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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类型剧中，罪案推理剧因其快节
奏、强情节的悬疑特性深受观众喜爱。悬
疑题材也成为制作爆款剧集的素材富矿，
对出品方、演员乃至原著作者都能形成联动
效应。

从去年年末爱奇艺迷雾剧场宣布回
归，再到今年优酷宣布将悬疑剧场升级为
白夜剧场，可以看到，各大平台正着力推进
罪案推理剧的精品化制作。在讨论这些举
措能否打造出精品剧集之前，我们不妨先
回溯罪案推理剧的进化历程，探究其演变
逻辑，或许就有答案了。

基底
从还原真人真事到IP改编与原创剧本

早期罪案推理剧的出色作品，以强调
纪实和还原刑侦案件为主。从 1999 年的
《12 · 1 枪杀大案》、2000 年的《红蜘蛛》，到
2001年开播的《重案六组》，再到 2004年的
《我非英雄》，均取材于社会真实案件，并着
力呈现案件原貌。《12·1枪杀大案》的刑警
演员大多是具有多年刑侦经验的警察。《红
蜘蛛》里的车牌号、手机号都是真实的，犯
罪地也全部实景拍摄……

由于剧情过度渲染犯罪，2004 年发布
的《关于加强涉案剧审查和播出管理的通
知》指出，严控涉案剧数量，而且所有正播
和备播的涉案剧及相关节目，不得在黄金
时段播出。此举令罪案推理剧的招商引资
受到限制，市场影响力骤减。

2014年，《湄公河大案》在央视一套黄
金档播出，标志着罪案推理剧冰封解除。
随后，《灵魂摆渡》《暗黑者》先后上线，预示
着原创和 IP改编的罪案推理剧渐成主流。
原创剧《灵魂摆渡》集结了灵异、悬疑、爱情
等元素，在惊悚与正能量之间游走自如；
《暗黑者》改编自周浩晖的小说《死亡通知
单》，塑造了穆剑云等一众角色，收获不俗
反响。值得注意的是，两部作品的制作方
建信影视和慈文传媒，均为电视剧行业头
部公司，为剧集品质提供了不少保障。

2015年，因 IP改编、差异化排播模式、
流量明星等多重元素组合，剧版《盗墓笔
记》迅速走红。该剧播出前，爱奇艺VIP会
员数是 500万，全集上线 24小时产生了 1.14
亿次点击量。

此后，各平台纷纷入局自制罪案推理
剧。搜狐视频、腾讯视频等平台制作的 IP改
编剧《法医秦明》《鬼吹灯之精绝古城》相继
播出。2016年腾讯财报显示，视频付费用户
数已逾2000万，同比增长逾两倍，《鬼吹灯之
精绝古城》《如果蜗牛有爱情》的广受欢迎，
标志腾讯在自制内容领域的初步成功。

叙事
从平铺直叙到多线交织

早期罪案推理剧以单线叙事为主，围
绕某一案件的刑侦过程推进剧情，略显单
调与同质。因此，罪案推理剧的叙事逐渐
从平铺直叙转变为多线交织，让观众眼前
一亮的同时，也对创作者提出更高要求。

2020年的《沉默的真相》讲述检察官江
阳与法医陈明章、警察严良追寻案件真相
的故事，交织叙述三组人物、三条时间线、
三个刑事案件，频频转场却不失逻辑，剧集
也凭此在 2021年釜山国际电影节——第三
届“亚洲内容大奖”中获“最佳流媒体原创
剧集”。

2022年的《消失的孩子》则通过不同时
间与空间中的人物视角，展现案件的多个

方面，聚焦儿童、家庭、社会等多重议题，剧
集编剧团队成员叶蘅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多线叙事是原著作者在创作小说时
就采用的结构，但从剧本角度上考虑，我需
要增加能够呼应的细节，来帮助观众完成
剧情转线时的过渡。”

对于同样采用多线叙事的悬疑杰作
《漫长的季节》，叶蘅称赞道：“无论是多线
叙事的复杂性和层次感，还是细节的呼应
与隐喻，很难有同类型的影视作品可以达
到这样的高度，我觉得《漫长的季节》给创
作者提供了一本教科书，写故事和讲故事
要像它一样较真，不能太轻易放过自己。”

爱奇艺迷雾剧场今年播出的《不可告

人》与优酷白夜剧场的《微暗之火》也同样采
用多线叙事的方式。前者通过倒叙、插叙等
方式串联三个谜案，导演刘新的目的是“激
起观众思考它们之间的关联，提高观众的参
与感和代入感”；后者则以此还原主人公南
雅的一生，导演姚晓峰想尝试的是：“除了去
说一个动人的故事以外，还要有悬念足以支
撑观众能够一步一步追着故事走。”

