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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兵和他的三大队，火了。但剧版《三大

队》，“水”了。

电影《三大队》上映一周后，同名电视剧随

之上线，不同的主创班底亮出不同的故事侧

重。如果说电影版把脱胎于非虚构短篇的三大

队故事浓墨重彩地介绍给了大众，那么观众对

剧版的期待便是，利用篇幅优势，将原作和影版

的未竟之言、那些程兵万里追凶路上不为人知

的日子合理而又艺术化地呈现出来。

遗憾的是，剧版《三大队》虽有秦昊、陈明昊

等多位演技派加持，但故事在被过度拉伸和切

割后，篇幅优势沦为废戏的温床，引发不小争

议。从七千余字的非虚构文章到口碑大电影，

再到24集电视剧，如今全剧终，爱惜“三大队”

这一题材的观众不无叹息：“注水”让剧作溃不

成军。

填补细节，不该是热门元素“缝
缝补补”

深蓝的非虚构短篇《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

务完成了》给影剧两版都提供了极具张力与命

运感的剧情：刑警队长变阶下囚，服刑多年后又

历经多年万里追凶。电影珠玉在前，但对程兵

重返社会的适应难题、他辗转多地的重重困境、

人情关系网的变化等等，囿于时间限制，只能删

繁就简地拍。可以说，影版留白处皆是剧版着

墨的空间。

对照影版，电视剧的改编有两项重要改

变。一是把原型与影版里外逃的王二勇改成了

哥哥王大勇，二是将三大队与王家兄弟产生命

运纠葛的时间线前移。因犯罪累累，王大勇、王

二勇从一开始就被警方锁定，甚至从某种角度

来说，可能恰是程兵和三大队的追踪方式，在巨

大的命运轮盘中导致少女血案发生在了“自己

眼皮底下”。剧版扩写的“前情提要”为程兵在

审讯室出离愤怒积蓄了情感、埋下伏笔。大体

上看，前几集虽有瑕疵，但仍算有效改编。

剧作的口碑是从程兵出狱后逐渐走低的。

有网友如此概括故事走向，“前三集好剧，四到

七集俗剧，八到十集闹剧，此后是神剧”，呼应者

不少。这篇帖文里，有人的揶揄一针见血，剧本

与其说在扩写程兵的追凶心路历程，毋宁看成

是对各种刑侦元素和热门类型片进行了“AI式

缝缝补补”。

总结程兵和三大队的人物设定：主角的婚

姻家庭里，夫妻关系是崩盘的，父女情分是以主

角入狱为分水岭急转直下的；主角的职场关系

即警队关系里，三大队、二大队两位队长的办案

风格是迥异的，且明里暗里要一较高下；罪犯兄

弟那边，一智一莽，且还有不负责任的父亲、溺

爱的母亲……家庭伦理、舆论施压、社会话题、

犯罪发生学、正邪两边互相救赎等，一个个设

定似乎都能从近年的相关话题作品里找到些

影子。再复盘程兵的追凶路：他追过小偷，协

助抓获了毒贩，遇见过“蛇头”和卖淫女，也教

训了在KTV寻衅滋事故意伤人的政法委书记

之子，他帮罪犯王二勇之女一起逃离传销团

伙，还在异国黑帮虎口脱险时顺便“托孤”当地

流浪儿……常见的罕见的，几乎就要将刑侦类

型一网打尽。

纵观24集，程兵在平淡日常寻找王大勇线

索的剧情细节少之又少，一个普通人“随手”破

案的事倒干了不少；三大队众人如何重新凝聚

信念的心理转变固然有，但烧烤摊上对酒当歌的

桥段在不同城市再三上演，获取另一半支持的戏

码则在三个有家室的成员身上演了三遍。

剧本的“水”，稀释了好故事的内核

《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网络热传

后，作者深蓝的自述披露了原型的“稀缺”幕后。

因为原始卷宗无法对外公布，因为现实里的程兵

从未接受作者的直接采访，“三大队”其实是个只

有脉络、没有细节的故事梗概。

剧版《三大队》的导演兼编剧邢键钧曾阐明创

作理念：“在极富戏剧性的事件大脉络下还有更令

人关注的内容，那应该是真实的人在命运中的情

绪，程兵和三大队以怎样的情绪在每一个关键节

点迈出下一步，这应是最值得挖掘的内容。”

