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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电视剧市场近来探案题材收视火
爆，文章、马伊琍主演的《剃刀边缘》及多
部探案剧上线热播；爱奇艺推出了根据
自有 IP 拍摄的《卧底》，讲述了金三角两
大毒枭贩毒和卧底的故事；搜狐视频也
推出了探案悬疑剧《被催眠的催眠师》，
杨玏在剧中颠覆出演烧脑催眠师。探案
剧因其观赏性和故事性，已成为在青春
剧和玄幻剧之后的另一个“爆款”题材。

据统计，2016年播放量前 10名的网
剧中，有 4部为探案刑侦剧，这足以证明
探案题材的火热。近两年国内电视剧市
场，家庭剧和宫斗剧的热度稍减，在网络
大 IP 的概念横空出世后，玄幻剧成为投
资方与制作方最为青睐的对象。此外，
青春题材电视剧也往往因为主演的号召
力，可以网罗数量可观的剧迷从而缔造
收视神话。

但是，这两类题材的作品，所面向的
观众相对固定，其收视人群的上升空间
相对有限。在此情况下，探案剧的收视
潜力显得后劲十足。据统计，对“悬疑、
推理、警匪、侦探”等关键词感兴趣的人
群，覆盖了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和各个
阶层，可谓“男女老幼通吃”。

分析探案剧的观众市场会发现，有
的观众喜欢看其中紧凑的情节和鲜明的
逻辑脉络；也有观众希望通过观剧来体验
一次在现实中无法完成的惊险刺激……
总之，探案剧中元素的多元化，可以满足
大部分观众不同层面的精神需求。

此外，海外的探案剧潮流长盛不衰，
也对国内剧迷在审美取向上造成了一定
的影响。在全世界电影工业题材逐渐收
窄的当下，欧美率先掀起了电视剧行业
的新一轮繁荣。而这当中，大量制作精
良的探案剧题材被包括国内剧迷在内的
全世界观众“喜闻乐见”。众所周知，因
为《神探夏洛克》的拍摄，英国前首相卡
梅伦的微博多次被中国网友催问“拍摄
进度”。

这几年电视剧市场能被称为收视口
碑双丰收的探案剧佳作并不多见，早年
间的《暗黑者》在第一季惊鸿一瞥后，后
续却显乏力。去年的《余罪》打破了同题
材剧在国内电视剧市场一直不温不火的
局面。如今在探案剧的自制领域，各家

平台投入逐年增加，制作呈现品质化，逐
渐形成了各自的特色。纵观上乘作品不
难发现，好的探案剧需要两个基本元素：

首先要故事好看，悬疑推理环环相
扣合情合理，每一个情节都是案件真相
的伏笔，出现在画面中的情节随着案情
的展开必然会有对应的交代，没有虚设
和多余的铺陈，这样紧凑的节奏和玄妙
的故事，在侦探推理小说之乡英国比较
多见，这些年出现了马普尔小姐系列、大
侦探波罗系列、神探夏洛克、莫斯探长前
传等传统侦探小说改编剧集，成为将精
巧玄妙故事呈现荧屏的代表。

此外，探案题材要想让观众记住，还
要有鲜明的人物。从早年的《福尔摩斯
探案集》到风靡大陆的《神探亨特》，随着
时间的流逝，观众对很多剧情可能已经
模糊，但一提到某个典型的人物，大家都
会记得，甚至会把塑造人物的演员直接
冠以剧中人物的名字来称呼。

这样的人物，要么具有独特的个性，
要么具有异于常人的经历。在侦破案件
的同时，人物体现的是人性的弱点，以及
克服这些弱点而获得的成长，观众往往
在看剧的同时，会被这些人物的个性与
经历所折服，有的观众也会在观剧后实
现自身内心的一种成长与满足。这样的
作品在早期香港 TVB 的探案剧和日本
的探案剧中较为常见。像上世纪 90 年
代林保怡、陈慧珊主演的《鉴证实录》和
欧阳震华主演的《法证先锋》系列；天海
佑希主演的《Boss》等，由于人物的性格
具有特色并且刻画到位，获得观众的共
鸣。

