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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文 斌

摘 要 ： 悬 疑作 为 叙述 的 普遍特征 难 以 作 为 类 型 描 述 ，
而 悬 疑剧 作 为 类

型 剧 却 又 有 形 式 共 性 。 因 此 ， 本 文 试从 形 式 分析 入 手 ， 将
“

真

相
”

作 为 悬 疑剧 主 导 风格 与 概念界定 的 关键词 ， 并在 此基础 上 ，

剖 析 国 产 悬 疑剧 的 叙述程 式 ， 归 纳 出 个人 与 集 体 、 善 与 恶 、 真

相 与 谎 言 这三 重 价值旋 涡 。 国 产 悬 疑剧 的 异 质 性 恰在 于 颠 倒 价

值旋涡排序 ，
从 而 与 实 在世界形 成 对照 ， 满 足 了 观众僭越 常规 、

获取真 实 的 意 义 冲 动 ， 由 此 也 映 射 出 后 真 相 时 代 大 众 的 情 感

结 构 。

关键词 ： 悬 疑剧 真 实 后 真相 情 感 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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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一种类型 的悬疑 片 或悬疑剧 ， 其定 义 始终边 界 不 明 ， 究其原 因 ， 悬

疑作为类型描述本身就 是 空 泛 的 。 悬 疑 ， 就其字 面义 而 言 ， 关涉
“

悬念
”

与

“

疑 问
”

两个关键词 。

一方面 ，

“

悬念
”

指
“

欣 赏戏剧 、 影视剧 或其他 文 艺 作

品 时 ， 观众 、 读者对故事情节发展 和 人 物命运 很想 知 道 又 无从推 知 的关切 和

期待心理
”

（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语言研究所词 典编 辑 室 ，
２ ０ １ ６

，ｐ
．１ ４ ８ ５ ）

。 换言

之 ，

“

悬念
”

显 露 的是文本与接受者之 间 的关系 ， 且通 过制造 两者 的 区 隔来 生

成表意 的 张力 。 另
一方面 ，

“

疑 问
”

肇始于叙述形式 阻断或 延缓 真相 的解 释 ，

即
“

疑 问
”

处理 的是文本 内 部 的 叙述策 略 问 题 ， 通 过破坏事件 因 果链 的 完 整

性制造 意义 的悬搁 。 两相结合 ，

“

悬念
”

的 心理层肇始于设置
“

疑 问
”

的 叙述

层 ， 且叙述形式又 引 发个人 ／社群对真相意义 的 阐 释 。 总结来看 ， 悬疑是所有

叙述作 品 的共性 ， 也是文 艺 作 品 与接 受 者之 间 的 普遍关 系 。 基于此 ， 本文试

图 界定作 为一种类型 的 国 产悬 疑剧 ， 通 过剖 析其兴起与 繁荣 的 原 因 ， 探究叙

述形式背后潜藏 的价值旋涡 ， 由 此指 明 后 真相 时代 当 代 观众 的 情感结构 与 意

义需求 。

一

、 悬疑的兴起与真相 的离场

国 产悬 疑剧 的 繁荣 以 《 隐 秘 的 角 落 》 （ ２ ０ ２ ０ ） 为 典型 ， 该剧 引 发 全 民 热

议 ， 也 映射 了 民众情感 需 要 的 集 体 满 足 与 释放 。 在 此 之前 ， 《 少 年 包 青 天 》

（ ２ ０ ０ ０ ） 、 《 神探狄仁杰 》 （ ２ ０ ０ ４ ） 、 《 大宋提刑 官 》 （ ２ ０ ０ ５ ） 等 已 开古装悬疑剧 的

先河 ， 《 法 医秦 明 》 （ ２ ０ １ ６ ） 、 《 白 夜追 凶 》 （ ２ ０ １ ７ ） 、 《无证之罪 》 （ ２ ０ １ ７ ） 展 现

了 悬疑剧作为类型剧 的成熟 。 随着 《 隐秘 的 角 落 》 的爆 火 ， 爱 奇 艺
“

迷雾剧

场
”

