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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文化产业

数字化布局
  据人民日报，文化数字化依托各类文化资源，
利用数字技术及信息网络平台实现文化传播与内容
升级，是一种具有创新性、体验性、互动性的文化
服务与共享模式。
  推进文化数字化、赋能实体经济，首先要有合
规高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数据产权制度
体系是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壮大的关键环节。加快数
据产权确权、流转、安全治理等基础制度建设步
伐，解决数据产权保护的难点，有助于提升社会创
新能力，可为包括数字文化产业在内的数字经济带
来重大发展机遇。
　　推进文化数字化、赋能实体经济，离不开数字
技术与文化的相互交融和集成创新。一批市场反响
良好的数字文化产品，如数字工业博物馆、数字文
化街区等，充分发挥出文化在激活动能、提升品
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的重要作用。下一
步，还需要集成运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快新型文化
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的发展。
　　加强工业文化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工业故
事，能够助力推进文化数字化、赋能实体经济。

明知故食就是挑战法规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网红‘吃播’濒危大白
鲨”一事有了最新进展，经当地警方调查鉴定，主
播“提子”视频中所食鲨鱼确是噬人鲨，不过，警
方并未透露噬人鲨来源，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这回“彻底翻车”，无论其是否为了流量铤而
走险、明知故犯，食用大白鲨行为已经坐实，接下
来就是惩处问题了。而就这场风波来说，笔者认
为，还有两个问题有待追问。
  其一，大白鲨到底是怎么来的？背后有无非法
猎杀、贩卖、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黑色产业
链？据悉，大白鲨是世界性分布的，我国黄海、东
海、渤海都有记录，但包括大白鲨在内的大型鲨
鱼，目前没有人工繁殖种群。涉事主播称鲨鱼“来
自正规渠道”“人工养殖”，如今来看根本站不住
脚。对此，相关方面必须一查到底。
  其二，780 万粉丝是怎么来的？一直以来，该
主播就是靠着专吃怪异食材走红。 30 斤的大土
龙、 30 斤的老虎蟹、 200 斤的大鸵鸟、 66 斤的金色
娃娃鱼……没有她不敢吃不敢拍的。明明在违法的
边缘游走，竟积攒起了700 多万粉丝，实在魔幻。
这里头，平台难辞其咎。

不能任由假录音

传播真谣言
  据北京晚报，当下网络流传着多种录音对话，
包括政务咨询类、搞笑类、举报类等等。然而，这
些录音的真实性存疑，有些甚至是提前写好的“剧
本”。据记者调查，某短视频平台上，有博主专门
传授“模仿电话里的声音”，只需原素材和软件，
就能合成一段讲电话的效果。经实测，类似带有
“剧本”色彩的录音，能够顺利通过审核、成功发
布，有的平台还能“一键同步”多个渠道。
  设计搞笑录音对话，骗的是流量；胡编政务咨
询场景，不仅误导公众，还可能中伤政府公信力。
不论是骗眼球，还是骗认知，都是假戏真骗，动的
都是歪脑筋，损害的都是社会信用。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虚假录音逾越了道德边界
甚至是法律红线，在网络平台不绝于耳，必须对其
“销音”。关于录音有没有经过剪辑、拼接、添
加，到底是实录还是篡改，应该有成熟的技术手段
和权威的鉴定机构予以甄别。网络平台也应顺应内
容发展变化，重视假录音屡屡“漏网”乱象，如果
是技术手段欠缺就当尽快补漏，如果是审核意识不
足就要加速纠偏，给录音对话内容多安几道“安全
筛”；同时，对于“一耳假”的内容，以及经证实
为篡改后的音频，应该及时进行限流、下架、封号
等处理。

司马迁是个好“记者”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司马迁写《史记》是个人
修史，工作量浩繁。十二本纪说帝王，三十世家述
诸侯，七十二列传写百家人物，还有十表八书概述
典章制度大事记，52 万字，包罗3000 年历史。那
么，司马迁写史的材料来自哪里呢？可以概括为四
个方面：我读，我听，我看，我走。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当过太史公，家里的古
书多，从小就无所不读；还能借职务之便，阅览国
家藏书、朝廷文书等。“余读”“吾读”这样的痕
迹在《史记》中比比皆是。《史记》里很多篇章写
得栩栩如生，尤其是秦汉之际的史事，好像作者就
在现场。司马迁写细节入木三分，皆因他善于从当
事人那里挖掘故事，这一点与记者的工作有异曲同
工之妙。《赵世家》：“我听冯王孙说：‘赵王迁
的妈妈是个歌女。’”《卫将军骠骑列传》：“苏
建跟我说，他们就是这样做将军的。”这些都是司
马迁听来的，还有他亲眼目睹的。《游侠列传》：
“我见过郭解，他的体貌比不上一个中等人，说话
也不引人注意。”
  徐霞客之前最能走的写作者，应该就是司马迁
了。为了写好《史记》，司马迁的足迹遍布名山大
川，上下访求历史遗迹。《五帝本纪》：“我曾经
向西到过空桐山，向北到过涿鹿，向东到过大海
边，向南曾渡过淮河长江。”这样的“我去了”
“我到了”还有很多，真可谓“不到现场不写
稿”，这种现代记者的作风，对写作《史记》大有
助力。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 朱子钰 李梦馨