理念没错，人，常常是最大的戏剧和悬疑。但

要从理念兑现出一部剧集，编剧、导演、演员至少

需要合力越过三座山——人的塑造、逻辑的自洽、

细节的圆融。尤其对跨越了漫长时间且涉案涉法

的题材而言，每一座都可谓“高山”，不仅考验编导

演对人性与生活的洞察，考验长篇叙事的节奏把

控，也考验服化道等视觉元素能否营造准确的时

间流逝感。更关键的在于，所有这些戏剧的表征

理应紧紧围绕故事的内核，服务于主人公对正义

的求索永不放弃、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气神。而

从《三大队》24集呈现来看，内容注水引发了人物

性格模糊、逻辑四面漏风、线索有头无尾，使得匪

夷所思、脱离常理的“悬浮之处”俯拾皆是，活脱把

一个热血又悲怆的故事“水”成了“玛丽苏程兵的

破案奇遇爽文”。

剧中，程兵从入狱到出狱后寻找王大勇，一路

所遇皆为“贵人”。不是为他提供工作，就是愿助

一臂之力，几乎每个素昧平生者都会轻而易举便

对他知无不言，几乎每条线索都在叠满的巧合中

轻易掉落。曾被他亲手抓捕的犯罪分子对他心

怀感恩，服刑时的“狱友”对他马首是瞻，就连

“察邦”翡翠大亨、黑帮大哥都对他另眼相待，亲

自引他去国境线上吹王大勇吹过的风，触摸王大

勇几年前踩过的泥土……一边是陌生人的心悦

诚服突如其来，另一边却是前妻对他弃如敝履，

曾崇拜他的亲生女儿对他恨之入骨。当程兵获

得的偏爱和憎恨都偏离了人之常情，角色站不

稳、扎不下根，他为正义、为争一口气追逐到底的

执念便随之变得摇摇欲坠。加之二大队队长潘

大海的生硬对立、受害人父亲被彻底遗忘、凶手

之女反成三大队“团宠”等等舍本逐末的剧情进

一步稀释了三大队众人的信念。网友从开局时

愿给高分到结局时怒改一星，最大理由正是“剧

本消解了故事内核”。

怎样才算引人入胜的涉案好剧？《尘封十三

载》给出基准线：一以贯之的戏剧悬念、缜密的逻

辑回环、诚实的人性表达，当所有剧情细节服务

于岁月无声、初心不改，观众自然会为无惧容颜

改鬓毛衰的刑警队伍肃然起敬。《漫长的季节》用

2023年国产剧最高分证明，只要剧本逻辑自洽、

戏剧全程有效，12集照样载得动王响的18年人

生沧桑。作为同题创作，电影《三大队》则向剧版

示范了——移形不换神才是改编的底线。

七千余字拍  集，注水的《三大队》伤了谁
■本报记者 王彦 实习生 孙彦扬

上海大剧院 5楼
100座的小剧场，经过
3个月的改造，剧场、后
台和排练厅被打通，变
成了一个迷你的主题
乐园——沉浸式悬念
剧《9号秘事》的现场。
《9号秘事》原本是

BBC连载了9季的长红
剧集，以不断翻转的黑
色幽默著称，每集不过
短短半小时，一集就是
一部单场景的迷你剧，
在类似密室的戏剧空
间里展开悬念迭生的
秘事，最后一刻的真相
总让观众“弹眼落睛”。

