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半年，《漂白》《沙尘暴》《棋
士》《黄雀》《乌云之上》《借命而生》
等诸多国产悬疑剧几乎是无缝衔
接地与观众见面，虽然剧集质量
比较稳定，播放热度却多数未达预
期。以口碑最好的《沙尘暴》为例，
豆瓣评分目前稳定在8.0分，但是
播出期间的热度却始终不温不火，
较好的口碑也未能让其成为爆款
之作。《沙尘暴》走的就是我们所熟
悉的“社会派悬疑”路线，故事的发
生地也设定在了转型时期的西北
小镇，剧情围绕着众多被时代裹挟
的小人物展开。尽管有着过硬的
故事和演员，却因为过于相似的设
定，让不少观众从一开始就缺乏新
鲜感。

其实，诸如《沙尘暴》《漂白》
《棋士》《借命而生》等国产悬疑剧
集，故事基本都发生在上世纪末本
世纪初的小镇边陲，围绕着一两代
或者几代人复杂的人际关系展开，
这些人物或多或少都有着联系与
交集。但是悬疑剧的魅力更在于

“陌生感”与“突然性”，一旦地域性
与人物关系的设定过于局限，必然
会在逻辑上造成损失、形成漏洞。
当然，悬疑剧从“陌生感”更加浓郁
的都市丛林逐渐转向“熟人社会”
的偏远县城、边陲小镇，朦胧封闭、
荒凉混乱的时代滤镜或许是很重
要的原因，这与硬汉的粗粝气质、
人性的善恶交织、命运的时代裹挟
能够形成映射。

说到这，不得不提及这类剧集
的巅峰之作——《漫长的季节》，正
是这部堪称“神作”的作品出现，让

此后的国产悬疑剧集在“社会派悬
疑”这条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并
且出现不少跟风之作。当然，观众
并不排斥“社会派悬疑”，对于剧中
一些来源于现实生活的设定能够
感同身受，尤其是隐藏其中的逻辑
和诡计，能够让观众陷入并跟随剧
情来进行猜测与推理。以《沙尘
暴》为例，剧中那些渴望逃离小镇
的芸芸众生，使出浑身解数却始终
无法真正走出，即使一度离开最终
还是回到生活的原点，这个过程中
呈现出了渴望、活力、激情和沉闷、
压抑、停滞并存的状态，因而具有
丰富的戏剧张力，在这种状态下展
开剧情自然也更受编剧们青睐，特
别是在“熟人社会”的关系网中，各
种动机更容易自圆其说，相比陌生
感、突然性更强的都市丛林，是罪
案的理想诠释场所。

与此同时，随着科技手段的介
入，犯罪逐渐被“祛魅”，特别是在
监控完备的城市之中，罪案更像是
发生在聚光灯之下。在这种现实
情况下，想要创作出“完美的犯罪”
着实不易。或许是这样的原因，国
产悬疑剧在关照现实的同时，在时
间与地域的选择上更倾向于“小镇
往事”“边陲往事”“偏远往事”等
等。除了前文所提到的那些国产
悬疑剧，近年来不乏这样的剧集，
比如 2024 年一度热播的《血迷
宫》，时间设定在了1998年，地点则
为东北小城，当时专门的缉毒警察
还没有出现，禁毒的理论和技术也
相对薄弱，而剧集正是借助这些现
实情况来增加戏剧冲突。

的确，随着监控系统的成熟与刑
侦科技的完善，国产悬疑剧在“制造奇
观”上也遇到困难与瓶颈，但是这一舒
适圈一旦进入便很难跳出。通过时间
与地域的设定，国产悬疑剧依然可以
保住舒适圈，进而在地域与叙事上重
建奇观，同时运用氛围营造与情感浓
度来掩盖剧情上的不足。