让人欲罢不能的剧情和津津乐道
的人物，是考验一部探案剧的标准，满
足这两点的探案题材就可能成为观众
追看的爆款，而下一部能引发大众热议
的探案剧何时现身荧屏也是一件令人
期待的事情。

观众钟爱什么样的探案剧？
◎邱伟

白居易名作《琵琶行》，是许多中小
学生必背的经典。但是 600 多字的长
诗，也是“背哭”了一代又一代人。不
过，最近有一批 90后艺术生把《琵琶行》
改编成了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曲，歌曲视
频一上传网络就被点爆了。（5 月 9 日

《光明日报》）
这个流行歌曲视频中，有跳动感的

说唱音乐，有俏皮可爱的动漫形象，有
优雅的传统唱腔等等，别说是“00 后”的
孩子喜欢，连年近天命的笔者都产生了
情不自禁的文化冲动和审美愉悦。一
边看，一边听，600 多字的古诗文，就这
样不知不觉灌溉到了心田，让传统文化
得到了现代化传承，让人们得到了丰厚
的精神营养和文化价值。

时尚化传播是更为深刻的解读方
式。我们用当今时代的文化价值取向
和时尚观点，对古诗词进行二度创作和
演绎，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立足实践，
跨越时空，这种解读能让传统文化得到
更为形象和深刻的理解，给人们带来更
为丰厚的精神思考和文化营养，可谓是

“一举多得”。
古诗文等传统文化当然是美的，但

因为距离我们年代久远，让喝着“互联
网墨水”的青少年们瞬间接纳它们，仅
凭强迫式学习是不行的，要在转化形
式、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上多下功夫，
用青少年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传承，用

孩子们更愿意欣赏和易于接受的语言
和格调来打开。

总有人担心，创造性转化会弄伤传
统文化的精神和灵魂，这种担心也是一
种好心，但不要忘了，传统文化如果仅
仅停留在过去式而停滞不前，就会在遗
忘中生出僵化，因为它没有及时吸纳时
代营养。所以我们要积极倡导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继承，让“文化
老树”长出新枝。

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我们有
虔诚的文化敬畏感，善于吸纳文化精髓
和营养，古诗词等文化转化都能做得很
好。比如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将
进酒》、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等，都曾经改编成流行歌曲。还有不少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经典也都在文化
产业化开发中获得了重生，成为人们的
挚爱。

要多用时尚光鲜的方式，传播和打
开古诗词等传统文化，使之在“万物并育
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发展中，吐
故纳新、辞旧迎新，走向更光彩的明天。

从《琵琶行》改成流行歌曲说起
◎耿银平

文学创作离不开生活。没有不精彩的生活，只有我
们表达不到的生活。生活是个万花筒，文学创作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关键在于怎样发现生活，怎样反映我们最
了解最熟悉的生活？怎样以自身优势发挥出最佳优势，
怎样在创作上奇峰突起、自成一家？内蒙古作家艾平给
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

立场，定位草原

在艾平看来，草原是她的文学之“场”，为草原的灵魂
歌唱，是她的执着。多年来，艾平生长于呼伦贝尔，钟情
呼伦贝尔，行走呼伦贝尔，倾听呼伦贝尔，表达呼伦贝尔，
呼唤呼伦贝尔。艾平说：“我是一个草原上的捡拾者，小
心翼翼地把自己发现的美丽珍珠一个个揩亮，然后献给
草原的未来。”实质上，她正是这样一位有着自觉意识和
担负的作家。

艾平的《长调》，写的是一个年青的巴尔虎蒙古族妇
女在丈夫带着儿子一去不归的日子里，她依然坚守草原，
相信生活，依然将长调传唱着。通过长调自由舒缓的旋
律，她可以诉求意愿，可以排除寂寞孤独，可以忘掉忧伤
无奈。《长调》告诉我们：“心若在，梦就在”，古老的游牧文
化正是由这样的蒙古人传承延续的。读《长调》，我们对
草原充满无限敬意，草原对我们充满永恒的召唤力。

