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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悬疑题材电视剧经过数十年发展，演变出许多不同分支。其中，向来擅长打“情感牌”，营造温情氛围

的日剧中诞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除去情感刻画部分，日剧在剪辑拼接、场景设置、画面构图等方面也

颇具分析价值。本文将以2018年的悬疑电视剧《非自然死亡》为例，从人物形象塑造、悬念设置、叙事

结构切入，分析该剧对于影像叙事技巧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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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ystery genre television series have developed for decades, forming various branches. 
Among them, Japanese dramas are known for playing the “emotional card”, creating a warm at-
mosphere. In addition to emotional portrayal, Japanese dramas also excel in techniques such as 
editing, scene setting, and visual composition. This article will use the 2018 mystery drama “Un-
natural” as an example, analyzing its application of visual storytelling techniques from the per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jc
https://doi.org/10.12677/jc.2024.124139
https://doi.org/10.12677/jc.2024.124139
https://www.hanspub.org/


承可歆 
 

 

DOI: 10.12677/jc.2024.124139 908 新闻传播科学 
 

pectives of character image construction, suspense setting,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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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非自然死亡》是由日本 TBS 电视台制作并发行的法医悬疑题材电视剧，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在日

本首播，一轮播出取得平均收视 11.06%的不俗成绩。本剧讲述了在“非自然死亡原因研究所”（简称“UDI”）
工作的女法医三澄美琴为了心中坚信的真相与正义同几位个性鲜明的同事一起探查非正常死亡者的真正

死因，抽丝剥茧、上下奔走，为改变现实、寻求公道而努力的故事。 

2. 研究综述 

纵观此前国内的影像叙事研究，史剑辉在其《数字时代影像艺术创意与传播研究》中通俗地论述了

“影像叙事场”的概念：“随着影像技术进步，可以说是生活处处有影像，影像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转换成了叙事文本，凭借其‘视听真幻’的魔力向观众兜售。家中的电视周围、影院的荧幕前、掌中的

手机上、写字楼的电梯间、街头的大屏幕里……人们几乎一刻离不开、也躲不过影像叙事场。”[1]影像

叙事场是由影像多个层面共同构建完成的。“影像技术层是影像表达的最基本要求，包括光影、色彩、

构图等技术元素，是影像的基础部分；影像表意层面是影像表达的思想层面，它借助于影像的构成逻辑

传达着有关影像之外的话语，是影像的高级层面；而影像叙事层是影像逻辑和结构的最重要部分，也是

容易吸引大众关注的部分，影像的叙事层面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可以将观众牢牢地锁闭在故事之中，

从而完成对观众的占有。”[2] 
聚焦到具体的不同方向，众多学者对于影像叙事研究的切入点各有不同。2003 年，陈林侠在其《论

影像叙事的诗性结构与‘后抒情’》将目光放在抒情影片这一类型上，探讨诗性结构在该类型影片中的

影响[3]；2010 年，金丹元与马璐瑶的《更贴近生活的影像叙事——关于当下电视剧热播的思考》中则提

到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中国电视剧的创作尝试引入电影的手段从而创造视觉冲击，这对影视剧

的创作者和观看者来说都是一场变革[4]；2012 年，林清华的《从话本逻辑到蒙太奇逻辑——二十世纪二

三十年代中国影像叙事实践的变迁》关注中国电影诞生之初的叙事逻辑，提出了中国电影的叙事从话本

逻辑到蒙太奇逻辑的过渡背后的原因[5]；2013 年，随着智能手机、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陈刚在其《‘新

历史主义’影像叙事——与吕乐谈《一九四二》的摄影创作》中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出发，与数字时代的

到来紧密联系，从色调、调度多层面阐述了冯小刚电影《一九四二》的影像叙事[6]；近几年，这一领域

出现了更多关注文学作品在影视化改编中的影像叙事元素的声音，王顺天的《镜头叙事与影音美学：茅

盾文学奖作品电影改编的影像叙事研究》详细分析了茅奖作品由文字到影像的转变中镜头叙事、色彩光

线、声音等元素的作用[7]；也有学者将影像叙事的研究延伸至影视史学范畴，针对纪录片这一形式进行

研究，诸如李娜的《南京大屠杀影像叙事研究述评》[8]。 
本文将重点关注悬疑影视剧的影像叙事特点，以此前大热的日剧《非自然死亡》为例，从人物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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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叙事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以期为同类型作品的创作提供思考与帮助。 