《沙尘暴》中，整个小镇总是被笼
罩在一层灰蒙蒙的沙尘之中，西北边
陲特有的地貌和气候特征也增加了孤
立决绝与苍凉粗粝的气质，这样的视
觉奇观对氛围营造与剧情推进有着一
定的作用。特别是在剧集最后，当凶
手王良驾车逃亡时，沙尘暴将他直接
吞没，从而为爱恨纠葛画上了句点。
同样，《沙尘暴》中其他一些角色的死
法也过于“求奇”。比如顶罪后出狱的
丁宝元，把妻子的情夫关乔砸死在沙
漠里，只有一颗头颅裸露在沙子外
面。而他自己在骑车回去的路上，也
被必经之路上的陷阱“高速”割喉，同
样留下了一颗头颅。

在增加奇观效果的路径上，国产
悬疑剧的时空、地域也在不断扩展，从
以往偏向于南方的潮湿、闷热，到看重
东北的萧索、寒冷，再到西北的荒凉、
粗粝，东南西北中，上山又下海，这的
确增加了剧集的丰富性与可看性，但
这些年来国产悬疑剧的逻辑细节与故
事内核并没有明显的突破与创新，似
乎过于追逐视觉奇观与情感奇观。正
因为如此，不少网友吐槽“国产悬疑剧
成了奇观控”，至于悬疑成分则是能省
则省，逻辑不够情感来凑，铺垫不足氛
围抢戏，剧情实在推进不下去就来段
背景音乐烘托一下情绪。

有网友就调侃道：悬疑剧全发生
在小城镇、破案全靠巧合、主角或多或
少都有这样那样的困境与心魔……这
样的调侃与吐槽其实点明了国产悬疑
剧在核心故事层面愈发薄弱的现实。
悬疑剧的根还在于讲好故事，主创人
员需精心策划每一个转折点，确保逻
辑严密，同时保持有足够的悬念吸引
观众。但遗憾的是，当下大部分悬疑
剧往往陷入套路化的创新中，如过度
依赖年代背景、小人物叙事和美善伦
理表达等。以《借命而生》为例，剧集
初始阶段令人眼前一亮，口碑也算不
错，但故事讲到后面却逻辑掉线、铺垫
不足、动机不明，而且试图在悬疑剧的
框架里探讨太多其他主题，最终导致
口碑“翻车”。

我们并不反感时代变革与社会变
迁中的人物命运呈现，不管是在年代
剧中还是在悬疑剧中，但要符合逻辑、
落实细节，不能空洞地展现人性中的
善恶交织。《血迷宫》中着重刻画了警
察郑北与毒贩姜小海这对“兄弟”之间
的正邪对决，人物形象相对比较丰满，
逐渐给出的成长经历让观众能够理解
人物不同的人生境遇，进而融入到剧
情之中，尽管剧集中也不乏对视觉奇
观、情感奇观的营造，而且也存在一定
的漏洞，但至少没有到口碑“翻车”的
地步。

虽然不乏《血迷宫》《沙尘暴》这样
的上乘之作，“社会派悬疑”与“小镇往
事”带来了深沉文艺与现实关照，但当
下的国产悬疑剧无疑还是陷入“复制
爆款”的套路之中，不得不通过追求

“奇观”来弥补不足，这也导致触达上
限、难有突破。

不可否认，当下国产悬疑剧市场
总体已经红海一片，竞争也会愈加激
烈，坚持创新、变换赛道或许能够搅动
已经让观众有所审美疲劳的市场。以
优酷的“白夜剧场”为例，不论是《新
生》对复杂人性的描摹，还是《边水往
事》的奇观叙事，以及拿到上半年国产
悬疑剧评分第一的《沙尘暴》，这些剧
集有缺点与局限，但凭借类型化的叙
事和创新的表达，还是给观众带来别
致的追剧体验，其中也暗藏着国产悬
疑剧的创新与突破密码。