沉浸式剧场《9号
秘事》挑选了剧集里的
三个故事，分别发生在
卧铺车厢、真人秀拍摄
现场和一栋待售的房
子里，这三个黑色荒诞
故事在播出时，曾因无
法预料的叙事机巧和
微言大义的留白被剧
集粉丝反复讨论。剧
情的细枝末梢都早已
在社交网络上被捋得
毫无秘密，从屏幕搬到
剧场，“秘事”还能看什
么？可以想象，如果在
常规的剧场里，坐在观
众席上看镜框式舞台
上演员们重演“失去悬
念的悬念”，是没有吸
引力的。

剧场版《9号秘事》
没有创造“戏”的内容，
没有更新“戏”的表达
方式，甚至表演也是常
规的，唯独改造了“戏
剧”发生的空间——确
切地说，它改变了观众
和“戏”的距离。上海
观众对沉浸式的现场
是不陌生的。之前在
《不眠之夜》和《金钱世
界》里，观众的身份变
成了自由选择剧情路径的“玩家”，在即将公
演的音乐剧《大彗星》里，一部分观众将发现
自己是1812年莫斯科上流社交现场的NPC

（不参与剧情的玩家）。那么发生在逼仄空间
里的《9号秘事》，它的“沉浸式”更接近于一
个迷你的、微缩版的主题乐园。

在《卧铺》里，观众席距离表演区域一步
之遥，仿佛在同一间逼仄的车厢里目睹了这
桩伪装成意外的凶杀案。《降神会》的段落里，
一部分特殊的观众席设置，让观看者产生错
觉，似乎孤身停留在监控器前看到匪夷所思
的事故。至于《女邻居的反杀》，观众席的位
置更像是隐藏在屋子里的、全知全能的幽灵
视角。在一段特定的戏剧时间里，观众逐一
穿梭经过这些特殊的空间，故事或者阴谋都
是熟悉的，但是观看的“位置”不一样，于是观
众获得不再是依赖剧情的戏剧剧场的体验，
更像是在迪士尼乐园里，沉浸于氛围和细节。

没有了秘密的《9号秘事》所牵扯的不是
一部剧场作品的得失，而是当“戏”成为“游
戏”，剧场的定义和形态都在被重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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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旋转、命运轮回、人生错位，升腾的欲