不断推 出 佳作 ， 《沉默 的真相 》 （ ２ ０ ２ ０ ） 、 《八角 亭迷雾 》 （ ２ ０ ２ １ ） 、 《 回 来 的

女儿 》 （ ２ ０ ２ ２ ） 、 《 尘封 十 三 载 》 （ ２ ０ ２ ３ ） 等 巩 固 并强 化 了 悬 疑 剧 的 市 场 布 局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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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 漫 长 的 季节 》 （ ２ 〇 ２ ３ ） 、 《 繁 城之下 》 （ ２ 〇 ２ ３ ） 、 《 三 大 队 》 （ ２ 〇 ２ ３ ） 、

《黑土无言 》 （ ２ ０ ２ ４ ） 等剧延续并强化 了 国 产悬 疑剧 的 繁荣态势 。 国 产 悬 疑剧

的井喷式生产 ， 加上 观众 的持续性期 待 ， 使得对 国 产悬 疑剧 的 研究成为 一种

理论要求 与现实必然 。

国 产悬疑剧 的兴起与繁荣 ， 不 只 是某种类 型 剧叙述程式 的 成功 ， 更重要

的 是特定叙述形式满足 了 观众 的 某种 意 义 需求 与 情感期 待 。 举例来说 ， 肥皂

剧 的成功立足 于观众对意义 浅 化 的需求 ， 现 实 过 于沉重 ， 肥皂剧 的 浅 薄恰可

以让观众放弃深度思 考 的 压力 ， 满 足其放松 的 意 义 期待 。 与之相 反 ， 正剧 的

成功往往建基于某种严肃思 考 的 需要 ， 比 如 历史 剧 对历史 经验 的 总 结 ， 战 争

剧对 民族正义 的 宣扬 ， 反腐剧对社会 问 题 的 关切 。 不 同 类 型 剧 自 有 其形式特

性与意义追求 ， 悬疑剧作 为一种类型 的 崛起始终与 观众特定 的意义需求 相关 ，

这也恰是本文剖析 的重点 。

为 了研究对象 的 明 晰 ， 我们仍需要先对作 为一种类型 的悬疑 片 ／剧确 定定

义 ， 因 为 现有定义始终存在边界过宽 的 问 题 ， 如
“

影 片 中 的人 物将 面对什 么

样 的未来 ， 影片 将讲述什 么 样 的故 事 ， 对 于端坐 于影 院 中 、 等待 影 片 在银幕

上呈现 的 观众而言 ， 始终处于未 知状态 。 从这个 角 度来说 ， 所有 的 电影都 可

称之 为
‘

悬 疑 电 影 （邱振 刚 ，
２ ０ ２ ０

， ｐ
．７ ４ ）

。 这一 判 定 将
“

悬 疑
”

意 义 泛

化 ， 无 限度地放宽 了 类 型 的定 义 ， 也抹 除 了 类 型 的 边 界 。 又 如
“

只 要 以 悬 疑

构置叙事 ， 基本都可 以 冠之 以 某某悬 疑 片
”

（杨 晓林 ，
２ ０ １ ９

， ｐ
．３ ０ ）

， 凸 显 了

悬疑作 为叙述必备要素 的特点 ， 但也消 解 了 悬疑剧作 为一种类型 的确定性 。

上述边界过宽 的定义 ， 搁 置 了 主 导风格 的 制 约 性 ， 由 此 丧失 划 定类 型 剧

的理论效力 。 换言之 ， 不 同 类 型 的 影视剧 自 有其形式风格 ， 且 由 某种形式风

格 限定类型特质 ， 再者 ， 这些 形式风格可 以 相 互组合 ， 且 不妨 碍 主 导风格 的

判定 。 例 如古装奇幻剧 或现代奇幻 剧 的 主 导风格 始终为 奇幻 ， 故 事 背景变换

无法动摇类型剧 的本质 。 但 由 于
“

悬疑
”

作 为 叙述策 略 过 于普遍 ， 将其作 为

主导风格就需要 限定
“

悬疑剧
”

在叙述形式上 的 特质 ， 以 免边 界 过 宽导致定

义泛化 。

事实上 ，

“

类型最重要 的特征之一就是故事可 以 不断上演并且有 可 以 因循

的规律或传统 ， 观众从 中 可 以 预期一部类型 电影 中会发生什 么样 的故事
”

（普

林斯 ，
２ ０ １ ８

，ｐ
．２ ６ ７ ）

。 这指示 了类 型判定 的 双重标准 ： 形式重复 与 观众预期 。

对应到悬疑剧这一类型 ， 形式上 始终在重 复 的 规律 或传统就 是剧 中 人物 始终

在追寻
“

真相
”

