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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祛魅”祛的是什么

一、热点概述

近年来，刑侦剧在影视市场中持续火热，成为观众喜爱的热门题材之一。从早期的《重案六组》等

经典作品，到近年的《白夜追凶》《无证之罪》《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等，这些刑侦剧都取得

了极高的关注度和口碑。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白夜追凶》：该剧以其扣人心弦的剧情和精湛的表演受到观众的广泛好评。剧中，潘粤明一人分

饰两角，成功地塑造了性格迥异的双胞胎兄弟关宏峰和关宏宇。哥哥关宏峰患有黑夜恐惧症，但他凭借

着卓越的刑侦能力和坚定的信念，在白天追查案件；弟弟关宏宇则因卷入一起灭门惨案，被迫在夜晚冒

充哥哥继续调查，以洗清自己的冤屈。两人在黑白交替之间，与各种犯罪势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

量。《白夜追凶》通过精彩的剧情和出色的人物塑造，展现了刑侦剧的魅力，成为了该领域的经典之作。

《沉默的真相》：该剧根据紫金陈的小说《长夜难明》改编，以一起看似简单的自杀案为开端，通

过检察官江阳、刑警朱伟等人物长达数年的执着追查，逐渐揭开了背后隐藏的巨大阴谋和黑暗势力。剧

中，江阳为了追求真相，不惜付出了自己的青春、事业乃至生命，他的坚守和牺牲精神令人动容。《沉

默的真相》通过对案件的深入挖掘和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展现了正义与邪恶的激烈交锋，引发

了观众对司法公正、社会正义等问题的深刻思考，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和广泛的关注。

2.道理论证：

满足观众的心理需求：人类天生具有好奇心和求知欲，刑侦剧正好满足了观众对未知事物的探索欲

望。剧中复杂的犯罪案件、神秘的犯罪手法以及警察与罪犯之间的智斗，都能激发观众的好奇心，使其

在观看过程中获得一种智力上的满足感。同时，刑侦剧通过展现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过程，也满足了观

众对公平正义的心理期待，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种种不公和无奈，在虚拟的影视世界中得到了

宣泄和补偿。

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优秀的刑侦剧往往能够通过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性的弱点，引发观众的

情感共鸣。剧中的人物在面对各种困境和抉择时所表现出的情感和行为，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自己在生

活中的类似经历，从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这种共鸣不仅能够增强观众对剧情的认同感和代入感，还能

使他们在欣赏作品的同时，对自己的生活和人生有更深刻的思考。

体现艺术的审美价值：刑侦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它通过精彩的剧情、生动

的人物形象、紧张的节奏以及深刻的主题，展现了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让观众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

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和力量。同时，刑侦剧的制作过程也融合了多种艺术元素，如摄影、美术、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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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等，这些元素的有机结合，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和听觉上的盛宴，提升了作品的艺术品质和审美

价值。

弘扬社会正能量：刑侦剧在展现犯罪与侦破的同时，也通过警察等正面人物形象的塑造，弘扬了社

会正能量。剧中的警察们不畏艰险、英勇无畏，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惜

付出一切代价。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激励着观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正义

感。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近年来，刑侦剧在影视市场中热度居高不下，深受广大观众喜爱，例如《白夜追凶》《沉默

的真相》等剧都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观众热议。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意义-原因-过渡-对策-总结

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在影视行业蓬勃发展的当下，刑侦剧的热度持续攀升，已然成为影视市场中一道引人瞩目的风景线。

像《白夜追凶》和《沉默的真相》等剧作，它们不仅在收视率上屡创新高，更是在社交网络上掀起了一

波又一波的讨论热潮，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第二步——意义：

刑侦剧的火爆有着诸多积极意义。

第一，从文化娱乐角度来看，它极大地丰富了观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为人们在繁忙的工作学习之余

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休闲娱乐方式。观众沉浸于紧张刺激的剧情之中，跟随主角抽丝剥茧地探寻案件真

