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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更多元的“大侦探宇宙”
《大侦探7》持续聚焦社会热点：《童话学

院之毕业悸》再次揭露校园霸凌问题，《天台
公寓》围绕空巢青年、家庭暴力等现实问题展
开讨论，《蔷薇下的罪恶》《机智的老年生活》
则切换视角，关注普通人的命运，为弱势群体
发声……节目将一个个故事讲得更温柔、更
动情，也更深刻。但与往季不同的是，《大侦
探7》的每个案件在独有的立意外，还将“寻找
撒侦探”作为主线任务贯穿其中。收官案件
《顶牛之战》则收束前十案埋下的线索，来自7
个“大侦探星球”的角色重聚“顶牛市”，解锁
更加圆满的人物结局，为“大侦探宇宙”注入
更真切的情感力量。

自大侦探第六季提出“大侦探宇宙”概
念以来，《大侦探7》将初具雏形的“大侦探
宇宙”进行多维度构建，深度布局“大侦探
元宇宙”。“大侦探是个连续剧”是对“大侦
探宇宙”这个概念最直接的解释，而第七季
对这部“连续剧”进行了续写、扩写：《机智
的老年生活》续写 NZND 男团齐聚疗养院，
《凛冬将至》则联动《逃出无名岛》《燃烧的
玫瑰》《甄的不行街》等往期案件。收官案
件《顶牛之战》的结尾讲道：“在大侦探宇宙
里面，我们找到了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一种
方式，叫做‘爱与想念’，带着爱与想念走过
的每一步，其实就是万水千山。”在“爱与想
念”这个永恒不变的主题下，《大侦探》构建
起更多元的“大侦探宇宙”。

全面升级为普法教育推理节目
在内容剧本上，《大侦探7》的玩法再度升

级，烧脑推理让真相不断反转。《时光里的访
客》利用“时空电梯”的单摆属性，分裂成多个
平行时空，推导出极其复杂的时间线。而在
凶手的设置上，《绿洲之上》再现“双凶”作案，
《顶牛之战》则首次开启了“无侦探+三凶”的
“地狱模式”，随着玩法的全新升级，案件难度
也达到了全季新高度。

此外，《大侦探7》全面升级为普法教育推理
节目，并与最高人民法院合作推出节目特别环
节《大侦探合议庭》，科普案件故事中涉及的相
关法律知识，剖析案件成因以及背后的社会热
点问题，探索出节目的全新形式——沉浸式普

法，把法律法条融入剧情，完善案件细节的同时
彰显法理的严谨。而《大侦探7》联合最高人民
法院在线上发起“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活动，
实现普法内容针对年轻人群覆盖精准化、普法
活动实时参与互动化。在节目播出过程中，“大
侦探全民普法课堂”活动深入线下，与西北政法
大学“梦幻联动”，将案件带入课堂，在这节特殊
的刑法专业课上，西北政法大学邹帆博士以节
目第二案《天台公寓》为案例，为学生们剖析节
目涉及的刑法知识以及社会立意。

《大侦探7》以“案”析法、以“案”普法，在
直面社会痛点的同时普及法律知识和法治观
念，找到普法严肃性与综艺节目娱乐性之间
的平衡，同时为文艺作品的创作思路和社会
担当提供了新的思路。 （北京青年报）

《大侦探7》收官
“以案析法”推动全民普法

11 个扑朔迷离的案件故
事，77 个被全新演绎的角色，
历时四个月，芒果 TV《大侦探
7》于近日收官。节目收获网友
一致好评，以及 700+全端热搜
的超高热度和豆瓣开分 8.0 分
的超高口碑。

深挖不同行业故事
给观众带来别样体验

近年来，各大平台陆续推出以实习生为
切入口的观察类职场综艺，节目充分聚焦实
习生踏入行业的第一步，引导他们用积极、认
真的心态面对职场挑战，帮助年轻人舒缓职
场焦虑、直面职场问题。在此基础上，更多新
形态职场类综艺节目从不同角度切入，融入
更多创新元素，给观众带来别样的体验。

《上班啦！妈妈》聚焦职场妈妈，以旅游、
广告、餐饮三大行业为主线阵地，通过还原真
实职场环境，呈现出当代女性在面对家庭焦
虑与职业困惑时的选择，关注妈妈们在重重
困难下的破茧成蝶。《一往无前的蓝》则在艺
人参与下，带动更多普通观众关注真实的消
防生活，不仅让消防精神得以充分阐释，而且
提高了人们防火救火的意识。《初入职场的我
们法医季》关注法医这个小众群体，通过对真
实案件的还原，让观众理解法医在病理、物证
方面工作的重要性。