， 而观众预期 的结果就 是剧 情结 尾揭 示
“

真相 是什 么
”

。 换言

之 ， 悬疑剧 的 主导风格始终 围绕着
“

真相
”

这一关键词展 开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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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 ， 悬疑剧作 为 一种 类型 的 确认仰 赖 于
“

真相
”

的设置 ， 这使得

悬疑剧 始终具备一种结局 导 向 的 类型 要求 。 也就 是说 ， 贯穿悬 疑剧 的核 心 策

略就是设置谜 团并揭 露真相 ， 不论这 中 间 加 人爱 情元素 、 科幻设定 ， 还 是穿

越情节 、 喜剧效果 ， 观众对于该类 型 的 辨识就 是故 事
“

真相
”

存疑 ， 以 及对

于故事结局揭秘
“

真相
”

的 预期 。 总结来 看 ， 悬 疑剧 就 是 以 真相存疑 与 揭 秘

为 主导风格 的 电视剧 。 这一形式特征使得悬 疑剧 惯 常与 刑 侦题材绑 定 ， 迎合

观众对于
“

凶 手是谁
”

的好奇与探索欲望 。 但需要注意 的 是 ，

“

真相
”

的设定

往往是多样 的 ， 并不 限于 主体定位 ， 还包括时 间 、 地 点 、 目 的等要 素 。

当 然 ， 好奇
“

凶 手是谁
”

只 是最 浅 层次 的 意 义 期 待 ， 悬 疑剧 暗合 的 深层

次动 因 是观众对真实意义 的渴望 。 从符号学 的视域来看 ，

“

真知 ， 是任何意义

理论 的核 心 问 题 ， 追 求 真 知 也 是 人 的 意识 活 动 的 最 根 本 的 动 力
”

（ 赵 毅衡 ，

２ ０ １ ６ ， ｐ
．７ ８ ）

。 这种对于真实意 义 的 追求 与探索 ， 是人确 立 自 身存在 的基 础 ，

即 主体性确认 的前提 。 事实上 ， 悬 疑剧 以 类 型 剧 的 叙述形式建构 了
一个稳定

的 意义世界 ； 在这个意义世界 中
“

真相
”

是稳定 的 ， 且绝对 不会空 缺 。 这与

现实世界形成 了 鲜 明 对照 。

反 观现 实 ， 后 现 代话语 消 解 了 宏 大叙事 ， 真理 、 真 实 、 真相 等 与
“

真
”

相 关 的 意义遭遇解构 。 蓝江指 出 ：

“
一旦客观性原则 和理性原则 不再成为接近

真相 的途径 ， 人们就会摒弃 向 外部 寻 找 的 事 实性依靠 ， 从而转 向 内 部 ， 寻求

内 心 中 的慰藉 。

”

（蓝 江 ，
２ ０ １ ７

， ｐ
．１ ３ ） 但 是 ， 向 外 寻 找 或 向 内 探寻 的 二元划

分并未涵盖全域 ， 影视剧 提供 了 现 实 的 拟像 ， 制 造 了
一种 拟像真实 ， 这使得

人们对真实意义 的获取有 了
一 条折 中 路径 。 换言之 ， 影视剧 制 造 了

一个拟像

世界 ， 既非实存 的外部世界 ， 也非想象 的 内 在世界 ， 它介 于 两 者之 间 ， 让观

众站在全知视 角 审视并获取其真实性 ， 由 此满 足 观众对 于 真实 意 义获取 的 稳

定感 。

在悬疑剧 制造 的拟像世界 中 ， 真实 的 意义标准 与 判 定 是稳定 的 。 从空 间

上看 ， 影视剧
“

向 我们呈现 的 ， 始终是一个画框里 的世界 。 画框 （银幕边缘 、

摄影机取景器 ） 成 为 一 个 观 众 无法 超 越 的 、 先 在 的 选 择
”

