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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  

◆ 朱 光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今年是沉浸式VR展爆发元

年。自从去年《消失的法老》“破

土而出”，激发了资本圈、文旅界

和技术宅的共同热情之后，社会

各界纷纷上马沉浸式VR展各类

项目。仅上海，今年就有12个VR

展，放眼全国已经逾100个。上海

历来引领时髦新鲜炫酷玩法，在

目前上海已经开放的七八个VR

展里，哪家最强？

实地比较之后，首推正在上

海展览中心与上海书展“搭伴”亮

相的《永恒的巴黎圣母院》。首

先，“巴黎圣母院”可谓是全球闻

名的文化强IP。它不仅仅是一幢

在建筑艺术上可以载入史册的哥

特式教堂，也是承载着历史、文

化、艺术甚至爱情的人文空间，更

是位于法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乃至

全人类的精神向往地之一。无论

是物质的——建筑石材、人物雕

塑、玻璃花窗、管风琴等，还是非

物质的——雕塑和玻璃花窗上的

故事及以“巴黎圣母院”为名的小

说、电影、音乐剧……都席卷了一

代又一代全球各地读者观众的视

听。雨果将这座教堂比喻为“石

头的交响乐”：“这座可敬的历史性

的建筑的每一个侧面，每一块石

头，都不仅是法国历史的一页，而

且是科学史和艺术史的一页……”

