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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文艺报》、《中国作
家》、《长篇小说选刊》主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编辑部、中
国作家网承办的芒果TV《消失的孩子》研讨会在京举行。
该剧改编自贝客邦小说《海葵》，围绕儿童失踪案这一主线
展开叙事，其中叠合了发生在同一栋楼内的藏尸案、女房东
遭遇性侵案两条支线故事，案包案、环连环，给观众带来在
场性、沉浸式追剧体验。研讨会以线上结合线下的方式进
行，《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文艺报》艺术部主任高小
立、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小英、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李
敏、编剧许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李宁、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博士许哲妤、《长篇小说选刊》副主
编宋嵩、《中国作家》编辑赵依、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综合办
干部田明月等围绕该剧的影视文学改编路径、作品的思
想性、艺术性等展开讨论。会议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
会副主任宋向伟主持。

宋向伟认为，《消失的孩子》是一部值得关注的电视剧，
其揭示社会问题的深度和在电视艺术上的创造值得研究。
她具体谈到，剧中主人公杨远反复出现的牙疼镜头是一个
重要象征。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它应以怎样的方式存在？
孩子是人类的未来，应该如何教育？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
面对危机如何破解？何为真爱，何为正途？这都是社会之疼、
人类之痛。该剧揭示了生活中的破与立、得与失、面与里、偶
然与必然、初衷与结局等多重关系，在艺术探索方面也给观
众带来心灵激荡。

现实主义精神加持社会派推理。梁鸿鹰认为，该剧采用
悬疑的方式对诸多社会问题进行深入呈现，如家庭教育问
题、养老问题、女性成长问题、单身问题、家庭重组问题等。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该剧颇具现实主义力量，开篇破旧的老
楼、普通的家庭、日常的生活，由一个孩子的走失引出一地
鸡毛的重新“回放”。此外，该剧在服化道等各方面也都遵循
了现实主义路线，给观众以平实可亲的代入感。高小立谈
到，电视剧《消失的孩子》改编自小说《海葵》，海葵很美，看
上去像花朵，但海葵要依靠几十条触手上的特殊刺细胞释
放毒素来猎取食物，海葵必须锚定在岩石、珊瑚上生存，属
于半寄居物种。原著《海葵》对应的正是女孩恩怀，极度缺乏
爱、没有安全感的她，在与莫莫的相处中，逐渐将自身情感
如海葵般寄生于杨远一家。此外剧中还有若干寄生关系，例
如袁午寄生于父母，林楚萍在情感上寄生于哥哥。改编过程
中，电视剧抽离了对幕后真凶是一个心性丧失的女孩的聚
焦。表面上看，该剧以本格推理的剧情演绎，抽丝剥茧般将

失踪案、迷奸案、藏尸案次第解开，但剥开非典型性刑侦破
案剧的外衣，该剧却是社会派推理演绎下对人性的剖析。王
小英观察到，近年来国内悬疑剧制作逐渐发展成熟，《消失
的孩子》《隐秘的角落》等优质悬疑剧有一些共同特点，就是
不再为了悬疑而悬疑，单纯的推理已经不足以满足观众的
口味。在日本推理小说中，有本格派推理和社会派推理的划
分，本格派推理注重逻辑至上，社会派推理则将推理置于广
阔的社会时代背景中，有较强的现实性。近些年来国内优质
悬疑剧，更多选择社会派推理的路线，它们敢于直面社会矛
盾，也力图彰显人性中的真善美。《消失的孩子》最可贵的地
方正在于，故事并没有止步于结案，而是从根本上除掉心
病。该剧不仅触及到了几种家庭教育方式的对比，同时也是
一部引导人心向善的好剧。

