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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她》累计票房 34亿！ 看三位学者精彩对话

解读悬疑影视剧里的城市与人
影视剧就如同立体的文学， 运用光影、

声音等动态而鲜活的元素，为观者提供了更
加全面的视角去解读镜头下的故事。 其中，
悬疑影视剧所呈现的犀利的剧情、精湛的表
演，往往使其散发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从《隐秘的角落》至《漫长的季节》，从
《白日焰火》到《消失的她》，近年来涌现的
众多悬疑题材影视剧都引发了观众强烈的

共鸣和深刻的思考。 截至 7 月 18 日晚上，
《消失的她》累计票房已经 34 亿，总观看人
次超过 8175 万。

而昼夜运转、 灯火不熄的城市常常是
作品故事的发生背景， 许多观众和影迷不
禁会思考： 这两者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奇
妙关联， 城市何以成为悬疑影视剧所钟爱
的叙事空间？

一直想听听学者们对于热门电影 《消
失的她》的话题分享。 最近，ASE 读书会第
七期活动于 ASE 艺术图书馆举办，在这期
读书会上， 影迷们非常熟悉的华东师范大
学教授、影评人、作家毛尖和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朱康担任对谈嘉

宾，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
学院讲师罗萌担任主持，几位学者围绕《隐
秘的角落》《消失的她》 等热门悬疑题材影
视剧展开讨论与对话。

记者查询资料发现，“黑色电影”一词
是由法国电影评论家在1946年创造的，用
于指称美国惊悚片的某一特定类型。
在读书会上，毛尖首先为观众溯源了

电影史上的黑色电影，毛尖谈到，业内在对
黑色电影的认识上存在着两大派别，其中
一派认为，《马耳他之鹰》（1941）、《双重
赔偿》（1944）、《爱人谋杀》（1944）、《绿
窗艳影》（1944）乃黑色电影的始祖片；而
另一派则将《雾码头》（1938）、《黎明》
（1939）、《夜长梦多》（1946）、《漩涡之
外》（1947）作为“黑色电影”的原型讨论。
在毛尖看来，《雾码头》《黎明》等四

部电影所呈现的“人物观点的黑色”并不
构成黑色电影的起点。在黑色电影中，福尔
摩斯的工作方式也不再有效了。当黑色电
影的犯罪空间从古堡和乡村宅邸转移到城
市的大街小巷，人物的心理线索与社会线
索一并断裂，犯罪变得灵机一动，“用美国
电影史家的说法，《绿窗艳影》中的空间是
一个Negative Space（负空间）。在这一
空间结构中，城市就是杀机。”
城市自体生产并解释着杀机，犯罪则

由此获得了新的可能性。所以，毛尖认为，
黑色电影不再追踪人物关系，而是大量刻
画环境，观众并不关心人是怎么死的，电影
也言在此而意在彼，旨在呈示现代性的伤
痕，空气里只剩下演员的疑问，“导演，我
怎么‘死’的？”
同时，黑色电影也是一种潜意识结构。

“保持悬疑”的空间气氛成为城市和人物
共享的性格和美学原则，黑色电影由此成
为一种“特效”电影，一种“感官”电影，一
种“矛盾”电影。基于安德鲁·萨里斯（美
国著名影评人）“以中眉艺术为代价提升
低眉艺术的经典高眉策略”的判断，毛尖
将黑色电影高级之处概括为，以“以低廉
感为灵魂，以低俗为方法”。
沿着黑色电影的风格问题，朱康讨论

了悬疑影视片中的城市与时间体验。他从
Noir 一词入手，提供了一个风格的理解入
口，指出黑色电影作为一种电影类型，既是
电影，又是元电影，黑色电影中的灯光模仿

着电影院播映电影时候的灯光，光线从下
往上投射，从而使得阴影在人群身后形成
大量让人困惑的谜团。
黑色电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走向终结，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黑色电影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时期，大量的新黑色电影都出现了
“怀旧”的影像与主题表达。朱康解释道，这
是一种“双重怀旧”的情绪，一是怀念经典
黑色电影的传统，二是怀念美国经济发展的
黄金时代。对时间差异的沉迷正是现代城市
给人带来的生活后果，纸面记录使所有的过
去都得以保留与封锁，因此，一个理性化技
术化的城市实体却催生出非理性的个人，催
生出“两分钟前才动的杀机”。
针对国内一些悬疑影视作品中的两个

关键词，“漫长”和“消失”，朱康进行了理
论透视：大量悬疑影视剧都使用“漫长”作
为题目，这是作为一种时间体验的漫长，而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出现了“消失”的难
题。“消失”意味着原本连续时间的突然中
断，由失踪或出走开始，造成了生活的塌
陷，于是，塌陷之前的时刻变成了怀旧情绪
追溯的“完整的时刻”，从而同现实之间形
成漫长的距离。
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是繁荣发展的象征，也承载着其中居
住者的生活与日常。正如这场读书会后主
持人与嘉宾所总结的：“好像所有的电影
都在说我们。我们是观影者，我们也是剧中
人。都市的日出与车鸣，都市的落日与霓
虹，是我们漫步街头的盛大背景，亦是萌发
影视作品灵感的深厚土壤。”