主题
悬疑由硬核转向温软

近年来，罪案推理剧不断创新剧情设
计，革新主题立意，将以悬疑为内核的叙事
传统逐渐拓展至社会领域，即以悬案为眼，

观社会百态，察多面人性。
2023 年，腾讯视频 X 剧场推出的两部

罪案推理剧——《漫长的季节》以悬疑外壳
包裹着一群普通人的命运沉浮，颇具人文
关怀；《繁城之下》则以层层反转为引，探寻
人性善恶，成为当年好评度最高的罪案推
理剧。当年爱奇艺迷雾剧场的《三大队》也
早早就告诉观众凶手是谁，吸引观众追剧
的悬念转变为“凶手为什么这么做”或“凶
手的命运将走向何方”。

《微暗之火》讲述一位饱受创伤的小镇
女性如何再次在心中建立爱的经历，除了
渲染悬疑氛围外，更关注女性的生存处
境。姚晓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部戏

的议题是人和命运的关系以及人和社会的
关系。我们是借用了悬疑剧的‘壳’，去讲
述世纪之交的清水镇背后的人性真相。”白
夜剧场的另一部剧《新生》则找到了“软犯
罪、轻悬疑”的路径，侧重于讨论人性复
杂，剖析个体性格和命运的成因。正如该
剧导演申奥所言：“剧中的诈骗者开篇就
向观众亮明了身份，悬念是在于探究犯罪
原因，诈骗者费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
什么针对这些人。”

可以看出，近两年涌现的罪案推理剧
已不再纯粹以悬疑作为卖点，更多是将
悬疑作为外壳，深入社会肌理与洞察人性
幽微。 □詹锡伟

2024年总台春晚的舞台上，西安“黑撒
乐队”在创意年俗秀《别开生面》中，以独具
特色的歌声衬托出民俗韵味十足的斑斓画
面，激起海内外华人观众的情感共鸣。

黑撒——这个名字很潮，也很“传统”，
据乐队主创介绍，它取自秦腔中的“黑头”
角色，在陕西话中，“头”就是“撒”。

摇滚与秦腔，都是直抒胸臆的艺术，骨
子里有相似的魅力。于是，传统“混搭”着
新潮，也成了秦腔在西安城中拥有的新面
貌：这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大喜大悲、个性
鲜明的声腔，和着古韵新风的气质，同样跳
动着西安城朝气蓬勃的年轻脉搏。

当宽音大嗓的秦腔，带着豪放与呐喊，
随着千年风尘滚滚而来，它成为西安人的
当代“摇滚”，也有了万千青春姿态。

年轻的人
让古老的艺术传承不衰

5月 12日，华灯初上。在曲江池畔的
西安广电大剧院，由全国最年轻的秦腔专
业院团——西演·青年团排演的秦腔神话
剧《宝莲灯》闪亮登场。台上的演员平均年
龄不到20岁，台下满满当当的观众，是在欢
笑中拍红了巴掌的“10后”。

“这个角色既有文戏又有武戏，让我充
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演出结束，年仅 18
岁饰演二郎神的孙亚东意犹未尽。

年轻的人、古老的艺，相互辉映的背后是一座
城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悉心呵护。

2017年，西安演艺集团面向西北五省（区）招
收了120名“00后”学员，联合西安市艺术学校创立

“秦腔委培班”，“一站式”培养秦腔专门人才。
2022年春，以委培班学员为班底的西演·青年

团正式“成团”，孙亚东和他的同伴们，从少年到青
年，从学员到演员，用舞台成长书写艺术传承。

2023年，西安戏剧学院被列入陕西省 2023年
度第二批拟申报设置本科学校名单中，这所新筹
建的普通本科学校，将成为中国又一戏曲教育新
高地。

戏曲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所谓“育
人”，既包括如何吸引优秀的青年新秀留驻舞台，
培养秦腔技艺精湛之才，也包括让秦腔走进更广
泛人群，为中华优秀传统艺术培养新一代爱好者、
传播者、继承者。

为了让这一思索踏实落地，近年来通过“戏曲
进校园”“戏曲进乡村”“戏曲进社区”等活动，西安
呈现出“城中处处有秦腔”的火热现场。

枣木梆子中惊天动地的高亢，让精神释放，也
带着青春同行——2023年，西安市有 500场“优秀
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在全市幼儿教育及义务教
育阶段各类学校展开。还有众多高校的年轻学子
们通过鉴赏、课堂观摩、沉浸体验等形式，近距离