3. 正文 

3.1. 人物形象塑造的细节之处 

人物形象塑造对于影视剧的创作是基础，也是核心。可以说只有塑造出形象足够丰富、真实的人

物，让角色在观众心中“站稳脚跟”，影视剧才有深入展开剧情、剖白自身内涵的可能。“影视人物

塑造时强调其人物的性格特征、人物所处环境和人物形象要素及其情节等问题，还要考虑作品讲述时

代及大众审美等方面。”[9]在这一方面，《非自然死亡》在强调个性化人物的性格特征的同时，注重

场景细节和侧面描写。第一集开头几位主角依次登场，画面从两位女性在换衣间的对话引入，而后通

过柜门合上再打开的转场设计，转到男士换衣间——两位男性角色正在讨论另一位法医。紧接着随着

以上几位角色穿插于画外音的对话展开，一个脾气暴躁、个性古怪的人物形象逐渐清晰。镜头画面在

此时随之切换，先是切到了值班表上的名字，然后又一转，正平躺在解剖床上的众人谈论的对象猛然

坐起。通过其他人物的对话来引出人物是影视作品中常见的手法之一。本剧的优秀之处在于，其在以

间接手法刻画主要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兼顾展现出了其他人物的性格特点，如三澄的沉稳、东海林的

开朗、坂本的懦弱等；并通过利用解剖床、小玩偶、天妇罗盖饭等道具来赋予不同角色各具特色的性

格对照物，使观众在观看时既能感受到画面、情节的丰富，获得强烈的视觉化观感，又能对出场人物

留下深刻印象。 
在人物出场时设置冲突也是展现角色形象的常见手法。在第三集中，检查官乌田出场时一句轻描淡

写的“你就是三澄医生啊，不是助手吗？我只听说了你的姓氏，没想到你是女的。”而女主角迟疑、严

肃的神情则展现出了对这一人物的抵触，此时观众的心理和态度会跟着主角一起站在检察官的对立面，

产生不悦、厌恶的情绪。但在其后的剧情中，随着主角一行人通过努力查明了案件真相、剧情进一步发

展，人物之间的冲突被化解、调和，检察官的形象、立场也发生改变。 
如此看来，这一角色便是叙事学中的具有人物弧光的“圆形人物”。“有弧线的动态圆形人物，指

人物随着遭遇的不公际遇与处境而随之发生变化，人物在刚开始出场时呈现着一种特定角色与性格，到

经历诸多变故后，其性格乃至角色渐渐变成另一种类型。‘文似看山不喜平’，人物的塑造也一样，弧

线人物因为性格的峰回路转，从而使故事产生跌宕起伏的叙事迷魅。”无独有偶，男主角之一的久部的

人物塑造也以展现人物弧光的思路展开。人物弧线是线性的，总是有起点和终点，依据其弧线的趋向，

可分为两种类型：成长–积极的上升型弧线；堕落–消极的下降型弧线。积极的上升型人物弧线最常见，

也是最能引起共鸣的人物弧。主人公刚开始会有不同程度的个人不满足和自我否定。在故事发展过程中，

被迫接受挑战和磨难，最后战胜了人性的弱点和心魔取得成功，成为另外一个更好的自己。[10]久部在登

场时展现出的怯懦、自卑等性格特质使这个人物看起来并不具有“主角”气质，相反还给观众留下了优

柔寡断、别有用心的负面印象；然而在之后的剧情中，他和三澄险些为了抓住真凶丧命，也学会如何跟

代表着传统家庭权威的父亲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他的人物形象逐渐变得丰满、复杂，其行为随人物

成长也变得更加具有可信度。此时在观众心中，这一人物由“成长—积极的上升型弧线”获得发展，其

“主角身份”相比之前说服力提升。他虽然有许多缺点，但不再会引起反感。这就是人物塑造的技巧所

在——先抑后扬。 

3.2. 悬念的巧妙设置 

金圣叹在评点小说戏曲时对于悬念问题中的读者/观众视角的看法是“读书之乐，第一莫乐于替人担

忧”。悬念作为一种故事讲述的高级手法，其叙事效果为“对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的关切心情”。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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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叙事中通常将事件划分为原因、过程与结果，在叙事过程中对三个部分的任何一个部分进行模糊简述