又如《蓑羽鹤之舞》，就是艾平展示草原奇观、揭示动
物生存法则的一篇好文。“鹤边舞边走，是为了吸引我远
离它的孩子；躲在草墩上装死，是让我放弃对它的追逐。”
一只鹤为了保护它的下一代，为了求生，竟玩出如此多的
花样，真令人惊喜又悲切。其它如《狐狸，狐狸，打个滚
儿》《乌银阿妈家的喜鹊》《玛拉沁的儿马子》等散文，皆是
艾平扎根草原，细致观察，表现万物有灵生存有道的生态
伦理之作。

作为汉族作家，艾平能常年深入草原，体恤草原生
命，体认草原文化，实属难能可贵。这不仅体现了她为文
的立场、为文的到位，也体现了她热爱少数民族、团结少
数民族、奉献少数民族的深厚民族情结。她的立场、她的
到位是站在草原写给人类的，她用自己的作品将人们引
领到如何更好地在草原生活的反思之中。

叙述，角度不同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即使在草原，
艾平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叙述事物的角度也迥异他人。
她总能慢下来徜徉于草原的怀抱，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
景观，总能透过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东西。

《风景的深度》是艾平夹叙夹议、更见角度的一篇散
文。本文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回答问题为主框架，层次
分明地为她的论点找到了充分的理由。试看，外地人去呼
伦贝尔拍摄风景走马观花缺乏深度，那么什么才是草原真
正的风景呢？接着文章指出，牧人与草原互相依存，共同
生息。这中间蕴藏着万物生，草原生；草原生，万物生，天
人合一，人类与自然诗意共存的道理。结论是，万物生于
自然，回归自然，自然生态贵在平衡，这才是草原最有深度
的风景。文章有破有立，点面结合，相辅相成，构成了完美
无瑕的全文。

手法，多元综合

在表现手法上，艾平是特立独行、多元综合的。
在人称上，艾平多数文章以第一人称“我”来贯穿全

篇。文中的“我”，不一定是作家本人。但“我”的运用，很
大程度上给人一种本土感、亲近感，像自传体。再大的题
材再长的故事，由“我”来进行，显得极有张力极有吸引
力。有的文章，如《长调》《游猎之地的你》，是以第二人称
写的。它拉近了写作对象，形成一种叙述者参与到故事
内容中的反常阅读经验。又如《会说汉话的森德玛》《骣
骑马的恩和森》是以第三人称写的。直呼其名或用“他”
来代替，是为了更直接表达写作对象，令读者便于接受。
总之，通过人称的变换使用，叙述中能更自由地把握远近
粗细，因而也就可以叙述得更生动更感人。

细节描写在艾平的文章中时有闪现。《乌银阿妈家的
喜鹊》中就有一个细节，每当老雕夜晚来时，乌银阿妈就
用指头弹几下马头琴琴弦，给喜鹊发信号，让它们藏进蒙
古包，以此躲过老雕的一劫又一劫。以小见大，可知人与
动物、人与自然是如何和谐相处，怎样诗意共存的。《锯羊
角的额吉》里也有一个细节，额吉在草地上一跌惊起一只
百灵鸟，额吉的第一反应是赶忙牵着羊躲开，让百灵鸟静
静地孵卵。这个细节的插入，它传递出一个信息：额吉爱

