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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奇是不少中学生接触剧本杀的重
要原因。不同于沈妍琪来自综艺节目的

“初印象”，兰州高中生周宇航是被朋友
“种草”了剧本杀。

“身边好几个朋友一提剧本杀就滔
滔不绝”，为了能和大家有更多话题，周
宇航也选择尝试，和朋友组局“开车”（指
凑齐人数，学好剧本，游戏开始）。

挑选剧本、换衣服、戴假发、按剧本
情节说台词、做演绎，全新的体验，让周
宇航手足无措。但小伙伴很快用“专业
的台词”“精湛的演技”将周宇航带入了
剧情。游戏中，为了让自己“叱咤风云的
将军人设”更加可信，周宇航还即兴发挥
念起了诗词。

一轮搜证后，推理陷入“僵局”。一
位有点“戏精”的伙伴又故意将假发戴

反，演起了“恐怖片”。现场的气氛，瞬间
活跃了起来。

“四五个小时里，我们放下手机，面
对面，代入其中。从书本、作业中跳脱出
来，不停地交流。”周宇航说，剧本杀“初
体验”让他看到了自己和朋友之间的距
离“原来这么近”。

充满不确定性和未知感的“剧情走
势”也“刷新”着朋友之间的相互印象。

周宇航记得，那次游戏中，有人玩着
玩着就笑了，有人玩着玩着就哭了，“不
是内心有多脆弱，而是找到了另一个自
己，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情感，都会让这
份代入感更深，平日积攒的情绪，在这一
刻倾泻释放。”

作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游戏专家，兰
州女孩王玥也沉浸于这种情绪上的宣

泄。“在生活中，我们虽然也是不同的角
色，不停地作出选择，但是每个选择都要
承担后果，也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在游
戏里，我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真实想法，可
以选对，也可以选错。”王玥说，有时她甚
至都会有“自己就是角色，角色就是自己”
的错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逃
离现实’，忘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高一女生何
俊妍有着类似的感触。“在玩剧本杀的时
候，我可以扮演‘亦正亦邪’的角色，往不
确定的方向发展故事。而且主持人设
计、配合得非常完美，每个玩家都是核心
情节中重要一环，都只知道部分真相，又
自以为看穿了全局，因此真相揭晓时，所
有人都大受震撼，觉得‘意料之外、情理
之中’。”

中学生成剧本杀行业潜在消费人群
“上路不翻车”考验监管落地

从《明星大侦探》这档综艺节目“入坑”，到中考后第一次去
节目“安利”的实体店体验，剧本杀抓住了上海市北虹高级中学
高二女生沈妍琪的心。

一年多时间里，沈妍琪已经跟同学们玩了10多次剧本杀，
有沉浸感更强的实景本，也有注重推理的桌面本，将推理悬疑、
古风、民国、未来等剧本类型“一网打尽”。

因极具故事性、场景性和社交性，剧本杀被看作是“极具Z
世代特征的消费场景”。沈妍琪和她的同学们也是其中的一
员。

来自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2021年中国剧本杀
行业发展现状及市场调研分析报告》的数据显示，目前剧本杀
已经成为线下主流娱乐方式之一。10-19岁城镇人口是剧本
杀行业潜在消费人群。

当一些中学生玩家盼望着在剧本杀游戏里与朋友共度美
妙时光时，也有观点指出，剧本杀隐患重重，有可能危害孩子的
身心健康。

认识到剧本杀是一柄“双刃剑”，前不久，相关部门开始介
入，出台管理制度和细则，但对中学生及其家长来说，监管如何
落到实处、保证剧本杀在法治轨道内好好演绎，还有待观望。

多方联手
助推行业“净化”

社会各方正在为剧本
杀行业的健康发展“添柴
加薪”。2021年12月，上
海市公布了《上海市密室
剧本杀内容备案管理规
定》，明确了“剧本”禁止出
现的10条内容，并规定密
室剧本杀行业经营单位应
对经营中使用的剧本开展
自审并备案；不得有“恐
怖、残忍、暴力、低俗，摧残
工作人员或消费者身心健
康的”表演行为；“经营中
涉及公安、消防、卫生等有
关法规的，从其规定”。

不少网友表示，这种
兼具“包容”与“审慎”的做
法，将助推剧本杀扩圈，吸
引更多人参与。

一些学校已经在尝试
利用这种学生们喜闻乐见
的方式组织活动。广东省
深圳市沙头街道办在辖区
内的社区和学校推广原创
禁毒教育剧本《深渊》，并
组织36名学生先行体验，
在悬疑和推理元素的基础
上，融入揭示毒品严重危
害性的教育意义。