感受秦腔的魅力。
在兴趣与氛围的带动下，年轻的演员、年轻

的戏迷、年轻的戏曲评论家、年轻的秦腔节目媒体
人、互联网直播达人……不断涌入秦腔领域，成为
壮阔艺海的新浪潮，让秦腔编剧、导演、音乐、舞
台美术创作及文化传播、理论研究蓬勃涌动。

在西安，秦腔艺术于新时代中薪火相传，当有
后来人。

“年轻”的作品
正在与时代同唱共鸣

初夏时节，新芽已成一片浓绿，清晨光影中，
百年易俗社的海棠树下传出朗朗有致的排练秦
音。《还我河山》中铮铮刚烈的百转千回，是传承
世纪的韵味，也是由秦腔“新生代”领衔，复排重
现的新声。

“这就是咱陕西人的LiveHouse（现场音乐厅）”

“应该让更多人知道，秦腔有粗犷也有细
腻”……互联网上，一段秦腔版的《上春
山》上线一周已有超过 300 万点击量，几
近“溢出”屏幕的评论弹幕，证明了年轻
人对秦腔的“上头”和新发现。

千百年来，秦腔于方寸舞台演绎百态
人生、千秋事业、万里江山，承载着家国历
史、民族记忆与人民情感。

迈入新时代，西安秦腔舞台创作通过
蓬勃生发的新剧目实现与当代生活的“对
接”，展现西安人“移步不换形”的文化坚
守，也把更多“有源有根”且符合当代人审
美的精神佳作推向舞台，成为推进文化兴
市的重要力量。

复排，不是简单地“从库房拿出来用”，
而是在传承中深入地钻进去，再清醒地走
出来，精心慎重地进行符合时代的改进。

《双锦衣》《忠义侠》《玉堂春》《庚娘传》
《湖阳春梦》《五典坡》等大量脍炙人口的秦
腔好戏不再沉睡，在西安舞台重获新生。

新创，不妨从“围城”中走出来，在坚守
程式根脉的同时，与当代观众有所呼应，催
化出不俗不旧、个性鲜明的艺术新作。

怀抱如此使命，《迟开的玫瑰》《大树西
迁》《西京故事》《柳河湾的新娘》《李白长安
行》《昭君行》《陕北往事》《司马迁》等一批
优秀秦腔佳作自西安诞生，叫好又叫座。

当真正走进秦腔，也许人们心中“秦腔是老年
人才喜欢的东西”的想法都会有所改变，正如陕西
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所说：“秦腔是古老的，但
不是衰老的。”

在林林总总的戏曲大观里，有“活化石”之称
的秦腔确如白发苍颜的老者，历尽千帆，韵味十
足。但当一“开口”，如今的他也是位“身怀绝技”
的青年——

洗去铅华，满怀宝藏。

年轻的创造
彰显西安精气神

古老艺术拥有青春态，绝非仅指一般意义上
的艺术创新，更在于它能否与当代社会形成“新
连接”？

八百里秦川，秦人的喜怒哀乐在戏台上被演
绎得淋漓尽致，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悲欢离合的
众生相，这是秦腔的魔力所在。当面对变化的审
美风尚、新的观演关系，秦腔如何能够持续撩人
心弦？

也许应该从扎根深厚的文化力量与“对标现
代人生活方式”这两个方面“找智慧”。

扎根，是寻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重力量的
内在支撑和情感力量。

对标，是与时代接轨，让新的内容与形式、新
的表演空间、新的观演方式、新的传播渠道、新的

互动格局等各种新手段多途共进。
事实上，西安城中的秦腔艺

术，眼下已在通过“年轻的创造”，
用多场景、多样态、多风格的演出
舞台，融入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
当代人生活。

比如近些年，秦腔积极尝试与
数字科技、流行音乐、动漫、沉浸式
演出等“混搭”出新。

经典剧目《三滴血》“变身”3D
电影；虚拟秦腔推介官“秦筱雅”曼
妙动人；“动漫+摇滚+秦腔”的传播
新视听青春有力；各种秦腔文创产
品层出不穷；中国首个以秦腔艺术
为核心的文化街区——易俗社文
化街区上榜网红打卡地；全国首个
以秦腔为载体的夜游文旅体验项
目——“易俗社·梨园夜”持续火

爆，开辟出“戏曲+体验”的城市游新路径。
秦腔还在“出海”。从《火焰驹》《三岔口》登

上 2024 年土库曼斯坦“中国文化年”开幕式，到
“中泰影视交流周”上秦腔动画片《漫赏秦腔》深
受泰国观众喜爱，再到秦腔戏歌《人面桃花》的
MV 登上海外视频网站 YouTube 的热搜榜……
秦腔中饱含着的人生哲理、文化积淀走向世界，
成为传播中华民族世界观、人生观、美学观的最
佳载体之一。