时间线与人物线交错编织。许诺详细谈到该剧采用的
POV叙述方式。POV叙事方式早在J·J·马丁的奇幻小说
《冰与火之歌》中就已经被广大观众所知。这种叙述方式的妙
处在于，这是一种受限制的第一人称视角，不仅有利于观众
带入体验，也利于打造某种“叙事诡计”。纵观12集电视剧，
其实主线故事只发生在冬至这一天，但故事叙述时空却长达
数年。该剧将不同时间、空间中的不同人物视角编织在一起，
利用时空诡计，将观众的时空认知塑造为整部剧在案件悬疑
之外的另一层心理悬疑。最终，当几条叙事线索交汇在同一
时间节点时，心理悬疑和案件悬疑同时解开，赋予观众极佳
观看体验。田明月谈到，与一般以刑侦破案为叙事重心的悬
疑剧相比，该剧的核心案件并不复杂，该剧通过案件的牵引，
随着不断的插叙、倒叙，不同角色的口述将三组家庭的日常
生活直观地摆在一起，形成冷暖的鲜明对照，从而引发观众
对亲子关系、复杂人性的反思。在对照组的设置上，《消失的
孩子》也与以往的剧集有所区别，它不仅设置了同龄人之间
的对照，即杨莫与许恩怀，在某种程度上，小学生杨莫与已经
大学毕业多年、结婚生子的袁午也形成了一种对照，让人不
禁会联想今天的杨莫是否会成为未来的袁午。

悬疑氛围兼顾生活气息。宋嵩感受到，该剧主创为营造
气氛花了很大气力。他观察到剧中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就
是袁午家客厅里有一个灯泡一直是亮着的、旋转的，整个房
间因为这只灯泡变得气氛诡异，导演用了一个小小的道具，
就把环境氛围营造得扣人心弦，类似的细节还有很多。赵依
进一步谈到，《消失的孩子》既注重对悬疑氛围、密室逃脱、
不在场证明等类型特征的打造，也关注到对生活气息的呈
现，比如菜市场、家庭出游、桂圆鸡蛋等，构建出具有足够本

土化特色的故事背景和人物形象，反映生活、反映中国社会
现实命题。

深入挖掘人物内心世界。李敏认为，《消失的孩子》最重
要的设定是“孩子”这个概念，它首先自然是特指孩子杨莫
的消失，然而，它更是一个泛指，在剧中消失的孩子不仅有
杨莫，还有恩怀、袁午。它同时还是隐喻，“孩子”隐喻着纯
洁、快乐、未来，剧中这些东西都消失了。所以该剧很鲜明的
一个主题是指向原生家庭的：杨莫的焦虑母亲令人窒息，恩
怀的冷漠母亲令人畏惧，袁午的万能母亲令人叹惋。在李宁
看来，悬疑剧本身的一大特色在于擅长塑造复杂多面的人
物形象，展现人物幽深的、曲折的、隐秘的角落，《消失的孩
子》在这方面比较成功，该剧非常注重展现人与人之间的情
感关联，同时借助第一视角或者第二人称，通过内心独白等
方式来发掘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许哲妤关注到改编作品
中人物性格的配比问题。她举例谈到，例如剧中袁午的戏份
很重，他不仅承担叙事功能也是搞笑担当，袁午明明很惨，
但很多情节却惹人发笑，甚至让观众觉得有些可爱，这一人
物塑造成功的原因之一，正在于他被塑造成了一个多面性
的人。

“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是唐太宗李世民率军平乱
后，创作的一首名垂千古的《饮马长城窟行》。新荣饮马河，
因这首诗而闻名。碓臼沟秧歌就发源于烽火峥嵘的大同市
新荣区碓臼沟村。碓臼沟村以北，是夯土长城，举目远眺，烽
燧绵延、堡堡相望。这样的边关要塞，战争时期烽火连天、金
戈铁马，和平时期边塞人民互市贸易、商贾云集，成为游牧
文明和农耕文明交织的腹地。碓臼沟秧歌戏既浸润了长调
的悠长宽广、粗犷豪放，又蕴含着小曲的婉转低回、抒情细
腻，将内蒙古草原与黄土高原的审美情趣融于一体。