念就如同恶魔手里的“八音盒”，迷乱了人心。

昨晚，俄罗斯原版音乐剧《恶魔奥涅金》在上海

文化广场迎来申城首秀，华丽恢弘的舞美和悲

怆凄美的音乐，展现了浓烈的俄式审美。该剧

首次中国巡演，集结了俄罗斯音乐剧界的顶级

配置。男主奥涅金由国家戏剧金面具奖、金索

菲特戏剧奖等多项大奖获得者伊万 ·奥若金扮

演，这亦是他首次亮相中国舞台。

《恶魔奥涅金》为申城带来了独特的异域风

情，拓展了引进海外音乐剧的新版图。记者获

悉，上海文化广场近期将上演来自英国、法国、意

大利、俄罗斯、爱尔兰、中国6个国家的7台作品。

“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音乐剧产业化程度高，导

演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法国音乐剧激情奔涌，

充满浪漫的诗意；德奥的风格偏严谨，带有耐人

寻味的深刻意味。”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

洪点评：“俄罗斯的咏叹调绵长而深情，中国观众

对这类长旋律线条的审美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俄罗斯咏叹调绵长而深情

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奥涅金》曾被多个国家

的艺术家搬上舞台，仅在俄罗斯就有数个版本

的歌剧和芭蕾舞剧。2019年，图米纳斯导演的

话剧《叶甫盖尼 ·奥涅金》曾在上海文化广场演

出，带来了一场“美的风暴”。与话剧的神圣美

感和深沉诗意相比，昨晚上演的音乐剧《恶魔奥

涅金》显现了感性的魔幻色彩。

《恶魔奥涅金》主创大胆重构剧情，创造性

加入新角色“恶魔”，如同放大镜一般展露人性

的矛盾挣扎。“音乐剧对人的黑暗本性作出富有

哲学意味的诠释，希望可以让观众从另一个视

角观察奥涅金的内心世界。”该剧剧本作者玛利

亚 ·奥什米扬斯卡娅透露，虽然原著中并未出现恶

魔形象，但音乐剧主创团队从文本的字里行间寻

觅到“他”的身影，并由此推动故事的发展。

俄罗斯音乐剧舞台风格独特，在英语独大的

国际音乐剧版图上曾被打上“小众”标签，但深厚

的音乐素养和自成一派的故事结构依旧吸引了一

批忠实观众。据悉，《恶魔奥涅金》在俄罗斯LDM

剧院驻演九年，凭借华丽舞美和动人旋律，成为音

乐剧花园中的俄罗斯仙葩。在昨晚的演出中，《莫

斯科》《命运的法则》等咏叹调深情动人，现代曲风

与柴可夫斯基歌剧的融合具有很高的识别度。

华丽舞美还原普希金时代的风貌

此次《恶魔奥涅金》来华巡演，不少中国观众

追着伊万 ·奥若金而来。这位俄罗斯“国宝级”音

乐剧演员曾出演过《剧院魅影》《猫》《变身怪医》

《美女与野兽》等音乐剧的俄语版，俄罗斯音乐剧

《东北风》《大师和玛格丽特》《卡拉马佐夫》中也有

他的身影。昨晚，伊万 ·奥若金的舞台掌控力让人

惊叹，他演绎全剧华彩篇章——咏叹调《莫斯科》，

唱出了奥涅金的思乡之情与离别之痛。在剧中饰

演“恶魔”的谢尔盖 ·胡季亚科夫、饰演女主角塔季

扬娜的塔蒂亚娜 ·库利科娃都有不俗的表现。

《恶魔奥涅金》总制作人伊琳娜 ·阿法纳西耶

透露，为了此次中国巡演，制作团队破天荒地扩充

了舞台道具的体量。承载着舞会、决斗等主要场

景的“八音盒”大转盘，比驻演版更华丽精致。服

装设计则还原了普希金时代的风貌。开场是圣彼

得堡上流社会的场景，女士们的衣裙端庄典雅，不

仅有巨大裙摆，还缝着上等皮毛和精致装饰；转而

来到乡村的场景，演员们身穿蓝白条纹的萨拉凡，

均由俄式手工绣艺制成。“在《恶魔奥涅金》的舞台

上，我们欣赏到了许多优美的‘雪景’。俄罗斯艺

术家钟爱雪的意象，这或许是来自冰雪王国的馈

赠。”费元洪说。

音乐剧《恶魔奥涅金》展现浓烈俄式美学
■本报记者 宣晶

不久前，因读者对《我与地坛》的一段书评，

抖音上衍生出了“子弹文学”，#来自十年前的子

弹正中眉心#登上抖音热榜第一，众多网友也因

此在1.5亿次视频播放中，深深被史铁生的文笔

打动。

大数据显示，短视频与直播促进人们了解

好书以及背后的故事，助力全民阅读。据统计，

2023年抖音读书类内容数量增长922%，平均

每天有1.4万条；读书类作者增长779%，作者月

视频发布量增长1581%。随着12位茅盾文学

奖获奖作家、超300家出版社入驻抖音，越来越

多的短视频用户得以跨越时空走近经典书籍，

和作家、出版社“云端对话”。2023年里，《百年

孤独》《我与地坛》等经典好书再度翻红，《赶时

间的人》《翦商》等小众新书频受关注。

2.2 万人在网上分享年度书