有人说，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戏，戏则是拓宽了
的生活。城中回荡着的曲调，触摸的是秦人的根
和魂，携载的则是新的勇气和智慧。

因此秦腔，或许可以成为一个透视西安的着
眼点——其中有古韵、历史、传统，亦有创新、开
放、活力。

在西安人的“摇滚”声中，这座城更加让人听
着带劲、品着有味…… □孙欢

秦腔《玉堂春》剧照。 尚洪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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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版《西游记》剧照。
（资料图片）

很多人以为只有被虐待、殴打、霸凌、侮
辱才算童年创伤。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
能遭遇过童年创伤——父母无意的一句伤
人的话、童年被无视的一个愿望、掩盖在每
一句“我是为你好”之下的压力……

童年创伤的3种表现

心理学家认为，童年创伤很大程度上并
不会随时间而消失。比如，有的人会对“笨”

“丢人”这类词特别敏感；有的人会一看到情
绪失控或暴力场面就感到浑身发抖；有人一
跟人亲近就想往后退……面对童年创伤，我
们总以为时间能抚慰一切。可是并没有，即
使记忆模糊，身体依然记得。

最新的医学研究发现：不幸的童年不仅
会影响未来的心理健康，更会影响身体健
康，甚至攻击免疫系统。大部分人能够理解
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和成年后的内向、抑
郁、社交恐惧等有关系，但不会意识到童年
创伤与心脏病、癌症等健康“知名杀手”之间
的关联。

有童年创伤的人一般都有这3种表现：
1. 总是把事情往坏处想，不仅想得多，

还十分悲观，对待事情都十分警惕。
2.总是猜测身边人的想法，由于小时候

受到伤害，极度缺乏安全感，所以通过这样
的行为保护自己。

3.总是看到事情最坏的一面，事情好的
一面不会去感受，因为小时候总是被忽视，情
感得不到满足，缺乏对正向内容的感知能力。

修复内心创伤的六句话

我们每个人都有童年，每个人的童年都
会或多或少受到伤害。或许现在的我们已
经为人父母，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又会有

意无意地伤害过自己的孩子。那么，该如何
疗愈孩子内心的创伤？如何疗愈自己童年
受到的伤害？根据心理学家关于“内在小
孩”的相关研究及观点，以下六句话可以修
复创伤。

第一句：对不起。
这是多少孩子期盼能从家长口里说出

来的话语。孩子渴望家长那句“对不起”的
背后，无非是想得到家长的理解，证明自己
是值得被爱的。当家长意识到自己的言行
已经误解了孩子，应当及时道歉。道歉不仅
能及时消除误解，还能树立家长勇于担当、
以身作则的形象，这对孩子的影响无疑是正
面且积极的。

第二句：这不是你的错。
孩子受伤时常常伴随着恐惧、悲伤、自

责等负面情绪，往往认为自己很糟糕。这句
话传达的信息是：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我
依旧是爱你的。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孩子说
一些鼓励性的言语，效果会更好。

当指责和训斥转变成一种包容与理解
时，父母与孩子之间、孩子和他人之间的感
情，就会自然地流动起来。

第三句：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
如果说“对不起”是一颗救心丸，那“这

种事情不会再发生”就是一颗定心丸。
孩子渴望能够与家长平等、真诚地沟

通。而当天平常年失衡时，家长看似是赢
了，但孩子的心早就对父母关闭了。

第四句：我爱你。
“我爱你”这简单的三个字传递出来的

信息就是：我理解你此刻的难受与伤痛，我
愿意接纳这样的你，无论你做了什么、变成
什么样，你都是我最亲爱的孩子。

第五句：我为你感到骄傲。

有多少孩子，终其一生的努力拼搏，仅
仅为了获得家长的一句肯定。在“看到”
基础上的“肯定”是家长需要传递给孩子
的态度。但大多数的父母在孩子达不到
自己的期望时，就会表现出指责、不耐烦、
失望的态度。

第六句：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当孩子受伤时，其状态往往是退行到一

个婴儿的状态。这句话能把孩子带到与母
婴一体化的那个温暖、舒适的场景中，让孩
子在正向的体验中，修复根源于童年早期
时的创伤。

如果你已为人父母，以上的六句话，可
以多讲给孩子听，疗愈孩子的创伤、让亲子
之间的爱可以重新顺畅流动；也可以多说
给伴侣和自己，疗愈自己的“内在小孩”，用
爱和理解包裹自己、疗愈自己，拥有更加幸
福快乐的生活。 □王芳

修复童年创伤的六句话

悬疑逐渐成为外壳

罪案推理剧如何洞察人性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