“爱优腾”都有自己的悬疑剧厂
牌，优酷“白夜剧场”的特点在于通过

“大案”“奇案”双线片单构建悬疑宇
宙，同时借助AR技术突破第四面墙，
让追剧体验更有新鲜感。其中，“大案
系列”聚焦现实大案，将镜头对准社会
热点和民生问题，让观众跟随剧中人
抽丝剥茧，一步步走进案件背后；“奇
案系列”则以更极致更风格化的叙事，
将诡谲奇案、人性深渊与情感迷局交
织，带来颠覆传统的观剧体验。表面
上看是在类型化叙事与创新性表达上
下功夫，深层次则是对观剧体验的颠
覆性改变。毕竟，在国产悬疑剧竞争
白热化的当下，想要吸引更多观众，除
了要有足够精良的内容支撑外，还需
要有极强的用户思维，用差异化和创
新性的内容来满足不同的追剧需求。

目前，“白夜剧场”的片单中，“大
案系列”有《势在必行》《以法之名》《黑
夜告白》，“奇案系列”则有《暗恋者的
救赎》《悬案》《刍狗之血》。6部作品在
题材和叙事上进行了大胆创新，尝试
打破悬疑创作的边界，向精品化方向
发展，这恰恰契合了用户需求，让不同
喜好、年龄的观众都能找到与自身需

求适配的悬疑剧集，既能够增加用户
粘性，也能够提升厂牌认知度与市场
预期。除了内容创作上的创新突破，

“白夜剧场”还为观众带来更多沉浸式
互动体验。以AR玩法为例，观众可
以通过扫描剧集海报上的汽车、打火
机、监视器等实物线索，解锁剧集彩
蛋，实现“现实场景—虚拟剧情”的沉
浸式联动。

只有在类型化叙事与创新性表达
上下功夫，更加注重观众的追剧体验，
才能让国产悬疑剧跳出套路化、同质
化的窠臼，从而走出一条新路。首先，
国产悬疑剧的创作者要摒弃华而不
实、猎奇的套路化叙事，继续深耕现实
主义，用更厚重和更有力度的现实质
感，展现人与命运的博弈、与时代的互
动，让悬疑剧成为解剖社会症结、反思
人性困境的载体，引起更多观众的情
感共鸣。其次，在悬疑剧的框架上进
行更极致的类型化创新探索，开拓新
边界，与其他类型进行叠加融合，大胆
突破传统题材限制。另外，在叙事手
法上尝试多线叙事、非线性叙事，让观
众在烧脑解谜过程中沉浸其中。同
时，在人物塑造上赋予角色更丰富的
性格和复杂的情感，让人物更加丰满、
行为动机合理且铺垫充足。

当前，爱奇艺的“迷雾剧场”更偏
重于选择知名IP，比如《隐秘的角落》
改编自紫金陈的《坏小孩》，腾讯的“X
剧场”则更喜欢从小人物的命运出发，

“白夜剧场”则在创新上趋于极致，各
有各的喜好、策略与路径，但核心还在
于对观众追剧体验的深耕细作。作为
观众，我们乐于看到他们寻求破局之
道，也希望各大平台的国产悬疑剧主
创继续卷出新内容与新高度。

国产悬疑剧

成了

““奇观控奇观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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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悬疑剧

需注重

追剧体验追剧体验

困在“小镇往事”中的

《沙尘暴》剧照。

记者孙瑞亭

进入6月后，国产悬疑剧基本没有了太大的“水花”。回顾今年已经播出
的国产悬疑剧不难发现，类型更偏向于“社会派悬疑”，模式似乎也陷入了“小
镇往事”的循环与重复之中。

不可否认，“社会派悬疑”与“小镇往事”是近年来国产悬疑剧的爆点，但过
于集中不免会让观众感到审美疲劳。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各大平台推出的
悬疑剧有近30部，2025年上半年已经呈现“井喷”态势。让观众在对类型、模
式保持惯性与亲近的同时，只有从“复制爆款”的舒适圈与创作套路、瓶颈之中
勇敢闯出来，才能够在竞争已然白热化的国产悬疑剧市场中立足。

《血迷宫》海报。

国产悬疑剧

进入

“疲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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