相，获得了强烈的情感体验与心理满足。

第二，在艺术创作层面，刑侦剧的兴起推动了影视行业在剧本创作、拍摄手法、演员表演等多方面

的进步与创新。

第三，从社会价值来讲，刑侦剧往往反映了当下社会的诸多问题，如《沉默的真相》揭示了司法体

系中的漏洞与正义之士为真相不懈抗争的艰辛，这能引发大众对社会公平正义、法治建设等方面的深入

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普法和促进社会改良的作用。

第三步——原因：

今年来走红的一些刑侦剧，被观众形容为“素面朝天”，既不围着流量明星转，也没有华丽的场景，

却凭借朴实又真实的剧情和现实又踏实的人物设定，吸引众多年轻人打call。其中的主要原因又有哪些？

其一，用真实感打动人心。今年来播出的这些刑侦剧其实有点“虐”，里头的民警不是无所不能的

主角，会出现错误，也会遇到如《人民警察》中夫妻两地分居等生活烦恼，如《白夜破晓》中那样在

“接近”真相的时候总会冒出新的难关。在“爽”这个字上，这些刑侦剧都很克制，而是更专注于在真

实性上下功夫。如《我是刑警》就用纪实的拍摄手法、朴素的演员妆容，力求展示最真实的一线民警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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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用真实的白描手法赢得了观众的心。这也说明，“爽”不是观众唯一的追求，真实感带来的真情流

露，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流量密码。

其二，为崇高感接上地气。奉献牺牲的崇高感是刑侦剧绕不开的课题。能否让崇高的意境在观众心

中引发共鸣，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剧集的成功与否。一味追求高大上，难免会引发观众对宏大叙事的审美

疲劳；而如果一味迎合夸张悬浮的流量套路，又会影响民警的职业形象。最近火爆的这几部刑侦剧，共

同的成功之处就是让崇高感落进了观众的心里，让观众不由自主地对基层民警的奉献精神产生共鸣。

其三，以年代感启发思考。刑侦剧刻画出的年代感，也成为很多网友津津乐道的话题。比如《我是

刑警》中，当片尾曲《少年壮志不言愁》的旋律响起时，很多 80 后、90 后都感慨唤起了童年的记忆。

一些刑侦剧对特定年代现象的展现，也引发了观众对过往历史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如周克华案等时代的

投影，引发了网络对社会转型等现实问题的广泛讨论。观众之所以会给这些剧打高分，其实也是在给现

实主义的思考投下赞成票。

第四步——过渡：

在网络爽剧短剧大行其道的当下，刑侦剧的走红就如“老戏骨焕发第二春”，带来了“春风又绿江

南岸”的效果。剧集的成功，并非只有流量明星或包装炒作一条路，真诚的创作，现实的勾勒，也可以

赢得观众缘。对于刑侦剧在当下走红带来的启示，有以下三点。

第五步——对策：

第一，观众追剧不单是追求一时爽，回归好的传统也是正确答案。部分粗制滥造的网络短剧，追求

“向爽而生”，用狗血剧情、浮夸演绎来营造短暂“爽点”。但事实证明，这些“爽点”无法长红，一

拥而上的套路已经让不少观众审美疲劳。有网友说，现在滤镜太重、情节太爽的剧，反倒让人看不下去。

当观众不再单纯追求一时爽，业内就需要把精心创作、打磨剧情、塑造人物等好的传统重新捡起来。

第二，正剧要破圈，关键在于拉近与人心、现实的距离。有观点认为，宣传正面典型的正剧，似乎

天生就存在表达劣势，火不起来才是正常的。但近期爆火的这批刑侦剧却打破了这种偏见。民警对正义

的追求，对奉献的当仁不让，在光影之间，引发了不同年龄层次观众的共鸣。这也证明，以宏大叙事为

主要表现形式的正剧并无表达上的先天劣势，如果相关影视作品能在表达过程中，拉近与人心、现实的

距离，宏大叙事所宣传的正向表达也可以成为流量担当。

第三，只有手法“到味”，才能在年轻人里 C位出道。与爆款刑侦剧成为观众心中“白月光”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此前某些急于搞“年轻化”的正剧，愣是把正剧整成了“神剧”，上演“手撕鬼子”等

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桥段，误入歧途，“正不起来”。这些都说明，要吸引年轻人，正剧得跳好“守正”

与“创新”的平衡木。既要深挖故事内核，用硬核剧情和细腻情感触动人心；又要紧跟时代步伐，敢于

打破常规，用新颖视角解读社会现象，让年轻观众在共鸣中找到自我认同。

第六步——总结结尾：

总之，网红现象的“祛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反映了公众理性的回归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我们应积极推动这一过程的健康发展，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让网红经济在合法合规、健康有序的轨道

上运行，为社会发展创造更多的正能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享受网红经济带来的便利与乐趣的同时，

避免陷入盲目追捧的误区，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理性的网络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