碓臼沟秧歌形成于较封闭的农业社会，它的表达方式、
生存途径、发展环境与传统的农业社会相适应，表达了碓臼
沟先民对世界的认知，是本土文化中最具魅力的部分。方李
莉认为，“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也许是人类文化的又
一次演替过程，在这一演替的过程中原有的文化，成为了新
的文化生长的有机质、孢子和种子，因此，保护文化的多样
性很重要，但我们也要看到，保护的目的，并不是让其静态
的存在，而是让其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生长在我们的生活
中”。戏曲是活态化的艺术，有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随着
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繁荣，地方小戏遭受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困境，日趋衰微。地方戏曲的研究，应利用文
化生态学、区域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剖析地方戏曲产生的自
然生态环境、人文生态环境、政治生态环境等，才能从源头
上抢救和保护“活态戏曲文化”，让戏曲文化这棵大树根深
干壮、枝繁叶茂。

一、碓臼沟秧歌产生的自然生态环境

碓臼沟秧歌，发源于大同市新荣区碓臼沟村，流行于晋
蒙地区的左云、丰镇、凉城等。碓臼沟位于山西省北端的大
同盆地北缘，地处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过渡带的黄土丘
陵区。境内沟壑纵横，丘陵起伏，东与大同县、阳高县相连，
南接大同市南郊区，西临左云县，与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毗
邻，北以长城为界与内蒙古自治区丰镇、凉城相望。碓臼沟
地处农业与畜牧业的交错地带，可耕可牧，是长城沿线农耕
与游牧文化交融的前哨。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文
生态，造就了唱词通俗易懂、曲牌多元丰富、板式灵活多变、
唱腔高亢婉转、风格爽利诙谐的碓臼沟秧歌。

二、碓臼沟秧歌发展的人文生态环境

“山乡庙会流水板整日不息，村镇戏场梆子腔至晚犹
敲”。山西农村土戏台上的这副楹联，真实地表达了山西人
对戏曲的痴爱。山西戏曲历史悠久，剧种繁多，是中国戏
曲的摇篮。山西共有50余种地方剧种，种类位列全国第
一。现存金、元、明、清古戏台3000余座，数量占全国古戏
台的五分之四。全国有12座金、元时期的古戏台，全部在
山西。一座座斑驳沧桑的古戏台，回响着千年的袅袅余
音，承载着厚重的山西戏曲记忆。

宋代山西泽州艺人孔三传所创诸宫调，因用不同宫调
的曲牌演唱而得名，是戏曲音乐的渊源。诸宫调的多宫结构
和一人演唱的形式，对北曲杂剧音乐结构和演唱形式的形
成有着重要影响。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目前所见保
存最完整的诸宫调作品，为后来王实甫的《西厢记》所借鉴，
促成了元杂剧的诞生。元曲四大家中关汉卿、白朴、郑光祖
都是山西人，形成了一个杰出的杂剧作家群，创作了众多的
优秀剧目，如《窦娥冤》《梧桐雨》《望江亭》《墙头马上》等，为
元杂剧的高峰奠定了基础。明清时期，是山西戏曲发展的鼎
盛时期，梆子戏、秧歌戏、道情戏、曲子戏、落子戏、锣鼓杂戏
等，层出不穷，异彩纷呈。得天独厚的戏曲人文环境，为地方
小剧种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

北路梆子、右玉道情、耍孩儿、二人台、罗罗腔、朔州
大秧歌、广灵秧歌等，都是晋北土生土长的戏曲剧种。碓
臼沟秧歌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其它剧种的优势，完善

发展自己。碓臼沟秧歌在北路梆子的影响下，从民间小戏
的窠臼中蜕变飞跃。板腔体的多种板式，如[头性]、[二性]、
[三性]、[介板]、[滚白]被碓臼沟秧歌戏吸收，标志着梆子
声腔为主的新唱腔体系形成。朔州大秧歌、广灵秧歌、繁
峙秧歌是晋北颇具影响力的三大秧歌戏，在数百年的传
承发展中，形成了以训调、六股子为主的唱腔模式。碓臼
沟秧歌将训调、六股子与当地小调、方言融合，构成碓臼
沟秧歌的主要唱腔。北路梆子的板腔体和训调的联曲体
相结合的戏剧样式，被称为“梆纽子”，具有兼容并蓄、灵
活多变的音乐特征。

