，画面就仿佛有了质感，似乎

他那张沧桑深沉的脸天生为悬疑犯罪剧

而生。 反观《致命愿望》，已过不惑之年的

冯绍峰仍然卖力实践着吹胡子瞪眼的夸

张表演法，年轻的范丞丞则似乎沦为一台

面无表情的台词机器。即便是文艺片中有

过上佳表现的文淇，也因剧作的限制没有

太多发挥余地。

现实力度的缺失：
现实感大于现实性

除了发掘人性的幽微，优秀的悬疑剧

总能够追溯复杂人性背后的社会现实根

源，从而推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法制

的完善。 实际上，每一种影视剧类型本质

上反映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某种焦虑，而

其社会功用正在于满足大众的欲望想象

与焦虑祛除。悬疑剧，尤其是犯罪悬疑剧，

往往更能呈现出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结构

性问题。 例如，《沉默的真相》的可贵就在

于描画了一群小人物如何在冰冷长夜中

守望相助、不懈地寻求黎明与真相，并通

过主人公江洋的罹患癌症与悲壮献祭展

开对现实的思考。

然而， 近期的国产悬疑剧普遍在呈现

表面现实感的同时，缺乏真正的现实性。这

里所谓的现实性， 是指对人物周遭的现实

情状与社会议题的积极介入。 《八角亭谜

雾》虽然不懈地追问个体间的情感关系，但

这种情感关系止于家庭空间， 而没有表现

出向社会和现实进一步延伸的目光。 《第十

二秒》尽管涉及人口拐卖问题，但主要将其

作为女主人公的成长背景， 而把叙事重点

放在了正邪之间并无多少计谋可言的较量

上。 《双探》看似借助东北的空间与历史营

造了一种阴冷沉郁、粗粝生猛的现实感，但

缺乏对人物生长的现实土壤与社会结构的

深入探询。萧瑟的东北边城、远去的国有林

场、四散的结义兄弟，只是这则千里复仇与

寻凶故事的背景板。实际上，近年来在我国

悬疑影视剧中频繁出现的一些地域空间，

原本是可以负载更多的历史与现实议题

的。但在《双探》中，有的更多是用空间和色

调营造的现实感，而非真正沉入人群、体察

社会的现实性。

总而言之，由于在故事强度、人物深度

与现实力度等方面后继乏力，2021 年的国

产悬疑剧没能取得预想的成果。 这或许是

类型热潮下的必然局面， 只不过来得有些

猝不及防。 它折射出国产剧依然根深蒂固

的重数量扩张而轻质量发展的生产惯性，

为今后悬疑剧的生存提供了镜鉴： 内容与

品质才是致胜之道。 眼下，有《谁是凶手》

《淘金》《平原上的火焰》《风起洛阳》等一大

批国产悬疑影视作品已经或等待登场。 这

些作品是否能够摆脱目前悬疑剧面临的创

作困境，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文艺学博士后、北京师范大
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李宁

流量明星退潮之后， 年轻一代演
技派的春天到来了吗？

举两个例子：王子奇和周雨彤。

两人在今年都有评分 8 分以上的
作品播出并且凭借演技圈了不少粉：王
子奇在《御赐小仵作》中扮演男一号萧
瑾瑜，身份是掌管三法司的安郡王，拍
摄时还没有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王
子奇，非常好地把握住了人物身上君子
端方、公正冷静这样的气质，既稳重又
松弛，网友甚至称他开创了一路颜值新
派系：公检法颜；周雨彤是《我在他乡挺
好的》中的女一号乔夕辰，在镜头里生
活了 12 集，别的不说 ，光天台上一场

哭戏就令很多人印象深刻。 他们两位都
是个人气质很清新的演员， 而且善于用
生动的表演细节去填充人物，未来可期。

因此，当他们随后相继出现在新剧《当
爱情遇上科学家》和《只是结婚的关系》

中时，观众的心情是复杂的。

两部剧分别是时下流行的甜宠
和霸总题材 ，热度都不错 ，尤其 《只是
结婚的关系》，相当长时间都处于腾讯
热播榜前四位，播放量过 10 亿。 比起
流量网红， 年轻的演技派有更多亮相
机会总归是让人高兴的。 然而看看两
部剧的评分：《当爱情遇上科学家》4.4

分，《只是结婚的关系》5.4 分， 就让人

感觉不是滋味了。

不怪打分群众苛刻，两部剧从人设
到剧情都槽点满满。

《当爱情遇上科学家》改编自同名
网络小说，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大学教授
和女学生之间， 这是一个带有道德基因
缺陷的设定， 电视剧必然要对此做出改
动。然而在增加了女主去实验室兼职的
情节线之后， 剧作的具体细节设计非
常不专业，将科研视作儿戏，导致女主
人设全面崩塌，周雨彤所擅长的现实主
义的表演方式完全无处安放，很多网友
在剧集评论下面留言：周雨彤，请爱惜
你的羽毛。