（ 戴 锦 华 ，
２ ０ ０ ４

，

Ｐ
．２ ）

。 也正是 由 于 画 面框架 的 限定 ， 这个拟像世界 的 边 界变 得 清 晰 ， 让观众

始终有一个获取真实意义 的 锚点 ， 真相 也 始终在框架之 内 ， 逃 不 出 观众 的 总

体视域 。 从时 间 上看 ， 拟像世界 中 所有事件 的 因 果链最终会得到 澄 清 ， 不 同

人物 的 活 动轨迹得到完整 串 联 ， 观众基 于人 物选择 与 事件动 态 可 以 导 向 实在

的价值判 断 ， 且这一判 断扎根 于真相 。 总结来 看 ， 悬 疑剧 的 类 型 风格与叙述

形式为 真实意义 的生产提供 了 一个稳定 场域 。 外部世界 真实 意 义 的 模糊 ， 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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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会推动悬疑剧 的生产与传播 。 观众对 于 真相 的 渴 望 ， 恰恰反衬 出 他们 对周

围世界真实性 的 怀疑 。

二
、 叙述 困境背后 的价值旋涡

影视剧构建 的拟像世界为 民 众投射情感期 待提供 了 路径 ， 而 国 产悬 疑剧

的兴起正 映射 了 当 下人们对于真实 意 义 的需求 。 悬 疑剧 作 为
一种 类 型 的 独 异

性 ， 不仅在于叙述过程 制 造 真相 的 迷雾 ， 更在 于叙述结 果 澄 清 真相 的 本质 。

具体而言 ， 在悬疑剧叙述 的 第一个层 面 ， 叙述过程 制 造 的各种谜 团 ， 反 映 了

人与实在世界之 间 的 意义关 系 ， 即 每个人 总 是 受 制 于个人视 角 ， 难 以 把握世

界 的真相 ， 因 此 ， 叙述展 现 的 真实总 是有 限 的 ， 剧 中 人 物 总 是无力 的 。 在悬

疑剧叙述 的第二个层 面 ， 观众可 以 跃 出 主人公 的 视 角 局 限 ， 综合 不 同 人 物视

角 下 的事实 ， 掌握多重视 角 凝合 的 真实 ， 获得凌 驾 于剧 中 人 物 的 权力 感 。 因

此 ， 真实虽是局部 的 ， 但观众通 过重组真实获得 了 意 义 满 足 。 悬 疑剧这两个

层面 的叙述形式恰恰契合 了类型判定 的 双重标准 ： 形式重复 与观众预期 。

从叙述形式来归 纳悬疑剧 的 类型 特征 ， 需要着重考量 四个谜 团 ： （ １ ） 凶

手是谁 ？ （ ｗ ｈ ｏ ）
； （ ２ ） 凶 手为何犯罪 ？ （ ｗ ｈ ｙ ）

； （ ３ ） 凶 手在 哪 里 ？ （ ｗ ｈ ｅ ｒ ｅ ）
；

（ ４ ） 怎 么抓住 凶 手 ？ （ ｈ ｏｗ ）
。 国 产悬疑剧难 以 绕开对这 四个谜 团 的 程式设定 ，

同 时也 陷人 了 这 四个谜 团 程式 的 限制 。 具体 而 言 ， 国 产悬 疑剧 总 是会 同 时 聚

焦几个 问题推进 ， 而 随着 四个 问题 的 全部解决 ， 真相 最终得 以 揭 示 。 与之相

较 ， 韩 国 电影 《杀人 回忆 》 始终没找到 凶 手 ， 此类叙述形式上 的先锋 性 为 国

产悬疑剧所排斥 。 究其根 源 ， 国 产悬 疑剧 的 真相设定一定要满 足 观众对于 真

实意义 的确定诉求 ， 如果遗漏其 中 任何一个谜 团 ， 悬 疑剧 本身所要建构 的 真

实意义也就被消 解掉 。

国 产悬疑剧 的繁荣依托于 真实 意 义 的稳定输 出 ， 而 真实 意 义 的 呈现 又 仰

赖 于 固 定叙述程式 的重复 。 作 为 悬 疑剧 类 型 特征 的 四个谜 团 ， 始终 以 形式羁

绊 限定 内 容输 出 ， 只 要有 一个谜 团 存疑 ， 该剧 就无法结束 。 换言之 ， 真相 必

须 以完 备 的形式呈现 ， 才 能让观众获得 意 义 满 足 。 凶 手 的 动 机不 明 ， 抑 或 凶

手没有被捉拿归 案 ， 这类形式 的 欠 缺会导致叙述文本 的 断裂 ， 而 断裂导致 的

价值观崩 塌难 以 契合普通 观众 的情感结构 。

“

文化始终都是在不断形成 的 过程

中 ， 而
‘

情感结构
，

也处于不断形成 的 过程 中 ， 它集 中 反 映 了 一代人 在 日 常

生活 中 所体验到 的 意义与价值 。

”