  一则《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视
频，成了现象级传播爆款。故事讲述了一位年
少时意外致残的农村老人，如何在平凡的日子
里展开他隐忍坚韧的半生。视频在引起普遍的
感动后，随之即出现了激烈争论，与喜爱者的
感动针锋相对，批评者认为这不过是一碗美化
苦难的廉价鸡汤。
  舆论对二舅的态度，在“感动”与“反

感动”的两个极端。感动不难理解：二舅身
上承载着的平凡的伟大，的确令人动容。而
反感动的，则把矛头对准了所谓的“治愈了
精神内耗”。这就有些令人疑惑：让人动容
的美德，为何偏偏不能成为正向的精神鼓舞
力量呢？
  要理解这种对立，我们观照社会价值体系
的改变，或可得到较为透彻的答案：每一个社
会都有自己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追求，而且随着
客观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总的说，最基本的
价值体系无非两大类：一种是偏重于集体主
义，即集体重于个人；另一种偏重于个人主
义，即更注重个体价值的实现。
  通常来说，在艰苦时代，集体主义更容易
成为大家共同的追求。因为道理很简单，条件
艰苦会让大家很难独立生存，只有依托于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集体，才有更可靠的保障。

此时，大家就更看重集体价值，较容易形成为
集体付出、奉献甚至牺牲的信念。这也决定了
此时的奋斗，往往带有鲜明的悲情色彩，常常
与苦难相伴随。一旦摆脱了艰苦时期，进入相
对富足阶段，个体生存相对更容易、个人的禀
赋优势也更容易变现，此时个人主义就会抬
头，大家就容易转向更追求个体能力的张扬和
个体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更在乎个人权利的保
障。此时的奋斗，更多落脚在自我成就、自我
满足上，甚至带有一定的享乐色彩，甚至连这
个目标本身，都成为奋斗的前提。奋斗的脸偷
偷地改变了。
  而经过多年发展，我们的社会，正变得相
对富裕，也正进行着从短缺时代进入消费时代
的转变。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就是：对个人利
益的实现、个人幸福的获取，越来越成为人们
更重要的基本需求。于是二舅遭受的苦难，已

成为很多人的不可承受之重，大家也心生抵
触，难以入脑走心，更谈不上治愈精神内耗。
也就是说，对二舅的反感动，反的不是二舅的
美德，而是对二舅那种悲情式奋斗的排斥，是
为实现自我价值型的奋斗，呼唤更多的社会尊
重与保障。
  对二舅的反感动者，何尝不知道，二舅身
上的美德，不论对何种奋斗，都是宝贵的财
富。也正因如此，对二舅的争议，在经历感
动、反感动之后，现在又出现了反反感动。所
以围绕二舅争论的价值，不仅在于给受感动者
带来的激励与感动，同时也提醒我们，对奋斗
保障的要求高了、对奋斗收益的要求高了，这
正是时代的进步，我们要正视新形势下这种新
的价值需求，让社会为每个人搭建更符合当前
需求的、有更好保障能力、更合理运行机制的
奋斗舞台，更体现出对人的善意和温情。

奋斗的脸偷偷地在改变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孙贝儿

  2015 年，电影《唐人街探案1》叫好又
叫座，收获了一批“唐探迷”，继而有了
《唐探2 》《唐探3 》各几十亿元票房的成
功；2019 年的票房“黑马”《误杀》、 2021
年的《扬名立万》远超预期的 8 亿元票
房……悬疑风乍起，带动了网播剧题材内容
的更新。
  但近来悬疑剧翻车成了普遍现象：日
前，由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回廊亭杀人事
件》改编的悬疑剧《回廊亭》播出。作为继
《嫌疑人X的献身》后中国对东野圭吾作品
的第二次影视化改编，引发了书迷的高度期
待。然而，从综合网播量与豆瓣评分来看，
如此多的制作亮点并未赢得观众的心，吐嘈
声此起彼伏。此后，由悬疑小说《偷窥一百
二十天》改编的悬疑刑侦剧《通天塔》，开
播后亦反响平平。
  尽管中国影视剧市场的“悬疑风”已经
刮了很多年，但不得不承认，优质爆款仍是
凤毛麟角。对于大多数注水之作、跟风之
作，人们“矫揉造作”“言之无物”的吐槽
不绝于耳，也有观众感叹——— 悬疑剧的创
作，还能否自圆其说？