草原上的万物，将它们与人一样平等对待。如此行文，既
有了诗眼，又增加了文章内涵，意味悠长。

特定环境特定语言。艾平有些语言和草原大环境放
在一起很得体很融洽，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特质。比如
《玛拉沁的儿马子》一文：“天和地委托玛拉沁来照看它们
的婴儿，所以马在世上有了亲人。”拟人化的写法，将马的
地位突出、放大了，与天、地、人置于同一水平线上，可见
马是蒙古族的图腾，它与人有着亘古的血肉相连关系，是
神圣不可侵犯的。又如《锯羊角的额吉》一文开头：“额吉
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深处向远方眺望。风是天的舌头，吻
着额吉银灰色的发丝；牧草是地的手指，抚摸额吉长长的
影子。额吉的身体挺立，脸和手与泥土同色，而神情，好
似结实的籽壳，包裹着一粒成熟的生命。”正是如此形象
的刻画，把人于不知不觉中引入到一幅“天人合一”的天
然图画中，让人迷醉，让人深深爱上了这里。这就是语言
营造的意境，语言生发的效果。再如《风景的深度》中有
一段揭示生命密码的语言：“我发现，旱獭立起身子合唱，
那是有大动物威胁的信号……马在水里跳舞，那是干旱
的信号……”看似简单的消息告知，实则蕴含着深刻的草
原生态哲学，其中智慧良多，是人类永远学习的课堂、拜
读的教科书。

此外，像“一捞”、“跟前”、“挺好看”、“浮水”、“斗大的
字不认识半口袋”等方言土语的运用，正好是雅的弥补。
俗，迎合了当地受众的心理，使当地人读起来有一种特别
的亲和力和归属感，极易引起共鸣，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
阅读效果。

所以，某种意义上，艾平的语言为她的文章起到了渲
染气氛、交融情景、丰富思想的作用，既是外在之道，也是
内在之心，具有大、广、深的鼓动力量。这既是她本身的
功夫使然，也是草原环境育人使然。

内容，纯而丰盈

纵观艾平散文内容，大多纯而掺杂。我们知道，纯则
硬，杂则柔。写文章也一样，适时适当地掺入一些“杂
质”，可以减少文章生硬、单调、乏味之感，增加柔软、丰
盈、真实之感。

譬如《黄羊，跳跳跳》一文，本来是写黄羊遇难的事
实，可艾平加了蒙古刀来历这一情节，乍看，出其不意，细
想，情理之中。何因？蒙古刀刀鞘是阿拉腾的老祖父用
一双拾到的死黄羊角做成的，由此蒙古刀成了纪念黄羊
的信物，是阿拉腾家族热爱黄羊、热爱草原的传承标志。
刀在，责任便在。这与后来阿拉腾之所以收养黄羊又放
生的来龙去脉是一致而纵深的。也就是说，情节虽不按
读者的预料去发展，但写出来的事件又经得起逻辑的推
敲，故文章显得跌宕起伏，耐看味足。

又如《舞魂》一文，艾平借草之舞、马之舞、鹰之舞、天
鹅之舞这些景物，或者说在这些杂质的衬托下，赋之以主
观感受，把外景与内思巧妙地结合，予以抒情“使原本简
单的民间舞蹈……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力量，为全民族
共有。这时候，舞蹈有了灵魂”，因为有了层层铺垫，使情
感发得真切，发得有底气。这样，可使景物具有风景画之
外的内涵，也可使我们在看文字呈现的风景画时，有更多
的收获和体会。

再如《游猎之地的你》一文，写人，掺入的第一粒“杂
质”就是其他人物。这个其他人物不仅包括文中人物，还
包括作者。“我”和“你”站在冬雪覆盖下的樟树林旁，“我”
听到的是绝尘的安静，而“你”听到了松鸡跳舞的声音、驼
鹿咀嚼的声音……通过“我”和“你”的对比，给读者的直
觉是，“你”的“特异功能”得益于曾经的狩猎生活的日积
月累。

总之，艾平的散文很好地体现了“形散而神不散”的
特点。她旁敲侧击地叙事、借助群体审美和个体感受写
景、有的放矢地议论、联系生活实际抒情、掺入其他人物
写人，皆好比一道饕餮盛宴，肉、鱼、菜、汤等俱全，食之，
不仅让我们有滋有味，而且会滋生满满的幸福感。

为草原歌唱
——论艾平作品中的草原情结

◎常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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