（ 汪 民安 ，
２ ０ １ １

， ｐ
．２ ４ ４ ） 对于此种情感结构

的分析 ， 恰可 以 指 向 当 代 中 国 人 总体价值观 的 意义排序 。

当 代 国产悬疑剧 的价值划 分不再是纯粹 的二元对立 ， 换言之 ， 不 同 价值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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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的合理性得 以并置 ， 观众 的 意 义 阐 释也 不再是非 此 即 彼 的 选择 。 在此基 础

上 ， 国 产悬疑剧 又对不 同 的价值旋涡 进行 了 排序 ， 由 此契 合 当 代 中 国 人 的 情

感需要 。 也正是通过对剧 中 价值旋涡 的 辨析 ， 本文试 图 澄 清 阐 释社群达成 的

文化共识 。

所谓价值旋涡 ， 是指 两种 不 同 的价值观产生冲 突并形成解释旋涡 ，

“

两套

元语言互不退让 ， 同 时起作用 ， 两种 意 义 同 样有 效 ， 永远无法确定 。 两种 解

释悖论性地共存 ， 并不互相取消
”

（ 赵毅衡 ，
２ ０ １ ６

，ｐ
．２ ３ ４ ）

。 对应到悬疑剧 中

的价值观设定 ， 主要包含 三类价值旋涡 ， 即 个人 与 集体 、 善 与 恶 、 真相 与谎

言 ， 它们 两者之 间彼此 冲 突却 自 有其合理性 ， 这也使得悬 疑剧 谜 团 的设定要

根据价值旋涡来排序 。

悬疑剧 的第一层价值旋涡 是个人 与集体 。 凶 杀 案 的 发生就 是个人对 家庭

结构 的 瓦解 ， 凶 杀制造 的死亡也会 引 发集体恐慌 。 悬 疑肇始 于某个脱离社会

秩序 的个体 ， 悬疑 的揭秘在于找 出 并 消 除这个不安 全 因 素 。 而 国 产悬疑剧 有

意制造个人与集体 的 价值旋 涡 ， 冲 击 固 有 的 价值 序 列 。 在 《 无证之罪 》 中 ，

杀人 凶 手骆 闻 曾 经是法 医 ， 制造
“

雪人杀人案
”

