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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ER观察家

剧本杀游戏已成为当
下年轻消费者偏好的娱乐
新潮流。

近两年，宁波线下剧
本杀门店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成为内容消费的新领
域。而这些火爆现象的背
后，还存在入行门槛过
低、版权保护不足等行业
乱象。为此，市消保委在
近期专门发布了消费警示。

“随着月亮升起，怪东西开始成型了，在最亮的时候，他
们很嚣张的四处乱跑乱叫，还掏人脑子吃。但是不知道为什
么，很多人嘴角挂着血和碎块状的脑子还在和别人说话，看着
很恐怖……”这是一家剧本推理馆推出的剧本《疯人院》里的
内容。

这也反映出许多剧本杀文本产品存在一个弊病，那就是充
斥着恐怖与重口味的情节，以此来调动玩家的猎奇心态。

文本的风格也折射到了场景布置上。由于入行门槛低，一
些不良商家为了吸引客流，会在场馆内部大打“擦边球”。在
一家门店，记者想要看一下房间里的情况，被工作人员拒绝
了。

“因为里面有道具尸体的陈列，可能会造成不适感。”工作
人员介绍道，每家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不方便透露，只有亲
身体验，才能感受其中的乐趣。

“我们的场景比较复杂，有的地方会有NPC，需要有一定
的心理承受能力。”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些剧本杀门店也
具备了密室逃脱的元素，两者会进行一些融合和关联，最大程
度地增加紧张刺激感，用来吸引年轻玩家。

小张就在“剧本杀”门店里遇到过这些情况。“人物角色
走精神分裂路线，在实景寻证环节遇到过骷髅，还有部分人体
器官。”小张说，尽管道具看起来十分粗糙，但这种引导并不
可取。此外，还有一些阵营本，要求使用诱导等手段，让自己
阵营获胜，“玩完后感觉自己不再相信人了”。

记者走访发现，对于“恐怖本”，商家都会提前告知玩家
所选剧本的性质，根据玩家的需求作一些调整，不过店家通常
不建议未成年人和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的玩家参与“恐怖本”。

当记者询问未成年人是否可以参与时，商家表示目前并没
有对未成年人设限制条件，但在接待客人时通常会提前告知剧
本杀的难度或是包含的一些元素，以此当做一条安全提示“防
线”。

而除了文本与过于追求视觉刺激的场景，剧本杀门店的消
防安全隐患也让人担忧。记者此前走进天一豪景某家剧本杀门
店，原本不大的场地被隔断成多个场景，每个场景里还有众多
小房间，为了营造“沉浸式”体验，使用了灯光、音响、电子
游戏道具等电器设备，小房间内大量使用了布幡、塑料等可燃
装饰物。

在一些“密室”中，两个房间仅靠一个陡峭的扶梯相连，
室内仅有数根泛着微光的“电子蜡烛”，十分昏暗。一旦起
火，玩家难以脱困。

据了解，这些现象在一些密室逃脱、剧本杀游戏场所普遍
存在。

“点蜡、烧香，还有烧纸，如果没人看管和事后处置，很
可能留下火种甚至阴燃；其次，就是意外伤害，在黑暗中，那
种曲折、往复、狭窄的通道中，是否能第一时间转移出去，又
是一个问题。”海曙区消防救援大队的执法人员小林参与了多
次检查，在此前的一次专项检查中，他不无担忧地向宁波晚报
记者这样介绍。

小林还提到外地的一个案例，“有个剧本杀的剧情设置
中，给一名参与的小伙子戴上手铐，到后来手铐打不开，结
果还是拨打119让消防员帮忙拆掉的。”在他看来，密室逃
脱、剧本杀里的很多设置，如果要细究起来，几乎一步一个
隐患——

“有的因剧情需要设置的电气设备，使用多个延长线电源
插座串接设备；道具仓库内违规使用卤钨灯等高温照明灯具；
布景使用的电气设备、灯具及镇流器与易燃可燃装修装饰、道
具未保持安全距离……”小林说，有的场所设置在地下室、人
防工程，安全出口不足，没有手机通讯信号，失火后疏散难度
极大。

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那就是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被占用、堵塞和锁闭。

“有些是因场景剧情需要将安全出口封闭；疏散通道被道
具物品占用、堵塞，部分通道需要顾客爬行通过；有的门禁系
统发生火灾时无法正常开启。”在海曙区消防救援大队一名执
法人员看来，这些都是“定时炸弹”。