三、板腔体与曲牌体兼用的唱腔模式

唱腔指在戏曲中，所有以人声演唱的音乐，统称为唱
腔。声腔指戏曲、曲艺乐种，历史上在某地区不断发展变
化、传播，世代流传的某种特定乐调系统，有着较强的传承
性与血源性。“中国的戏曲剧种,都是以某一种声腔结合本
地语言为特色,一种或多种声腔为主调,进而成就一个剧种
的音乐表达方式”。碓臼沟秧歌的音乐以板腔体为主兼用
曲牌体。戏曲唱腔分四部分[梆子腔]、[训调]、[红板]、[明清
俗曲]。

1.梆子腔
梆子腔是碓臼沟秧歌的主体声腔，音乐的总体风貌和

韵味与北路梆子相近，音乐结构上的最大特点，是以“上下
句”为唱腔的基本结构单位。上下句在音乐上最明显的标
志，是乐句的句末落音，通常上句落在调式的不稳定音上，
下句落在调式主音上。旋律围绕主音进行上下五度的发展，
构成了典型的梆子腔旋律骨架。碓臼沟秧歌借鉴了北路梆
子的五种基本板式：[头性]、[二性]、[三性]、[介板]、[滚白]。

2.训调
碓臼沟秧歌、朔州秧歌、繁峙秧歌、广灵秧歌、河北蔚县

秧歌都使用训调，属曲牌体。训调是地区性传播声腔。“训调

的句式结构是由两个和两个以上的乐句(都是对偶句)组成
的单乐段，同一训调可演唱多段唱词,呈分节歌形式。其前
奏与间奏均采用打击乐或打击乐相结合的形式。训调的唱
腔节奏可分为慢板、中板和快板三种形式”。碓臼沟秧歌的
训调主要有《古训调》《小旦训》《连环训》《连头训调》《高字
训调》《赶山训调》等。朔州秧歌戏有《平训》《越来调》《闪半
边》《五音堂》《大游板》等。繁峙秧歌有《跌落金钱》《奶训》
《空弦训》《满酒训》等。广灵秧歌有《崞县训》《豆腐训》《马头
训》《水波浪》《梦昏训》等。河北蔚县秧歌有《大训》《梦魂训》
《棒子训》《观灯训》《借冠子训》等。晋北秧歌与河北秧歌中
训调的使用灵活多变，既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多首连用，
还可以与梆子腔穿插使用。

3.红板
红板的风格似道情，繁峙秧歌中亦称六股子。红板的使

用十分灵活，可与训调、板腔体连用。红板多为五声性旋律，
适于叙事与抒情，每句唱腔末加打击乐伴奏。常用曲牌有
《平红板》《紧红板》《苦红板》等。唱腔中多加入衬词“哎呀
呀，哎嗨嗨”“哪哈咿呀嗨”，增强了碓臼沟秧歌活泼、爽利的
唱腔特点。

碓臼沟秧歌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造就了她既古拙、
奔放、热情，又细腻、委婉、苍劲的艺术特点，成为百余年
来晋北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2006年，碓臼沟秧
歌戏被列入山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一
系列非遗保护措施的落地，为抢救、传承、发展这一稀有
剧种带来了希望。20世纪80年代，山西戏曲剧种约有50
多个，2016年“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数据显示，山西现
存剧种38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精神根脉，保
护之路任重道远。

[作者系山西大同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9
年度山西大同大学科学研究项目“丝绸之路音乐研
究”（201 9K39）的阶段性成果]

专家研讨芒果TV《消失的孩子》：

悬疑剧贴近现实更好走进大众悬疑剧贴近现实更好走进大众
□本报记者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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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晶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所作的二十大报告，使我们更加明确新
征程的前进方向，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报
告提出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
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命题，这对于文艺工
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来说，都是提振士气、指
明路径、提高境界的伟大纲领。在文化自信
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自信自强”，这是新的
百年征程在文化上的必然要求！自信，是对
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传统和灿烂成就的自
信；自强，是基于自信基础上使新时代的中
华文化成为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这也是
新的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对文化自信自强的推动，从而铸就社会主
义文化的新辉煌，这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
的光荣历史使命。