的 目 的是 引 出 多年前 的 罪犯 ，

也就是说 ， 杀人 的 目 的 是 找 出 凶 手 。 骆 闻 的 杀 人 动 机 在 于 找 到 家人 的 下 落 ，

保护家庭 的价值诉求有其合理性 ， 与 此 同 时 ， 杀人行为 又 制 造 了 个人情感 与

集体利益 的矛盾 ， 由 此剥离 了 杀人 的 合理性 。 剧情 以 骆 闻 的 死 亡抵 消 了 集体

施加 的道德压力 ， 又 以警官林奇击毙罪犯李 丰 田 收尾 ， 捍卫 了 集体 的社会秩

序 。 在个人与集体 的价值旋涡 中 ， 国 产悬 疑剧 赋予个人悖逆集体 以 有 限 正 当

性 ， 而观众包容 的前提又建基于善与 恶 的评判 。

悬疑剧 的第二层价值旋涡 是 善与 恶 。 从事 实层 面论 ， 杀人 者 因 背离传统

伦理规范而被视为恶 ， 但 国 产悬 疑剧 塑 造 了 人性 多 面性 ， 在不 同 视 角 下赋予

善与恶 以 相对价值 。 如 《 繁城之下 》 中 魏知县 的杀人行为 与报恩 目 的相 统一 ，

被杀者 同 时又 是多年前 的 作 恶 者 ， 如 此 ， 杀人行为 被赋予 了 正义 价值 ， 行为

的 恶与道义 的 善共存 。 又 如 《 漫长 的 季节 》 中 沈 默深 受他人戕 害 ， 所 杀之人

都在道德上有所亏欠 ， 如 此 ， 杀人 的 恶与 恶人 的 被杀相 统一 ， 消 弭 了 纯粹 善

恶 的界 限划分 。 在善与 恶 的 价值旋涡 中 ， 两种 价值观都 是相 对 的 ， 观众对 于

善与恶 的评判 又 全部立足 于故事全域构成 的 真相与谎言 。

悬疑剧 的第三层价值旋涡 是 真相 与谎言 。 围绕 真相 与谎言 的 纠 缠成 为 悬

疑剧 的基石 ， 其他 的价值旋涡都发端于此 。 观众对 于 真相 的 确认凌 驾 于其他

价值旋涡 的博弈之上 ， 个人 与 集体 可 以 有 矛盾 ， 善 与 恶 可 以 交叠 ， 但真相 与

谎言必须澄清 。 如在 《 沉默 的 真相 》 中 ， 严 良 调 查 江 阳 案 ， 江 阳 调 查侯贵平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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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 层层嵌套 的 案件侦查都在指 向 多年前隐 匿 的真相 。 在揭示真相 的过程 中 ，

善与恶 、 个人与集体之 间 的 冲 突 都 被 消 解 ， 观众将 所 有 价值旋 涡 都 自 然 化 ，

唯独坚守最终 的 真相 ， 不容任何谎言 的 掺杂 。 这种 对真实 意 义 的 捍卫 ， 超越

了 道德制 约 （个人与集体 ） 与情感诉求 （善与 恶 ）
， 映射 了 阐 释社群在文化认

同 上 的最高要求 ， 但此要求也反 映 了 当 代文化现实最大 的 困 境 。

悬疑剧 的叙述形式在拟像世界 中 颠倒 了 实在世界 的 价值排序 。 国 产悬 疑

剧 生成 的 三重价值旋涡 内 含 着 固 定 的 意 义 排序 ， 即
“

真相 与谎 言 ＞ 善 与 恶 ＞

个人与集体
”

。 换言之 ， 单个人 的行为 可 以 与集体价值 冲突 ， 只要这个人 是善

的 ， 而评判此人善恶 的依据 又 必须是 真相 。 与之对 照 ， 现 实 生 活 反 而要求 此

意义排序 的颠倒 ， 即
“

真相与谎言 ＜善 与 恶 ＜个人 与集体
”

。 换言之 ， 真相 总

是相对 的 ， 谎言充斥 着 日 常 ， 因 此 ， 对于人 的道德评判往往支撑起其可信度 。

三 、 后真相 时代 的情感结构

悬疑剧作 为类型剧 的 存在并非 独特现象 ， 青 春剧 、 穿越 剧 、 科幻 剧 、 历

史剧等 自 有类型定位 ， 但近年来 国 产悬 疑剧 的 兴起与 繁荣却 已 然 成 为一种 文

化现象 。 不 同 类型剧 的创作 与传播 都需要考量 市 场 的需要 ， 而某类剧作 的 井

喷式生产必然迎合 了 观众群体 的 意义 需要 ， 如 此 ， 研究特定类 型 剧 的 总 体状

况及其文化价值 ， 显然成 为理论观照 现实 的 内 在要求 。

从马 克思 主义美学来看 ， 文 艺 的 生产 是一种 审 美 意识形态 的 生产 ， 即 用

审美 的形式对意识形态进行加 工 。 因 此 ， 文 艺 的 形式 中 渗透着意识形态 ， 同

时 ， 文艺形式 的变革也伴 随着意识形态 的转变 。 伊格 尔顿认为 ：

“

文学形式 的

重大发现产生于意识形态发生重 大变 化 的 时候 。 它们 体 现感 知 社会现实 的 新

方式 以 及艺术家与读者之 间 的新关系 。

”

（伊格尔顿 ，
１ ９ ８ ０

， ｐ ｐ
．２ ８ ２ ９ ） 依此

逻辑 ， 国 产悬疑剧 的井喷式繁荣对应着 大众 意识形态 的 流 动 ， 也 正 是通 过对

悬疑剧 内 在形式 的剖析 ， 我们 可 以 窥 见 阐 释社群对社会现 实 的 认知 模式 与 感

知结构 的变化 。

雷蒙德 ？ 威廉斯指 出 ：

“

感觉结构可 以 被定 义 为溶解流动 中 的 社会经验 ，

被定义 为 同那些 已 经沉淀 出 来 的 、 更加 明 显 可 见 的 、 更 为 直接 可用 的社会意

义构形迥然有别 的东西 。

”