都可以使其产生悬念；将事件的叙事时序进行重组后同样可以达到悬念效果，例如将事件的结尾进行处

理放置在叙事开端的位置，预知结果的观众会对情节的走向产生疑惑，这便构成了悬念；除此之外，还

可以通过元素的隐匿来设置悬念。[11]在《非自然死亡》中，最令观众印象深刻的悬念便是三位主角在登

场时身上各自背负的“秘密”——三澄美琴成谜的身世、中堂系坚持留在研究所的原因以及久部六郎与

杂志社的关系。这三个悬念基本都以元素的隐匿为手法展开，通过先给出一定信息，制造信息差和悬疑

氛围，引起观众情绪上的好奇；然后以主角身上的悬念为主轴，每一集的案件为支线，在主线和支线交

织中给出其他信息，使观众随着剧中人物一同解开悬念。 

3.3. 叙事结构的完整性 

从叙事结构的角度可以将影视作品分为线性叙事、非线性叙事和反线性叙事三种。《非自然死亡》

属于线性叙事，其中采用了插叙、倒叙等手法。线性叙事是一种经典的叙事手段，它注重故事的完整性，

时空的统一性，情节的因果性和叙事的连贯性，观众易于接受。倒叙有明显暗示和相对完整的特点，有

画外音、从面部特写转入倒叙等手法提示，线索分明，易为观众所接受。插叙则是暂时中断故事主线叙

述，插入一段与主要情节相关的回忆或故事。倒叙和插叙实质上还是属于经典的线性叙事，二者的目的

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顺时性的线性叙事。《非自然死亡》作为一部单元剧，每一集都涉及不同的案件，

基本遵循传统的“发现现场–收集证据–深入探查–还原现场”的叙事展开，先以直叙的手法带领观众

分析案件，最后再以倒叙的手法重现案件发生时景象，而每次案件真相浮出水面时蒙太奇镜头配合着米

津玄师的《lemon》的组合也已经成为该剧的象征。 
在剧集的后半段，作品的重心转向了叙述主线剧情中“红色的金鱼”这一线索。从第八集“遥远的

家乡”到结尾，叙事呈链条式结构。链条式结构是一种纵向的结构，是将充满悬疑的事件串联而成，所

有事件都是环环相扣，前一个事件中蕴含着后一个的事件的主要线索，一环扣一环的组合形式。链条式

结构的设置使得整部剧的叙事节奏紧密有序，隐含一个又一个的悬念，悬念事件之间又相互联系，让观

众观看只能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看到结局，中途悬念设置猜不透，或结局反转，调动观众胃口，从

而吸引观众的持续收看。[12]第八集中老式大楼失火，看似凶狠的黑帮混混牺牲自己救出了唯一的一位幸

存者，而当警方调查大楼内部时却发现了另一具早已死于福尔马林注射的尸体，这具尸体的发现地正是

幸存者的房间。同时，尸体的口中出现了“红色的金鱼”的印记，并且久部收到了一份关键的证据，于

是更大谜团随之出现。这一系列的情节就如同链条一般，一一相扣，使剧情的展开呈现出连锁反应一样

的流畅、自然感。多样的线性叙事手段加上链条式的结构令本剧的叙事结构更加完整、缜密，在突出了

悬疑剧应有的逻辑性的同时，也丰富了观众的观感。 

4. 结语 

在《非自然死亡》中，“人性”层面上对于人物的挖掘并没有过多地放在他们的日常生活或是感情

关系上，而更大的笔墨都放置于每一个死者死因的追查，利用专业手段追查的过程中穿插着数次关乎人

性的故事，整部剧在“专业”与“人性”之间寻求到了完美的平衡点。[13]这部剧的成功离不开其对于影

像叙事技巧的灵活运用，除了人物形象塑造、悬念设置和叙事结构以外，镜头语言、符号象征等等方面

也做得十分出色。它通过艺术创作这一窗口，将“死亡”还原为虽苦楚却平常的事件，坦荡淡然地呈现

于观众面前，令观众与剧中的角色感同身受，反思人生。正如剧中所长所说的那样：“已逝之人不分好

坏，只不过碰巧没了性命而已，而我们只是一时幸运活在这个世上，碰巧活着的我们是不应该忌讳死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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