多年来，职场类节目的模式从单一的找
工作样态，不断发展到现在以《令人心动的
offer》为代表的观察类节目模式。如果说以
前的此类节目是给年轻人提供机会，那么现
在的职场类综艺节目则是教会年轻人如何寻
找机会并且实现梦想。在中国传媒大学副教
授周逵看来，这就是职场类综艺节目实现的
跨越，让观众在观察过程中收获成长。

“一开始，职场类综艺节目中的同学学历
背景和实践经历让我焦虑，我拒绝观看此类节
目。我克服了心理的焦虑与落差之后，这类节
目确实带我走出了职场的第一步。”事实上，优
秀的职场类节目就像一堂别开生面的就业指
导课。北京师范大学法律硕士赵津表示。

呈现求职过程
为年轻人找工作支招儿

就业一直是人们特别关注的话题，网络
流行语“打工人”，其实是年轻人对自己职场
生活的自嘲。当年轻人在面临找工作以及初
入职场时的各种复杂状况时，职场类综艺节
目能让他们舒缓情绪、提振信心。

《初入职场的我们》第一季中，经验最少、
专业不对口的孟羽童在面试中用一支自信洋
溢的舞蹈逆风翻盘。这些面试的经历，让观
众感慨职场小白也能收获自己的伯乐。《上班
啦！妈妈》中的乔一，离职后考取北大硕士，
她在重返职场的面试中介绍自己：“我不想说
我是全新小白的身份，我觉得那样没有办法
给企业带来价值，我想去一个能力可复制，对
我来说又有晋升空间的行业。”节目中，人们
看到了在职场摸爬滚打过的成熟女性，用自
己的思路在寻找一次新的契机。

已经踏入职场两年的李锐谈道：“在职场
节目中看到实习生们小心翼翼的样子，也会
想到自己当下在职场中面对的困惑与焦虑。
节目中的一些小瞬间，恰好能启发我的思路，
让我对自己的职业与处境有更多的思考。”

“保研还是工作”“如何选择第一份职业”
“如何进行团队合作”，这些现实问题被节目
一个个抛出，观众不断代入自我，设想“如果
是我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节目通过对
求职过程的深刻展现，在实习生开启工作任
务的同时，观察室的嘉宾们也结合自己的人
生体验对实习生遭遇的难题展开点评，更对
实习生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展现了最大的包
容，这背后充分反映了职场类节目的创作价
值。观众会发现，在看似“残酷”的职场，依然
有前辈温暖的关怀和同事们的热切鼓励。

充分观照现实
摸清未来发展方向

如果说职场类节目聚焦了年轻人最接近
生活的纬度，那么最近热播的《一往无前的
蓝》则在拓宽领域、融入公益元素、探讨社会
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正向价值的引领，彰显
时代精神。

目睹警铃响起后消防员同行们神速的出
警，节目中的艺人嘉宾瞬间领悟了消防员身
上“将人民生命视为最高”的职业使命感。

事实上，一开始为了获得更多关注，职场
类节目往往选择以法医、消防员、金融从业者
作为切口，促使观众以猎奇心态进入节目，但
是如何获得持续的热度？北京交通大学语言

与传播学院青年教师王晓培表示：“必须回到
日常生活，让文艺创作发掘日常的闪光点，聚
焦平凡个体的不凡人生，在对现实的观照中，
寻找到节目的未来走向。”

《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中，普通女孩
向琴琴引发了观众的共鸣，弹幕上满屏真情
流露，“向琴琴就是生活中我们这些最普通女
孩的真实写照”。这个从小梦想着成为法医
的姑娘，见过人间百态。也许，漫漫长路，只
有不忘初心，才能最终实现梦想。

节目之内，所有职场综艺都面临一个问
题，在可看性上，它几乎站在综艺娱乐内核的
反面，有时给职场人带去的可能是负面情
绪。拿捏住娱乐属性和社会意义的平衡点，
是职场类综艺创作面临的挑战。（光明日报）

职场类节目：从“有意思”到“有意义”
职场综艺作为近年综艺市场迅速崛起的垂类创新分支，以新人们初探世界赤诚的热爱、不认输的

闯劲和对梦想的执着，在各式缤纷的综艺门类中打出一片天。恰逢毕业季，此类节目让不少观众看后
表示：“能引发人们对职场的向往。”

综艺《一往无前的蓝》海报。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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