（威廉斯 ，
２ ０ ０ ８

，ｐ
．１ ４ ３ ） 国产悬疑剧典型地表征 出

有别于 日 常生活经验 的情感结构 。 具体来说 ， 日 常 生 活 经验 中 真实 意义 的 缺

场 ， 与悬疑剧 中 真实 意 义 的 稳定输 出 形 成 对 照 。 拟 像 真 实取代 了 原 初 真实 ，

填补 了 观众对于最终真相 的意义期待 与渴望 。

悬疑剧 的叙述 困 境恰是其优势所在 ，

“

谜 团 的必然揭示
”

与
“

真相 的 最终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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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场
”

构成 了 国 产悬疑剧 的叙述程式 。 由 此 ， 谜 团 遮 蔽与 真相 揭 露所 构成 的

意义 张力成为 国 产悬疑剧繁荣 的 动力 源 。 在 不 同 价值旋涡 的 博弈 中 ， 国 产悬

疑剧建构 了迥异 于 日 常生活经验 的 意 义 排序 ， 从而契 合 了 观众对 现 实世界 的

怀疑态度 ， 凸 显 了 真实意义在情感结构 中 的优先地位 。

回 到悬疑剧 的叙述形式来看 ， 其 主 导风格就 是 制 造 怀疑 ， 即
“

悬念
”

与

“

疑 问
”

的底层逻辑都指 向 了 对现实本身 的 怀疑 ， 真相 的揭示就是对怀疑 的完

美诠释 。 怀疑情绪 的普遍蔓延是后 真相 时代 的 总 体精神状况 ， 这类情绪反 而

助推 了 拟像世界 的建构 。 影视剧 作 为 当 代 观众 主要 的情感投射对象 ， 帮 助 人

们 释放这种怀疑情绪 ， 由 此获得对 真实 意 义 的 信任感 ， 并在获取真实感 的 过

程 中强化对 自 我 总体性 的感 知 。 观众 如 侦探一般 ， 始终在一种 不信任表象 的

氛 围 中 ， 保持注意力 的集 中 与 精 神 的 警惕 ， 笃 定要 找 出 最后 的 真相 ， 也正 是

在找寻 的 过程 中 ， 剧情 的叙述与个人情感 同 频 ， 叙述形式 的 程式化契合 了 观

众对完整真实 的渴求 。 怀疑式观看不仅生 成 了 有 关
“

何 为 真实
”

的 意 义 ， 同

时也生成 了
“

何为正义
”

的道德观 。 如此 ， 对剧情 的 阐释就不 只 是猜谜 ／解密

式 的智 力 冒 险 ， 还是重塑道德观念与情感认 同 的意识训练 。

国 产悬疑剧搭建 了 真相 优先 的叙述结构 ， 这与 后 真相 时代迥异 。 如 果 只

研究 国 产悬疑剧 如何叙述 ， 那显 然 仍 是在形式层 面打转 。 将研究指 向 国 产悬

疑剧对真相 的 阐 释 ， 反 而 可 以 从形 式层深人集体 意识层 （ 内 容层 ）
。 重 要 的

“

不是对叙事 的 阐 释 ， 而 是作 为叙事 的 阐 释
”

（ 菲 尔斯基 ，
２ ０ ２ ３

，ｐ
．１ ４ １ ）

。 通

过对 国 产悬疑剧叙述形式 的 总结归 纳 ，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谜 团 的 固 定设置是类 型

剧 的本质要求 ， 但通 过对其 中 变 异 形式 的 剖 析 ， 更 可 以 看 出 内 在价值旋涡 的

博弈与重新排序 。 具体而言 ， 国 产悬疑剧 将犯罪 者 与 受 害 者都 塑 造 成
“

中 间

人物
”

， 如 《 隐秘 的 角 落 》 中 的 张东 升 、 朱朝 阳 、 普普 ， 又 如 《繁城之下 》 中

的 陆直与小宝子 ， 《 漫长 的季节 》 中 的 王 阳 与沈默 … … 这些人物无法用善 或恶

来评判 ， 他们往往背离集体秩序 ， 但观众 用
“

善 与 恶
”