让年轻人“上头”的剧本杀
市消保委发出消费警示

核心提示
“新本到啦！硬核玩家可约。”
“这个本很火的。”看到DM （剧本

杀主持人） 的朋友圈，小张按捺不住
了，立即预约。小张自称是剧本杀重度
爱好者，疯狂的时候一周至少要组2次
局，几乎刷遍了宁波的剧本杀店。

“成功推理出‘真凶’的那时刻，感
觉太爽了。”小张告诉记者，硬核推理本
是剧本类型中的一种。剧本杀也称“谋
杀之谜”游戏，基本形式是玩家秘密扮
演凶手的角色，而其他玩家要通过调查
和推理寻找出“凶手”。

尽管“剧本杀”深受时下年轻人的
喜爱，但作为一种游戏方式还需适度。

今年4月，市民王女士就向市消保
委投诉反映，她17岁的儿子玩剧本杀成
瘾，学业荒废、精神恍惚，心理出现问
题。而她反映，商家门店内未张贴“未
成年人不得入内”等类似提醒标语，也
不核对玩家的身份信息，导致她孩子沉
迷其中。为此，王女士认为，商家存在
过错。

但是经市消保委工作人员了解，目
前法律上并没有对剧本杀玩家年龄作出
明确规定。相关职能部门也表示，剧本
杀属于新生产业，尚未出台有效的管理
办法或法律法规，是执法检查中的模糊
地带。

记者调查了解到，宁波市场上目前

有数百家的剧本杀商家，基本上集中在
各大商业综合体，而天一商圈最为集中。

天一豪景大厦就集中了10多家剧本
杀门店，费用也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
等，有的商家还在网络平台推出了9.9元
的超级优惠体验。

天一商圈的一家知名剧本杀门店，
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剧本杀这个市场
已经处于红海，市场竞争激烈。商家除
了普通的桌面推理之外，还推出了各种
实景的房间，根据不同剧本提供服装和
道具，实现玩家的沉浸式游戏体验。

“一般来说，一场剧本杀游戏需要
4~8个人参与，一场游戏一般要在3个小
时以上。”工作人员说，来玩的基本是
20岁出头的年轻人，也有一些高中生。

“毕竟剧本杀游戏需要一定的推理能力，
有的场景还需要一定的心理素质和运动
能力，因此年纪特别小的孩子不会有。”
这位工作人员说，他们这家门店到了寒
暑假，或者周末，生意就比较好，需要
提早预订。

据了解，有的高端剧本杀店有精美
的道具及布置，还有不少NPC（游戏中
不受玩家操纵的游戏角色，引领玩家游
戏进行，是游戏的核心角色之一），可以
玩上一整天。可以说，现在的剧本杀游
戏已经从纯粹的桌面推理全面发展到立
体式、沉浸式了。

剧本杀作为一种新兴业态，目前尚处于野蛮生
长的阶段，急速扩张又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和监
管，风靡火爆的同时，带来的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市消保委认为，剧本杀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是内容安全风险问题。一些商家为了博取眼

球，吸引客流，在游戏内容、场景设置中嵌入恐
怖、暴力、色情、灵异元素，由于游戏覆盖群体广
泛，这过程中滋生的相关涉黄、涉暴乱象必须引起
警惕和重视；游戏中那些不受真实性约束的离奇、
反常、惊悚的暴力血腥情节，会对年轻人的生命观
产生影响，甚至可能引起严重的心理问题。特别是
未成年玩家，一旦代入涉及暴力、血腥的剧本角色
后，会造成严重后果。

二是线下门店规范化问题。目前开办剧本杀门
店准入门槛较低，既没有前置审批条件，也不需要
经过文化、公安等部门的内容审核。很多剧本杀门
店都是在大厦或者居民房中的改造房，空间封闭，
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目前也没有一套完整的从业人
员培训规范，游戏道具、服饰重复使用所带来的卫
生问题也都是规范经营管理存在的漏洞。

三是盗版剧本盛行问题。由于低门槛、牟利冲
动和同质竞争，很多商家使用的剧本质量良莠不
齐，盗版滥行于市。盗版剧本往往是粗制滥造，内
容低俗，不仅侵犯发行商、作者权益，也大大影响
玩家的体验感，最终形成行业生态恶性循环。

为此，宁波市消保委呼吁：
一是商家要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用优质的剧

本、良好的体验来吸引客户，同时也要保护未成年
人不受负面侵害，去芜存菁，行稳致远。

二是相关行政部门及时制定、健全管理制度和
细则，加大对剧本杀行业的监管力度，划出红线，
筑牢底线，提高从业者的自律与他律性，引导行业
规范健康发展。

三是建议广大市民在游戏时注意选择经营管理
规范、剧本内容健康、安防措施齐全的场所，发现
此类场所存在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积极向监管
部门举报。

不少雷点

天一商圈的一家剧本杀门店 记者 毛雷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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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室逃脱”内通道狭窄。

海曙消防执法人员在检查。记者 马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