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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国产悬疑剧持续
井喷的同时，“历史悬疑”这条赛
道也好不热闹，出现了多部高口
碑作品，而且多数都改编自热门
小说，比如马伯庸的《长安十二
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风起
陇西》《长安的荔枝》、冶文彪的
《清明上河图密码》、魏风华的
《唐朝诡事录》以及南派三叔的
《藏海戏麟》等等。历史悬疑小
说及其影视改编作品的出现与
走红，根本原因还在于其精准击
中了受众的多重深层需求，尤其
是近期随着《藏海传》《长安的荔
枝》的热播，众多网友又掀起了
对原著小说的阅读热情和细节
“考古”热。

可沉浸可沉浸能代入能代入

在运用现代思维进行重构的同时，不少
历史悬疑小说会巧妙地将线索散落在历史
细节中，鼓励读者跟随主角一起思考、推理、
解谜，增强了读者的参与感和代入感。以南
飞雁《汴京听风录》的为例，作者在北宋开封
构建了一出“无间道”。全书以北宋仁宗天
圣九年为时间基点，讲述一个在“澶渊之盟”
若干年后发生的惊心动魄故事。那些宋代
重臣与官吏们、隐侠与隐士们，在虚实相交
中用生命擦出刀光火花来照亮历史。多方
角力，谍影交织，一触即发，作者巧妙地利用
每个角色背后隐藏的秘密，编织出一张张紧
密相连的网，使读者仿佛置身其中，感受着
每一次转折带来的冲击。

“这本书非常好看，画面感强，紧张悬
疑，知识密度很大，每一篇末都有钩子，下了
大功夫，我已入坑，每日必看。”“本书集知
识、传统、历史于一体，既具有专业作家考据
功底，又具备影视作家结构功底，是一部不
可多得的佳作。”浏览豆瓣书评不难发现，不
少读者给予了《汴京听风录》相当高的评价。

以历史背景为基底，运用现代思维与元
素，将线索埋入历史细节与空白之中，先精心
设置种种悬念，再进行技术性拆解，历史悬疑
小说的精彩之处就在于此。以往我们看传统
历史小说就像沉浸在一幅精心绘制的历史长
卷之中，更多是感受历史的厚重感、史诗感与
复杂性，如今阅读历史悬疑小说更像是在厚
重、史诗与复杂中寻找那些细微且未曾被发现
的谜底，这种主动探索的模式恰恰契合了网络
一代“娱乐化学习”的心理，即通过娱乐载体实现
认知效率与情感满足的双重提升。

历史悬疑小说及其影视改编作品往往需
要对各种历史细节进行还原与填补，这让不
少网友感叹“奇怪的知识增加了”。比如，《清
明上河图密码》中就复现了北宋汴京的虹桥、
酒楼、瓦舍勾栏等技术细节，《长安的荔枝》呈
现了唐代“暖耳”、披袄及面靥妆等，《藏海传》
则用建筑学、天文学知识替代传统探案推
理。此外，大数据分析、城市跑酷等现代技术
思维“穿越”到古代也成为重要看点，既满足
观众对“历史”的想象，也为悬疑情节提供可
信的叙事基底，吸引人观看和进一步探究。

小切口小切口能共情能共情

历史悬疑小说的一大特点在于以小切
口探寻大历史，通过对诸多细微之处的剖析
来呈现时代大潮下的芸芸众生，马伯庸的作
品比较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对“微观历史视
角”的丝滑运用，每每从历史的缝隙中发现
那些被遗忘的小人物和故事，总能带给读者
深刻的感悟。以《长安的荔枝》的为例，通过
九品小官李善德如何克服重重困难从岭南
运送新鲜荔枝到长安的故事，串联出了上至
朝堂高官、下至黎民百姓身上的不同故事，
在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中戳中
了现代职场人的痛点，尤其是李善德从绝望
到破局的心路历程，也成为许多职场“牛马”
心理重建的教科书。

据报道，《清明上河图密码》作者冶文彪
花了整整十年时间研究宋史，查阅了数千万
字的宋史典籍，最终才细致地还原了北宋末
年的社会生活场景。通过一个个小人物的
命运，折射出整个北宋的兴衰，作品通过市
井百态反映社会全貌。故事中的每个人物
都有名有姓，有自己的故事，这些普通人的
生活构成了北宋社会的缩影。这样充满烟
火气的普通人视角，不仅能徐徐展开历史画
卷，也能让读者和观众更容易共情人物的处
境和命运。

正因为如此，当受众在看这些作品时，
能够被“赵不尤一家人”互相扶持、共同面对
困境时的温情所触动，也能够被敦厚老实、
忠于职守的李善德“功败垂成”的艰辛所破
防。“张颂文（在《清明上河图密码》饰演主人
公赵不尤）简直演活了大宋底层打工人！”