选题内容出现“日常化”趋势

  自 2015 年现象级网剧《盗墓笔记》
后，各色“悬疑+”题材的剧作层出不穷。
2016 年的《法医秦明》创下了13 亿的网播
量，2020 年的《隐秘的角落》引发全民观
剧，“恐怖童谣”《小白船》令人毛骨悚
然。 2022 年的《开端》更是创下23 . 4 亿网
播量的纪录，观众狂嗑白敬亭与赵今麦“反
炸 cp ”的同时，也在一集集推理中逐渐成
为“解谜高手”。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发布的数据
显示， 2020 年共有 60 部悬疑题材网剧上
线。 2021 年，在优酷、爱奇艺、腾讯3家大
厂上线的悬疑剧有20 部。今年上半年，从
各平台公布的数据来看，悬疑剧占剧集市场
的12 . 16%。
  “悬疑风”劲吹，考验着编剧与导演构
建悬念的能力。“悬念并非吊人胃口的拍摄
手法与花哨夸张的特效设计，而是对罪犯、
侦探、受害者关系的巧妙设置与剧情演
绎。”娱评人钟楠认为，悬疑剧常与法律案
件或悬案故事结合，预测凶手成为观众追剧
的核心动力，而爆火的悬疑剧无一例外都有
一位意料之外的始作俑者。例如《隐秘的角
落》中的张东升，《开端》中在众多乘客中
最不起眼的“锅姨”陶映红。“越是欲盖弥
彰越是吸睛。如此设置，才能让观众在猜不
到还想猜的悬念中与剧情持续互动。”钟
楠说。
  国产悬疑剧的选题内容，也开始出现
“日常化”“生活化”趋势，注重现实思考
与人性剖析的“社会派”悬疑剧走向台前。
参与过几部悬疑剧创作的编剧向君告诉记
者，20 世纪90 年代至21 世纪初，国产悬疑
剧的剧情设置仍偏向于现实案件、历史案件
的改编，出现了《一双绣花鞋》《重案六
组》《少年包青天》《大宋提刑官》
等多部优秀悬疑剧作，但由于重
大案情的戏剧化剖析与观众
的日常生活关联性不强，

此等佳作仅受到悬疑剧迷的追捧，并未引发
“出圈”热议。近几年引发“全民追剧”的
口碑悬疑剧，往往将故事背景设置于普罗大
众的日常生活中：案发现场近在身边，或是
菜市场，或是学校操场；剧中人物的社会背
景稀松平常，或是职场同事，或是隔壁友
邻，或是并不起眼的班级同学。如此“悬
疑”，让观众代入感更强，观剧效果更佳。
“由此可见，不论何种题材的创作，把握好
内容的贴近性，就能拿捏市场。”向君
认为。
  创作风口之上，有心的编剧也将极具关
注度的社会议题与悬疑题材结合，直面现实
问题。《摩天大楼》揭示职场歧视、家庭暴
力等当代女性困境；《隐秘的角落》反映边
缘儿童的生活现实与社会福利体制的缺陷漏
洞；《无证之罪》则拍出了社会底层小人物
的众生相。现实感带来的“自我关联”更能
引发观众的全情投入，对社会议题的焦虑也
在观影、观剧过程中得到一定程度上的
消解。

扎堆拍摄带来的“悬疑+”