单，经典翻红和小众新书受关注

日前，“2023抖音年度好书榜”发布，包括

《我与地坛》《晚熟的人》《三体》《被讨厌的勇气》

等共计20本书入选。该榜单基于全年用户发

布内容、消费行为等维度统计，综合了点赞、收

藏、分享等数据，通过大数据的方式来发掘“宝

藏好书”。《晚熟的人》是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八

年后出版的首部作品，在抖音#晚熟的人#话题

下共有3.5万个视频，累计收获16亿次播放。小

众历史书《翦商》在抖音爆火，一度成为口碑之作，

#翦商刷新了我对历史的认知#话题共收获469万

网友点赞。许倬云、张朝阳、戴建业、王德峰等名

人学者参与#上抖音晒我的年度好书#话题，累计

2.2万名用户分享自己的年度书单，活动总播放量

近1.5亿次。

通过短视频，许多书籍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

式呈现在用户面前。同时短视频平台互动性强的

特点，也让更多用户形成了一起重读经典作品、复

习名家作品的新爱好。例如余华《第七天》中关于

“门铃响了”的经典内容在抖音上翻红，收获了8.7

亿次观看，14万人发布视频称自己的“门铃”在抖

音被叩响。

有趣的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百年孤独》被

很多读者认为“晦涩难懂”，但抖音创作者“@1379

号观察员”帮很多网友“治好了名著恐惧症”并且

重新翻开该书。这位创作者历时4个月，整理出

超过50G容量的纪录片，形成8万多字的文案，最

终制成总长3.6个小时的视频。这20多集发布在

抖音上的《百年孤独》“动画连续剧”，截至目前为

止播放超过883万次。有人评论，“这是我看过网

络时代对《百年孤独》最好的解读，不仅是对原著，

更是着墨于作者本身，让我了解了更多更深的精

神内里”。

除了经典好书，小众新书也在抖音上受到更

多关注。“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

站。”“@外卖诗人王计兵”把自己在送外卖期间创

作的诗歌发布在抖音账号上，受到了网友盛赞，成

为出圈作品。数据显示，抖音上《赶时间的人》相

关短视频共获得3.1亿次播放。“很少读诗，但认真

看了视频里面的每个字，这是用生活刻写出的

字”，一位抖音用户这样留言。

用户与作家、出版社实现“云端对话”

随着“知识星期肆”“赵健书房”等直播专栏走

红，越来越多名人名家、知识作者开始在短视频平

台分享优质读书内容，并吸引了大批出版社等专

业机构入场。其中，“知识星期肆”总计联动超过

30家出版社，邀请了许倬云、项飙、施展、刘擎等

150余位作家、学者做客抖音直播间，共举行了95

场文化对谈直播，获得了超过9000万次观看。

90后读书博主赵健于2022年1月开设抖音

账号“@赵健的读书日记”，至今已累计发布读书

相关短视频500余条，收获136万粉丝，视频累计

获赞超千万。尤其是他关于“文学山房”旧书店以

及坚持卖旧书的97岁老人江澄波的故事，尤为让

网友感动。赵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更

多好书经过他的短视频介绍后能重新被盘活，同

时也让一些精品著作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里。此

前他发布的讲述中国近现代女画家潘玉良的四条

视频，共获得984.5万次播放，打动数万名网友，并

让40年前的老书《画魂》被加印五次。有网友评

论，“以前我对读书兴致不高，一看书就困，从你一

次次的视频中真正感受到了读书带给人的力量，

以及知识的浸润”。

短视频时代，阅读不再是一个人孤独的旅

程。赵健在直播间里分享书中的故事，同时又留

下悬念，激发读者自己购书品读的兴趣。通过构

建与读者之间的这种“共读仪式”，助力他取得了

3天卖出3000套《资治通鉴》的佳绩。

在大数据平台寻找阅读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卫中

剧版《三大队》虽有秦昊、陈明昊等多位演技派加持，但故事在被过度拉伸和切割后，篇幅优势沦为废戏的温床，引发不小争议。图为该剧海报。

俄罗斯原版音乐剧《恶魔奥涅金》昨晚迎来申城首秀。图为该剧剧照。 （上海文化广场供图）

90后读

书博主赵健

让更多经典

好书重回大

众视野。

（抖 音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