的 价值旋涡 消 解 了 单

向 度 的道德评判 ， 由 此将个人悖逆集体 的 动 因 合理化 ； 同 时 ， 观众在
“

真相

与谎言
”

的总体构架 中 转 向 了 对事 实层 面 的 关注 ， 由 此悬搁 了 道德 与情感层

面上 的文化压力 。

“

中 间 人物
”

的大量 出 现弱 化 了单一价值标准 的 力 量 ， 同 时

也透露 出 多元主义 的潜在影 响 。

此外 ， 国 产悬疑剧刻 意将 寻 找 真相 者 塑造 为
“

异 质人 物
”

， 如 《 三 大 队 》

中 的程兵 ， 《 漫 长 的 季节 》 中 的 王 响 、 龚彪 、 马德胜 ， 《沉默 的 真相 》 中 的严

良 ， 《狂飙 》 中 的安欣 ， 《 回来 的 女儿 》 中 的 陈佑希 … … 这些 人 物 背离 固 有 社

会秩序 的要求 ， 也 以 非 常 规路径 搜 寻线 索 ， 因 此显 得 与 周 围 世 界格 格 不人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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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真相 者一定
“

不 正 常
”

， 这一叙述 策 略 刻 意 将真相 寻 找 者 排 除在 大众之

外 ， 标 出 真相获取 的特殊性与异质性 。

“

异质人物
”

的价值恰在于捕捉到 观众

难 以厘清 的真相 ， 观众也期待
“

异质人 物
”

通 过特殊 办法确认事 实 ， 这恰恰

反 映 出 观众集体无意识 中 的
“

越轨
”

冲 动 ， 即 跳 出 社会规约 ， 冲破现实 阻挠 ，

由 此获取真相 的情感结构 。

犯罪者与 ／或受害者是
“

中 间人物
”

， 寻找真相 者是
“

异质人物
”

， 他们合

力 冲击 了 社会现实 的 稳定结构 ， 也挑 战 了 固 有 的 道德秩序 。 换言之 ， 谜 团 的

制造与 真相 的揭露都需要采取非 常规路径 ， 这也 映射 了 作 为 常规 的 社会大多

数恰恰可能在真相之外 。 国 产悬 疑剧 替代性地满 足 了 僭越 常规 的 冲 动 ， 也模

拟性地实现 了 获取真相 的需求 ， 伴 随着该类 型 剧 的 形式重 复 ， 观众 的情感结

构也得 以 与后 真相 时代调 和 。

结 语

国 产悬疑剧 的叙述形式建构 了
一个异质空 间 ， 也重估 了

一

系 列 价值旋涡 ，

通 过形式分析 ， 本文辨析 了该类 型 剧 价值旋涡 排序 与 现 实世界 的 颠倒 ， 也从

这种颠倒指 向 了 观众对后 真相 时代 现 实 的 怀 疑 以 及对真实 意 义 的 渴望 。 意 义

不在场才需要符号 ， 意义 的 匮乏 助 长 了 符号 的 生产 。 国 产悬 疑剧 的 兴起与 繁

荣恰是大众怀疑情绪普遍增强 的 表 征 ， 该类 型 的重 复 与 变 异 又 映射 了 大众情

感结构 的 流动 。

悬疑剧始终 围绕
“

真相
”

展 开 ， 这既 是叙述形式 的 要求 ， 也 是 内 容 阐 释

的 导 向 。

“

在根本意义上 ， 真相 问题本质上 是政治 问 题 ， 而政治本质上是社会

问题 。 没有社会共识就没有经验事 实 的 真相 。 只 有 一个社会秩序 能够产 生 出

可接受 的普遍后果 ， 满足 人们 的公平感 ， 产 生 出 必要 的 社会共识 ， 后 真相 现

象才能得 以 克服 。

”

（ 汪 行福 ，
２ ０ １ ７

，ｐ
．１ ６ ） 也 正 是在这个意 义 上 ， 悬 疑剧 借

由 社会 问题 的外壳 ， 穿透社会秩序 的 内 核 。 国 产悬 疑剧 经 由 对
“

真相
”

的 诠

释 ， 让真实意义重新统摄社会共识 ， 由 此完成其叙述形式 的文化功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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