  从近三年的收视率和豆瓣评分榜单来
看，悬疑剧题材一度成了口碑保障。据灯塔
数据，2022 年，在5部豆瓣评分超过8分的
各类题材剧集中就有悬疑剧《风起陇西》。
  悬疑剧之所以能保持高度的用户黏性，
关键在于层层揭秘的剧情设置满足了观众
“破案”的参与感与解谜的成就感。无论观
众是不是资深“悬疑迷”，悬疑剧都能用悬
念与暗示性信息来调动观众的好奇心。与推
理小说通过人物独白增添案件细节不同的
是，影视剧会通过拍摄技巧模糊关键性信
息，或者预留伏笔引发猜测。例如，《隐秘
的角落》中朱朝阳和严良在给张东升照相机
内存卡时，望风的普普假装站在书架旁看
书，书架上放着《三只小鸡》的故事书，暗
示了“狐狸”张东升终会对三个孩子不利。
  悬疑剧带给观众的是如同侦探破案一般
在观察细节、搜寻线索中一步步逼近事实，
最终获得真相的成就感。“这其实也投射
出，近年来文化消费对用户体验感的强调与
附和。比起苦情戏的共情痛哭，探秘感、惊
恐感的心理活动似乎更容易被创作者把
握。”钟楠说，与其他题材相比较，悬疑剧

作的服化道、灯光、音乐营造的氛围感显得
尤为重要。
  一类题材的扎堆拍摄会带来“重量不重
质”的问题。据相关数据统计，2021 年全
网共上线悬疑网络剧39 部，较2020 年的上
线数大幅度减少。从上线作品的平均正片有
效播放来看，2021 年仅有一部古装悬疑剧
《风起洛阳》播放量破10亿，这与2020 年2
部作品破20 亿、 6 部作品破10 亿的成绩形
成了强烈的对比。
  此类窘境并没有削减导演、编剧拍摄悬
疑片的热情，而是另辟蹊径玩起了“悬疑
+”。“悬疑+爱情”“悬疑+家庭伦理”
“悬疑+职场”纷纷上线。例如，《江照黎
明》《回廊亭》这样的“她悬疑”，用悬疑
外衣包裹时下最流行的“女性话题”，引发
了女性观众的关注与讨论。
  但并非所有加法都有意义。《回廊亭》
因编剧过分“添油加醋”的本土化魔改而翻
车。剧中杂糅爱情、复仇、商战、职场等多
种元素，还找来颜值主演助力，但却大受网
友吐槽：“悬疑”二字体现不深，拍成了恋
爱甜剧。

还有多少想象空间

  到底怎样才能拍出合观众口味的优质悬
疑剧？这其中也有规律。从《法医秦明》
《白夜追凶》可以看出，观众对悬疑剧最基
本的期待就是体验破案的成就感。作为悬疑
剧最基本的操作——— 破案、追凶是编剧发挥
想象力的关键。再看《隐秘的角落》，有深
度、有层次且出其不意的人物设置是令观众
欲罢不能的重要原因：本该是读书年纪的初
中生朱朝阳却是借刀杀人的凶手；长相忠厚
老实的数学教师却亲手将岳父岳母推下悬
崖……“但这种脊背发凉的观感，是一过性

的，甚至是无法重复的。即便二刷，也无法
重新获得。这对新作品的原创能力是极大的
挑战。”向君认为。
  “特别是近两年，此类作品海量呈现的
背景下，内容垂直类受众甚至能够对悬念埋
线、剧情走向等产生合理的预判。精品力作
把观众对于悬念、揭秘的期待值提升到了一
定的高度。这就导致一些低水平的制作，想
在悬疑播放热潮中蹭热度博流量愈加困
难。”钟楠说。
  烧脑也好，意外也罢，真正能留住观众
心的还得是通过悬疑剧传递出的人文关怀。
悬疑剧的特殊性在于既需要直白揭露现实问
题，又需要通过人性化、艺术化的手段传递
社会温暖。“口碑炸裂的作品，大都并非因
为结局多么出乎意料，而是从现实主义出
发，通过对社会事件的深度挖掘，引发观众
对人性、人生更深层次的思考。”向君拿
《误杀》举例，“以情动人的基准是不能动
摇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制造紧张感，才会
让一切可以制造的悬念合理，叙事更加顺畅
并引人入胜，整个作品才会变得更加有高
度、有意义。”
  强调人文主义的表达也体现在对小人物
的内心刻画上。这或许是未来该类题材创作
的突破口。在推理小说中，更能引发受众共
鸣的往往是各色普通人的行为动机。例如，
《开端》中的王兴德、陶映红夫妇。一位是
公交车司机，一位是中学化学老师，看似普
通的夫妻却深藏着女儿遇害，惨遭网暴的痛
苦过往。随着公交车爆炸案的真相浮出水
面，对“性骚扰”“网络暴力”等社会问题
的拷问引发讨论。可见，对最普通的人物群
像的现实刻画才能激发网友的集体共情。毕
竟，观众好奇心被满足的同时，可以获得对
社会问题的反思，感受到人性的温暖，才是
一部悬疑佳剧应有的态度。

悬疑剧还能否自圆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