小说《巴黎圣母院》更为这座建筑

平添了悠远、绵长的人文内涵、跌

宕情感和遐思联想。相比之下，

其他VR展，或许涉及了秦朝等鲜

明的中华文明符号，但终究停留在

视觉符号上，缺乏足够深挖的历史

文化叙事，更缺乏一部让世人达

成共识的代表作，以至于不同人

对同一VR展的内容认知四散开

来，这会直接影响到观后感——

为什么秦始皇相关的VR里不讲

述“焚书坑儒”“统一度量衡”而要

展现《山海经》神兽？在与秦始皇

相关的历史传说中，前两个引号

里的是“历史”，“神兽”则是“传

说”。如果也有一个如“巴黎圣母

院”般内涵丰富而稳定的IP，将文

化历史、科技艺术、爱情传说熔于

一炉，那么这样的展览会更令人

神往且少有分歧。

与此同时，巴黎圣母院2019

年4月15日18时发生大火、塔尖

坍塌的新闻，是全球各地的大热

议题，再次把1163年开工修建的

巴黎圣母院“推送”到每个人的眼

前。历史与当下交融，完整与缺

损触动人心。谁也没看到过被损

毁后的塔尖——但是在这个VR

展里，可鸟瞰到塔尖损毁的俯视

图，仅剩下焦黑的十字底座。这

个令人痛心的新闻，不免也会激

发大众好奇，巴黎圣母院到底是

怎么聚石成塔的？这就成为这个

展览的主题。由火灾起，回溯它

的建造历史、设计者及其图纸、石

料雕刻与装配、“钟楼怪人”的钟

楼，乃至到了“塔顶”，俯瞰整个巴

黎的壮阔。

知识点爆棚，“饭后谈资”剧

增，是这个VR展的巨大收获。相

比之下，其他大部分VR展都是

“视觉盛宴”“想象饕餮”——纯粹

的美学奇观确实可以激发肾上腺

素，令人恍如隔世，但是VR展的

麻烦是，戴着头显欣赏、不能用手

机抓拍——无法把“美图”转发朋

友圈。而个人语言描述的观后感

各异，十分不利于推广。这也是

VR展本身陷入社交媒体传播障

碍的根本原因。但是，知识点却

是可写、可谈、可传的。例如，原

来巴黎圣母院的石料是如何一段

段拼接成巨大雕像的；原来平常

游客也是上不到卡西莫多的钟楼

的；原来15世纪的巴黎路面到处

是水坑……这个 VR展没有“幻

想”的部分，只是带你穿越时空数

百年，了解到修建这座宏伟建筑

的各个史实。它提供的视角，在

现实中要么存在于过去，要么如

今要到位的话代价高昂——这就

是VR技术运用于此的价值。

最令人愉悦的是——看《巴

黎圣母院》VR展，只要戴头显就

行，不需要套上略有厚度的马甲

或者在腰间绑上一块硬物——马

甲或硬物，包裹的其实都是不同

形状的数据处理器或曰“小电

脑”。在技术还不够先进的前些

年，真的是要背个如同大号双肩

包一样的重物在身上，参与各类

戴头显的互动游戏的。VR展的

交互数据量大小，决定了观众的

负重。交互数据量大，背负的重

量更重。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的文

艺青年来说，有点“负重前行”的

味道……当然，《巴黎圣母院》VR

展的数据交互量远远低于同类展

览，因为它全凭知识和不可能的

视角，吸引观众，只需要“登高”这

一种非常体验。而其他更注重视

觉、触觉乃至行动等各类“体感创

新”的VR展，会让你坐上“飞艇”，

高速“遨游”宇宙，颇为刺激，但也

有点不好形容。对于第一次进入

VR展的人而言，建议同伴手拉

手。

文化，才是VR的灵魂。视觉

乃至体感的创新，大约还是主题

乐园过山车的强项。社会热议加

强了观众的好奇心、共鸣点乃至

情感互动，消弭了历史与当下乃

至地域之间的隔阂。轻轻松松去

探索也会更让人乐得反复刷。技

术也要匹配项目的雄心。VR展

是一个新世界，考验着我们的创

新力与拿捏度之间的智慧平衡。

《名侦探柯南：百万美

元的五棱星》日前登陆影

院，作为多年的柯南迷，笔

者倒是近来刚追完《唐朝

诡事录之西行》（以下简称

《唐诡2》）。先行播出的

《唐朝诡事录》在2022年

成为古装剧黑马，由狄公

弟子苏无名搭档金吾卫中

郎将卢凌风，率观众进入

了大唐诡案背后的奇闻异

录。该剧口碑日渐发酵，

豆瓣评分渐高。至于《唐

诡2》算少有成功的续集

第二季，首播日即热度破

万，后期数据登顶多个播

放榜单，重重反转的烧脑

探案、众生百态的群像刻

画，在暑期档中霸屏，亦成

功地给这些年未艾的“国

潮名侦探”再添爆款。

说起来，悬疑侦探题

材的影视剧其实一向保持

着相应的热度。以“国潮

名侦探”中的头号大IP狄

仁杰为例，新旧

“狄公案”在各影

视平台均占有一

席之地，多年来热

播不衰。这类剧

集通常围绕一个

貌似复杂的案件

展开，由剧情开展

逐步引导观众去

思考和推理出事

件的真相，激发观

众对细节考察和

逻 辑 分 析 的 兴

趣。这种参与感

令人在追剧过程

中产生解谜的快

感，当结局出人意

料时，又另生出别

样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狄仁杰系列作品的风格更倾向

于历史正剧，往往是涉及宫廷权谋、

国政兴亡的大案要案。其人物形象

源于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在莫

测的局势中游刃有余，不仅是治世

宰相，更成为后世悬疑故事中的“国

民侦探”。在影视改编作品中，狄仁

杰总以智勇双全的形象出现，揭露

真相、伸张正义，破案办案中极具智

慧与人性洞察。

而《唐诡2》则着力于展现盛唐

庙堂之下的市井风土人情——小人

物和看上去琐碎的案情。其重点在

于“诡”，为了诡事够诡，剧作参考了

《唐代交通图考》《闻奇录》《酉阳杂

俎》《独异志》和《博物志》等多部文

献和唐代小说，悬疑中大量融入了

公路、志怪等元素。不少人盛赞该

剧“好像一堂大型历史文化课”，仅

《仵作之死》这个单元，就有对于独

孤信多面印、四鸾衔绶纹金银平脱

镜等文物，及唐代特有的羊肉馅胡

饼、馎饦等地方美食的表述，诸多细

节均引发观众对唐之神往。

至于剧中虚构的狄公弟子以更

现世诙谐的春秋笔法，吸引到年轻

人群的广泛关注。他们能力出众，

身份背景丰富多元，个性则更立体

复杂。略带精明、满腹小算盘的苏

无名和身兼骄娇二气的贵公子卢凌

风都是“缺点明显”的主角，出身不

同而各有情感纠葛和内心挣扎。不

同于正气凛然高大上的狄公，他们

总在经历中成长。观众通过其起伏

人生，与之产生共鸣，增强了观剧时

的代入感。

《唐诡 2》也被很多剧迷称为

“中国版的CSI”。剧集将现代刑侦

理念与古代断案方式相结

合，以多视角呈现、非线性

时间轴、意外反转等多重

叙事方式，引人入胜且令

人耳目一新。随之热播，

国潮名侦探似乎已完胜阿

加莎 · 克里斯蒂，或是那个

永远小学一年级的名侦探

柯南了。

和狄仁杰系列一样，

剧集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大

唐盛世，以真实历史为基

础，服装、道具和场景的设

计都注重考据，细节上力

求还原，令观众身临其境

地感受那个时代的社会风

貌。唐朝的繁荣和开放提

供了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社

会氛围，西域文明的进入

则易生奇诡故事。彼时的

司法体系、官制以及社会

风俗也为创作提供了极佳

的素材。尽管并没有现代

CSI剧集的高科技手段，

但剧中通过展示唐朝的刑

法、医学以及民

俗，生动演绎了古

代侦探如何利用

有限的资源来破

解复杂案件的过

程。观众不仅能

看到传统的推理

要素，还能沉浸式

地体验中国古代

特有的“心证”与

“物证”相结合的

断案模式。

《唐 诡 2》与

第一季相比，同样

都以相对独立的

单元展开，专注单

个案件的破解过

程，情节紧凑，环

环相扣，以自始至终的紧张感和不

确定性使得观众保持追剧动力。第

二季的剧情还加入了更复杂的背景

设定和多层次的故事线索，在结构、

风格等方面都有所微调。主线剧情

的铺陈令各单元间加强了潜在的连

续性。而与狄仁杰系列一样的是，

剧集在探讨案件背后的成因之时，

将古代与现代社会的某些共性问题

进行比对，启发观众对于法治、公正

和人性的思考。

不可否认，阿加莎 · 克里斯蒂

的作品在西方被誉为经典，但其大

多以英国社会出发，故事中的文化

背景和时代氛围与中国观众的日

常生活有较大的距离，因而在接受

度上存在一定的“水土不服”。尽

管有巧妙的情节设计和出人意料

的结局著称，但观众未必能完全共

鸣，因此，其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

在中国市场中的表现也并不尽如

人意。

同样，《名侦探柯南》虽在全球

范围内拥有广泛的粉丝基础，但毕

竟属于动漫领域，受众主要集中在

特定年龄段和兴趣圈子，其风格和

表现形式在中国主流影视剧市场中

的吸引力相对有限。又因其长期连

载的模式，导致一定的剧情重复性，

逐渐让部分观众感到审美疲劳。

相形之下，国潮名侦探在文化

上更贴近本土观众，影视创作突破

了模仿后，进行本地化改编和创新，

自成风格与魅力。无论是深厚的历

史底蕴，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

慧与魅力，又或是现代观念与传奇

的碰撞，国潮名侦探表现出被重新

发掘和诠释的强大潜力，以另一种

形象讲述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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