《只是结婚的关系》同样改编自网
络小说，原作名为《闪婚总裁契约妻》，

剧版虽然对小说进行了改编，却保留了
核心元素：闪婚、总裁、契约，而王子奇
扮演的就是那个总裁。 神奇的是，这样
一个几乎是国内男演员的重灾区、一不
小心就会滑向油腻的套路化角色，竟然
被王子奇成功去油，还增添了讨喜的中
二气质和漫画感。然而整部剧的品质因
此提升了吗？ 并没有。 所以才有弹幕里
说的：小王演技带给我的强烈浸入感和
狗血剧情带给我的强烈出戏感，让整个
看剧体验十分扭曲割裂。 也正因此，很
多网友喊话王子奇：演得很好，但是下
次不许再演了。

“不许再演”，自然是因为心疼演员
在这一类剧集和角色里浪费自己的演
技和灵气。 问题是对于那些不走流量
路线的新人来说，一方面，“不演”的主
动权往往不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

《御赐小仵作 》热播的时候 ，就有网友
意外发现王子奇曾经在另外一个剧组
遭遇临近开机被换掉 。 另一方面 ，在
“演什么 ”这件事上 ，他们本身也没有
那么多的选择， 比如另一位演技颇受
认可的 95 后小生张新成，在高口碑网
剧《你好，旧时光》之后，却主演了一部
评分只有 4.2 的剧集。在“张新成为什
么要接这部剧”的提问下面，有网友分

析： 这已经是他当时能拿到的最好的
资源了。

应该说，好演员并不总能匹配到好
作品， 就像陈建斌、 潘粤明也有评分
3.3 的《爱我就别想太多》。但是这种情
况发生在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演员身
上，特别让人觉得可惜。因为，和功成名
就的资深演员比起来，他们还没来得及
红，更需要好作品来确立大众对他们的
认知。我们希望业界多给年轻演员一些
好的机会，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另一个情
况，就是配得上好演技的好剧集并不那
么多，只是之前剧集的问题被没有演技
的流量所遮蔽了。 如今，一些作品看上
去不用流量明星了，但整体思路仍然是
流量化的。

所以，演技派的困境，最终是需要
更多各种类型的好剧集来破解。而站在
年轻演员的角度，认认真真对待每一个
角色，是“被看见”的必由之路。 能够获
得机会的垂青当然很好， 但一部剧从
剧本到最终呈现是一个综合而漫长的
过程， 很多剧集并不是在一开始就有
精品或者爆款相。 就拿《大宋少年志》

和 《御赐小仵作 》来说 ，两个剧组都是
出了名的“穷”。 《大宋少年志》被网友
戏称为“小破宋”，里面有一场戏，主角
遭遇大火，将计就计假装被烧死，主演
张新成当时脸上涂满了黑炭， 但衣服
上却没有———不是剧组不够细心导致
穿帮，实在是因为只有这一件衣服，脏
了就没法拍下一场戏了。 而《御赐小仵
作》则被网友评价“穷得只剩良心”，因
为预算有限，只能起用新人演员。 两部
剧都是零宣发 “裸播 ”，最终被网友自
发安利成了高分爆款， 而张新成和王
子奇， 也因为这两部剧在观众心目中
“拥有了姓名”。

这背后的逻辑是， 演技派的养成，

不仅需要一部部作品的口碑积累，也需
要一个个角色的演技磨练。我们甚至很
难说，出演口碑不那么好的剧集是不是
一种全然的浪费。当一些流量和网红理
直气壮地做着“数字演员”，拍一部戏恨
不能手替 、脚替 、饭替 、马替 、躺替 、跪
替、 跑步替八九十个替身轮番上阵，如
果一个年轻演员可以像张新成那样为
了拍《蜗牛与黄鹂鸟》每天加练三四个
小时的钢琴，或者像王子奇那样认认真
真揣摩霸总的人物合理性，那么结果很
可能像网友说的那样：剧崩了，但演员
没崩。 这个时候，我们不仅看到了他们
的演技，更看到了他们作为演员的职业
道德和在表演这条路上的志向。

演得很好，请继续努力。

心疼他们，耗在了 4.4分的剧里
盐水棒冰

故事奇观时代，悬疑剧更须突破创作瓶颈

▲自“《八角亭谜雾》浪费班底”之后，“迷雾剧场”今年推出的第二部剧《致命愿望》再

遭滑铁卢。 图为《致命愿望》剧照

荩万茜在都市悬疑剧《第十二秒》中一人分饰多角，饰演性格反差巨大的双胞胎姐

妹。 图为《第十二秒》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