对于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
事业，报告中的重要论述给予了我们非常
明确的指引。报告中说：“我们要坚持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
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
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
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
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这是
我们在未来的文艺事业中应当遵守的总体
指导思想。无论是创作抑或评论，都要以此
为出发点和着眼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2014年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之后，文艺界焕然一新。“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得到了普遍性的贯彻落
实，那些不良的倾向和负面的审美风气得
到了廓清，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
作精良的文艺作品成为文艺领域的主流，
文化自信成为文艺工作者秉持的基本理

念。尤其是2021年在建党百年之际呈现于人们的审美生活中
的一批优秀的精品力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刷新了人们的审
美认知。以此为时间节点，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伟大的
民族踏上新征程，这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提出了更宏伟的
目标和更明确的要求。“推动文化自信自强”就是适应这种历
史发展需要的纲领性的理论命题。

推动文化自信自强，文艺评论家有重要的使命在肩。对于
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对于杰出的文艺作品的价值判断
与传播，对于不良创作倾向和畸形审美的分析批判等等，都是
评论家的应尽之责。“文化自信自强”对文艺评论提出了更高
要求，同时也是更为深刻的批评理念。如何助力这个任务，实
现“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目标，这也是文艺评论工作
者应该思考的课题。

从文艺的向度推动文化自信自强，绝非虚话套话，而是要
以深刻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精神的为数众多的优秀作品来
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影响力。杰出的作品可能成为世界文化
宝库中的经典，中华文明史上有过许多辉映世界的文学艺术
经典，如诗经、楚辞，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的诗作，关汉卿、
汤显祖的戏剧作品，鲁迅的《阿Q正传》、老舍的《茶馆》等等。
当代中国的很多文学艺术作品也可能进入经典行列。进入新
时代以来也有很多作品具有经典化的潜质。文艺评论很大程
度上是阐发作品的美学价值和思想深度，使之拉近接受美学
的经典化过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
的伟大壮举，以深刻的审美魅力表现这一进程，就可能出现史
诗性的文艺杰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
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广大文艺工
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
命、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
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
的征程中。”这同样也是文艺评论家的责任。“人民的史诗”，即
是作家艺术家的追求，也是评论家的职责。

经典的形成，往往依赖于文学史、艺术史、美学思想史的
纳入与评价，同时，入史也是成为经典的重要条件。文学史、艺
术史的撰写与建构，对于文艺经典地位的造就，作用十分突
出。选择文艺精品入史，并予以学术性的价值评判及历史分
析，本来就是文艺评论的基本职责。我们理应尽到这份责任，
使优秀的文艺作品在文学史、艺术史上占有应有的一席地位，
进而为文艺经典的造就打下良好基础。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
承和弘扬的最重要的方式。对于文艺评论家来说，无论自身的
修养还是批评实践，都是无可取代的必要条件。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所包含的中华美学精神，对于文艺评论而言，既是批评主
体的修养与标准，也是作品的活的灵魂。无论是文艺批评史还
是美学史都有非常丰富的经典著作和命题，如刘勰的《文心雕
龙》、谢赫的《古画品录》、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刘熙载的

《艺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等等；还有许多的
美学命题，如“大象无形”“传神写照”“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陈言务去”“辞必己出”等等，它们都有着深厚的文化蕴含，同
时，也有审美价值判断的生命力。一方面，它们本身就是文化
自信自强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阐发
它们的理论内涵，赋予它们以新的时代精神，并使之及物性地
注入当代批评话语体系，对于提升文艺评论的质量而言，无疑
充填了更强的中华文化因素。

文艺评论助力于文化自信自强，更在于通过批评实践激
发作家艺术家在其作品中发扬民族自豪感和不畏任何强敌的
钢铁意志！使“自强不息”的精神成为作品的底色。通过价值判
断和审美分析来激发这种民族自强意识，并且成为当代的中
华文化的基本元素。

“推动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是文艺
工作者的使命所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路径，也
是文艺评论家在新时代的光荣使命，是我们既定的方向。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国文艺评论（中国传媒大
学）基地主任]

““悠悠卷旆旌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饮马出长城””
——让碓臼沟秧歌不绝于耳 □闫 铮

新荣明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