“比想象的好，演员表演一流，非常共情李善
德。”从一些观众的评论也能看出其中的共
鸣与共情。

在能够引发共情与共鸣的同时，历史悬
疑小说因剧情紧凑、逻辑清晰与冲突强烈等
特质，成为影视改编的热门选择。相对于历
史正剧、古装玄幻等题材往往需要大场面和
复杂设定，历史悬疑小说更注重“短平快”的
节奏，因而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加上改编
空间较大，更便于影视化呈现。与此同时，
通过影视与文旅的融合发展，历史悬疑小说
及其影视改编作品也正在形成一条完整的
IP链条，带火了多地的文旅，比如北京、西
安、洛阳等地，在剧组搭建的场景基础上，引
入虚拟技术，以感官模拟的方式让游客沉浸
式体验破解诡案的过程，使虚拟案件现场变
为可触可感的文旅空间，推动地方文旅从

“景点观光”升级为“文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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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历史背景的厚重感，又有悬

疑推理的紧张感，这种因“混搭”而来
的独特阅读体验，正是历史悬疑小说
的魅力所在。不同于完全架空世界里
天马行空的想象，真实历史事件在给
作者提供坚实创作基底的同时，既为
受众带来了几分对历史的熟悉感，也
衍生出几分对重构的好奇感。在此基
础上，悬疑推理的桥段设定能够加快
叙事节奏，这非常符合现代人的阅读
习惯与预期。

在阅读马伯庸的作品时，能够发
现他把好莱坞类型片的叙事技巧融入
其中，比如《长安十二时辰》很明显借
鉴了美剧《24小时》的叙事框架，同时
将反恐、谍战这些现代元素完美融入
历史背景之中，简洁紧凑的叙事和紧

张刺激的节奏很容易激发阅读与观看
兴趣。此前有网友在剧评中写道：“一
口气看了5集，剧情非常紧凑、设计考
究，背景格局较大，制作比较精良，尤
其在还原唐代繁华盛景上相当让人服
气。随着剧情的展开，故事里多方势
力逐渐显露，叙事简洁明快，同时还能
交代得很清楚。”

传统历史小说注重史料，行文不
免显得“一板一眼”，历史悬疑小说则
会对史料进行一些现代思维的重构。
比如马伯庸在《风起陇西》中就将诸葛
亮流放李严的史实进行了重构，让陇
西大地上魏蜀两国的执拗男儿展开了
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战争，通过在真
实框架内注入谍战、职场等类型元素
的手法，既满足了解谜的爽感，又保留

了历史的厚重感。冶文彪的《清明上河
图密码》则以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为
基底，重新构建了一个复杂的悬疑世
界，让读者在北宋汴京的繁华景象之
中，沿着作者精心布置的谜面一个接一
个地解开“连环套”。

魏风华的《唐朝诡事录》基于唐代
志怪笔记，将诸多散落的唐朝奇闻逸
事进行整合，进而以单元故事集的形
式呈现，让读者去探寻那个明丽时代
背面的幽暗诡异的故事。“唐朝诡事录
后劲太大了，我反复看到第三遍。”“一
个探案剧，居然搞出这么精彩的戏码，
确实精彩。”“这部剧，是我看到海报就
想追的程度，也太有质感了吧！”从网
友的评论来看，不光原著深受喜爱，剧
版也相当精彩，从而引发追剧热潮。

节奏快节奏快易阅读易阅读

让历史成为可参与、可
延续的生活场景，让现代人
能从历史中汲取知识和智
慧，让古今可以共情，一些
优秀的历史悬疑小说及其
影视改编作品提供可供参
考的样本。当然，想要实现
这样的目标，核心还在于必
须抓住“能够穿越时空，在
不同艺术形式之间流动而
持续吸引大众的东西——
人性”。其实，无论是哪种
艺术形式，不管是小说还是
影视，两者之间的转化不能
被简单理解成 IP改编，而
是创作者依循不同艺术形
式的规律，感知社会与人，
并对时代中的种种变化做
出自己的回应。

让观众看懂剧情，在很
短暂的时间里就能产生共
情，这是创作者们当下必须
要面对的严峻挑战。能不
能唤醒大众的好奇？能不
能达到情感的链接？能不
能引发受众的深度思辨？
这些对于历史悬疑小说及
其影视改编作品是非常重
要的考量，尤其是要考虑商
业性与艺术性的融合性。

马伯庸在一次采访中
讲道，他有一次参加陕西历
史博物馆的采访活动，被邀

请在所有文物中随便挑一
件展品讲5分钟。就着玄
奘大师的画像，他讲了一个
唐僧晚年回到家乡，在40
多年未修的祖坟上痛哭流
涕的故事。走出场馆后，他
发现刚刚拍摄的编导们等
车的时候都在打电话。一
问才明白，在听完玄奘的故
事之后，他们无一例外地也
都想起了自己远在家乡的
爸妈，迫不及待地想要联系
他们，不说什么重要的事
情，只是简单的问候。

“过去和今天彼此之
间的联系并没有那么缺
失，从古至今，种种想法和
故事被反复地讲述，我们
始终处在一种理解历史的
状态当中。因此，影视创
作者最重要的工作，也是
要在包括文学名著的各式
题材中找到‘当下性’，找
到和现在的人情绪相通的
东西。”马伯庸在采访中说
道。的确，以小切口探寻
大历史，通过对诸多细微
之处的剖析来呈现时代大
潮下的芸芸众生，让受众
与这些不起眼、被遗漏、被
忘记的人物产生情感链
接，体悟到“当下性”，进而
引发深刻的共鸣与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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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密码》剧照。

《长安十二时辰》海报。

易烊千玺饰李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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