《马耳他之鹰》剧照（1941 年上映）

《绿窗艳影》剧照（1944 年上映）

为了激发青少年爱党、爱国的社会主义情怀，坚
定青少年童心向党、 永远跟党走的情感信念，7月 11
日上午，东兴村第二期假日学校组织开展了“奋进新
征程 建功新时代”———童心向党主题教育及绘画活

动， 让东兴村的孩子们进一步了解党的光辉历史，鼓
励他们抒发爱党爱国的情怀， 丰富学生的文化生活，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对
党、对国家的热爱，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决心！

活动开始，班主任以党的光辉历程和新时代少
年的担当为主题，为同学们进行了一场生动的讲课。
通过讲解党的历史和使命，同学们对党有了更深入
的认识和了解，激发起大家对祖国的热爱和奋斗的
动力。随后，班主任让同学们欣赏了红色歌曲《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激昂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
歌词，表达了对党的感激和对祖国的深深热爱，也激
励着同学们跟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接着的绘画活动，同学们展现出非凡的想象力

和构思能力。他们用五彩斑斓的画笔，勾勒出祖国壮
美的山河，描绘了飘扬的五星红旗和雄伟的天安门，

为大家呈现出一幅幅充满童心、幻想和活力的红色
主题绘画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少年儿童的艺
术才华和创造力，更传达了他们对党和祖国的无限
热爱和祝福。每一幅作品都散发着浓郁的中国红，象
征着他们对祖国的深情厚意，也表现出同学们追求
美好生活的积极态度，闪耀着少年儿童乐观豁达的
精神世界。
东兴村本次暑期活动，虽然天气炎热，但同学们

热情高涨，兴趣浓厚，同学们不仅了解了党的历程，
也认识到自己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所肩负的时代使
命；同时以画笔为工具，画纸为载体，将爱党爱国的
情怀抒发的淋漓尽致，提升了绘画水平和艺术修养，
为暑期生活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暑期伊始，上海市蒙山中学孩子们并没有闲着，
学校积极开展各种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夏令营，气
氛火热朝天。

假期期间，各级少先队组织为队员们开设了许
多夏令营活动，锻炼队员能力，检验队员品格。学校
队员先后参加多项市、区级组织的夏令营活动。其
中，李忻瞳代表学校参加了上海市少先队队长学校
第二十五期培训活动，清楚地认识到少先队队长要
服务队员；四名队员参加金山区队长学校培训活动，
掌握了少先队基本技能；学校 20名国旗队预备队员
参加金山区升旗手训练营，不仅学习了升旗的理论
知识，还接受了规范的升旗手培训、进行了国旗下演
讲，并通过五天的寝室生活加强了自理能力，最后还
获得了升旗手训练营国旗班展示一等奖的好成绩；
两位队员参加了 2023 年金山区古诗文夏令营活动，
在“平平仄仄”中吟诵古今，表现出了良好的古诗文
素养。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6月 27 日，学校开展“队
长学校”培训，进一步促进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
力提升，助推在“双减”政策下的综合素质教育，为
创新型国家建设培育后备人才。在一天的“芯”际之

旅中，队长们在佘山天文台观浩瀚星海，探寻了宇宙
奥秘；在辰山植物园品花木之美，体验了生态之美。
国防教育是中学生的必修课，也是人生的必修

课，7月 2 日，学校近 50 位队员前往东方绿舟国防
教育基地参加国防教育一日研学营。作为课堂学习
的延伸，学生们在此次研学活动中，参观了中国兵器
博览馆和国家安全教育展示馆，并在蜂巢塔进行了
高空探索。队员们在收获知识和快乐的同时，感受爱
国主义熏陶，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在研学中感悟，在实践中成长。蒙山中学的学子

们不仅提升政治素养，学习文化知识，开阔自身视
野，提升团队协作能力，更锻炼了自理能力，提高了
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使自己变得更自立、更坚毅、
更严谨、更友善。

上海市蒙山中学 暑期研学营且行且成长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崇明区横沙乡东兴村开展童心向党主题教育及绘画活动

《消失的她》剧照

学者对话：
悬疑影视剧中的
“消失”和“漫长”

Q罗萌： 历史上悬疑影视剧
的发展同今天的影视作品有着什

么样的关联？
A毛尖：“消失 ”和 “漫长 ”在

悬疑影视剧中一直是紧密相连

的，两者共同形成了一条自然的
故事线，如 《隐秘的角落 》一片 。
同时，这两个词不仅描绘了物理
概念上的时间，也刻画了心理概
念上的时间。 在 《漫长的季节》
中，内心无法消除的伤痕使主人
公一次又一次地追溯过去。 “消
失”关乎于 “罪 ”，“漫长 ”则关乎
于“承受者”。 怀旧情绪将一个短
暂的时刻延展成了一种漫长的

体验，由此悬疑影视剧往往呈现
出一种复杂的时间结果。

Q罗萌： 如何看待悬疑影视
剧中的城市信息“前景化”（指文
学作品当中的有意偏离）？

A毛尖： 尽管一些影视剧习
惯将地名模糊化，但不少作品依
然把地理功课做得相当扎实，如
《沉默的真相》 中对风物的还原，
《隐秘的角落》中对食物细节的刻
画，还有很多电影从海陆地貌、风
景气候、人文风俗等不同角度对
地方特色作了呈现，以满足观众
对于环境确定性的一种渴望。 这
同时也是讲好故事的一个努力方

向———作品可以从细节与侧面明

确当代属性与地方属性。

文/晨报记者 严峻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