意识到孩子的情感诉
求，也看到剧本杀行业的
改进，家长逐渐摘除了对
新兴游戏方式的“有色眼
镜”。

作为一名高一新生的
妈妈，闫珎鼓励儿子体验
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剧本
杀。

闫珎说，随着孩子的
成长，她逐渐意识到学校
是一个小型社会，孩子们
有自己的交流话题，如果
阻止他去接触一些新事
物，他可能会欠缺同龄人
该有的乐趣和话题。因
此，她鼓励孩子尝试，同时
会从孩子“玩什么剧本”

“和什么人玩”“玩的频次”
等具体问题上进行引导。

(中国青年报)

适度参与剧本杀，对释放精神压力、
丰富想象力、加强人际沟通具有积极意
义，但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剧本杀也在野
蛮生产中乱象频现，尤其是对一些未成
年人带来不良影响。

一位中学生告诉记者，他曾因好奇
尝试过“重恐本”。刚开始，大伙儿坐在
一起，他有些不以为然，但当他代入实景
搜证的房间后，背后凉飕飕的冷风、诡异
的音乐声、随处摆放的假肢人头以及披
头散发的NPC（非玩家角色），都吓得他

头皮发麻，以至于好几天，他都不敢关灯
睡觉。

一些店铺也会将暴力、恐怖、色情
等不良内容当成宣传噱头。记者发现，
一些点评软件上，卖家推荐本子时，会
使用“光看封面我已经顶不住了”“该本
阴间风十分接地府”“不然晚上有‘东
西’来找你”等话术，勾起玩家的好奇
心。

曾在甘肃兰州一家剧本杀店担任
店长的张沐介绍，中学生玩家只占顾客

量的10%左右，针对这一群体，店员们
会做前期筛选，推荐适合其年龄阶段的
剧本，但最终的选择权还是在顾客手
中。

更让人担忧的是，长期沉迷剧本杀
可能带来健康问题。此前曾有媒体报
道，浙江省人民医院收治的一名21岁的
患者，就因长期沉迷剧本杀游戏，出现焦
虑、暴躁、精神萎靡等症状。而近半年
来，该院已经接诊了四五例类似病例，最
小的只有15岁。

走在“时尚前沿”的沉浸式游戏

游戏“变味”或对未成年人产生危害

潜藏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家长对剧本杀游戏的“刻板印象”——有
人建议，剧本杀店应张贴“未成年人不得
入内”的提示性告示；也有人将其视为

“洪水猛兽”，只要孩子去玩，就爆发争
吵；还有人直接没收孩子的零花钱，斩断
他去消费的念头。

这样激烈的对抗，带来的只有家庭
冲突。

对此，来自甘肃的心理干预师王俊
凯建议，家长可以转换做法，通过更多的
陪伴，帮助孩子找到真实生活当中的乐
趣和成就感。孩子也可以主动邀请爸爸
妈妈一起去玩剧本杀，或者是学校以“剧
本杀”的形式组织一个别开生面的家长

会，增进亲子之间的沟通、交流。
王俊凯说，如果把剧本杀当作一种

社交的环境、媒介，他支持中学生在课
余时间适度参与。他解释，在现实生活
中，亲子、师生之间天然存在一些不平
等关系，这往往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诱
发点。平常，孩子们和成年人之间做不
到畅所欲言地交流，但在剧本杀里，玩
家能表达很多现实中不敢说的话，做很
多现实中不敢做的事情，来弥补一些遗
憾、疏导不良情绪。同时，玩剧本杀还
能锻炼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和分析能
力。

心理学教师真学同样认可中学生将
“剧本杀”作为释放压力、休闲娱乐的一

种方式。她觉得，今天的孩子对剧本杀
的感情，可以看作70后、80后对KTV的
感情，“不同的时代会有不一样的娱乐活
动形式，正确引导、不恐惧是较好的应对
方式”。

真学介绍，心理学中有“第三空间”
理论，意思就是每个人的内部世界与外
部世界之间需要搭建一个桥梁，即“第三
空间”。这是每个个体成长中需要的一
个较为安全的地带，个体需要在这个不
用真实负责的地带获得感受、勇气和力
量，然后勇敢面对和走进真实的生活。
在真学看来，剧本游戏也是一个创造出
来的“第三空间”，对于每个喜欢它的个
体，它都有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辩证看待“新事物”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