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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马斯叙事学视域下电视剧《山海情》的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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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视剧《山海情》讲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国家推进扶贫、福建的对口帮扶的政策背景下，西海固的人民搬迁、

脱贫，一步步走出大山，走出贫困，走向幸福的故事。该剧自开播以来，观众好评度和网络讨论热度节节攀升，豆瓣评分 9.4 分，

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讨论。本文以法国叙事学家格雷马斯提出“行动元模式”“符号学矩阵”理论为切入点对《山海情》进行解读，

揭示剧目的叙事内容内涵和主题架构方式，帮助观众更好地领会影片的叙事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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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情》是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策划组织指导，正午阳光

出品的扶贫电视剧，孔笙、孙墨龙联合执导，黄轩、张嘉译、闫妮

等主演，此剧在现实主义题材上发力，讲述了西海固人民脱贫致富

的故事。2021 年 1 月此剧一经播出便赢得超高收视率,获得了现象

级的成功，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北青网评论中提到“该剧自开播

以来，凭借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精炼有力的叙事手法，真实细腻

的人物形象，吸引了越来越多观众观剧。”[1]作为 2021 年开年高

分电视剧,探究《山海情》创作中的叙事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更有了一

定的现实意义。法国叙事学家格雷马斯在叙事学理论中提出了“行

动元模式”及“符号学矩阵”，本文将以此为研究视角，对电视剧

《山海情》进行分析，解析电视剧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一、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  

格雷马斯（1917—1993，Algirdas Julien Greimas），法国结构主

义符号学家，符号学巴黎学派的核心人物，是今日符号学研究意指

分析方向或符号学语义学的主要代表。作为符号学理论四大体系之

一的格雷马斯符号理论系统，在电影、人类学、哲学、历史等学科

中都引起了有关认识论和方法论观念方面的重要变革。 

在叙事学的研究领域，格雷马斯继承并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

“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普洛普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普洛普是探

索“故事”结构的先行者，研究了故事形式，进而弄清了故事结构。

他对 100 例俄国童话进行分析研究归纳后，归纳了 6 个基本的叙事

阶段，即准备阶段、深入阶段、遣派阶段、搏斗阶段、返回阶段、

承认阶段。他所抽象出来的行为角色和功能体现了故事事件的共

性，为故事系统分类提供了依据。列维-斯特劳斯（L-XtrauXX）从

人类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整体性和二元对立”的结构观，

他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来研究人类学，把婚姻习俗、饮食方式、亲族

关系、图腾观念等等，都放到二元对立的关系中加以考察分析，并

发现了它们的深层结构和价值。[2] 

格雷马斯按列维-斯特劳斯二元对立的模式改组了普洛普的理

论，将横组合和纵组合两种分析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由此提出

一套普遍的叙事规则。同时，他还从逻辑学中汲取了养分，格雷马

斯为理解叙事作品总体结构而建立行动元模式与符号学矩阵，并认

为叙事文是由外显的叙述层面（表层结构）与内隐的结构主干（深

层结构）所组成，深层结构可看作是从叙事文表层结构“约简”而

来，但它在逻辑上是先于文本的，它是叙事的原初表达形式，在组

合化过程中生成表层结构，进而表现为格式各样的文本。 

二、《山海情》的表层结构  

电视剧《山海情》以“变迁”为主要叙事线索，在脱贫攻坚的

背景下，全剧呈现出厚重、深沉的时空艺术风貌。《山海情》的故

事时间始于 1991 年，25 年的更迭变化，故事停在 2016 年，在剧

目的事件阶段中，可以分为六个叙事程序进行：吊庄 1991 年，移

民 1996 年，双孢菇 1998 年，梦的翅膀 2001 年，迁村 2004 年，美

丽家园 2016 年，从贫穷的涌泉村到生产和生活都欣欣向荣的闽宁

镇，曾经的孩子们结伴逃出大山，如今他们的孩子奔跑在青山绿水

间。[3]《山海情》整部剧分为六个叙事程序进行： 

第一部分，吊庄 1991 年。马得福从农机站调来工作，与张树

成一起欲追回搬迁吊庄又跑回涌泉村的村民。张树成、马喊水、马

得福开始做村民的思想动员工作，可是村民们却嫌弃那里条件太过

艰苦，根本不适宜人居住的。马得宝、李水花一行年轻人却计划着

逃离穷困的村庄，他们赶了一路终于见到了火车，而马得福也骑着

自行车匆匆追了上来。马得宝在马得福严厉斥责下回了家，可当看

着眼泪汪汪的李水花，马得福心软了。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给她，

并不舍的叮嘱她去外面了要好好照顾自己。马得宝回家后被父亲马

喊水暴打了一顿，这时传来安家又打人的消息，马喊水和村民们去

查看情况。李水花突然回来，看到马得福后不由得红了眼眶，却露

出了笑容。李水花向父亲李老栓跪下，冷静地说自己决定嫁去苦水

村，便晕了过去。马得福心里像堵了一块石头似的难受，可是他也

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最后在水旺爷爷的支持下，部分村民同意

了搬迁。 

第二部分，移民 1996 年。戈壁滩上建起了数十个移民安置区，

玉泉营吊庄移民区也改成了玉泉营经济开发区，大山里的村民们也

在源源不断赶来。麦苗坐在赶往吊庄的车上，心中十分期待见到得

宝。下了车，还要再走一段路才能到达安置区，不巧路上遇到了沙

尘暴。大家赶紧聚在一起，男人们围在孩子和女人的外面。戈壁滩

上慢慢建起村庄，但是村子的供电问题没有解决，马得福对张所长

软磨硬泡，水花带着丈夫和孩子，主动移民来金滩村，村民人数够

了，村子解决了供电的问题。马得宝一行扒火车，尕娃走丢，得宝

私自去新疆找尕娃。陈金山来玉泉营负责扶贫工作，福建宁夏对接，

白麦苗去福建打工，闽宁村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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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电视剧《山海情》的六个叙事程序 

第三部分，双孢菇 1998。按照扶贫工作的安排，闽宁村开展技

术扶贫。陈金山为此专程去邀请著名的凌一农教授，发展庭院经济，

让无法出去打工的人在家种蘑菇也能挣钱。马得宝回到吊庄，在得

福的讲解后马得宝开始学种蘑菇，跟随凌一农学习建棚、种蘑菇，

水花也跟着学习。马得宝种的蘑菇有了收益。见种蘑菇这么赚钱，

李大有命令儿子水旺盖大棚，种蘑菇种。得宝给水旺出主意，让他

先帮大家拉货赚盖棚的钱，然后在慢慢种蘑菇挣钱。村子里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种蘑菇。在福建打工的白麦苗经过不断的苦练和努力通

过了工厂的考核，却因为去海边晚归被罚，但在抢救生成物资的时

候事迹突出，被树为典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种菇，菇价出现下跌，

凌教授召开了紧急会议，带领小组成员们一起想办法寻找销路。而

此时李大有闹事，李水旺因贷款压力出门打工，李大有一气之下烧

了菇棚。麻副县长不考虑实际情况地下达开现场会的命令，了解到

双孢菇滞销的事实后，仍然粉饰太平，向上级隐瞒实际情况，大搞

形式主义，不重视解决问题。得宝看着发烂的蘑菇无可奈何。得福

让得宝收拾收拾大棚，等着现场会的领导们视察。得福让村民们放

心，自己一定会让蘑菇卖出去。村民们选择相信得福，收拾着村里

的各个角落。会上，马得福在村民们的帮助下，不顾麻副县长的威

胁，实话实说，指出了种菇面临的实际状况和迫切问题，雷厉风行

的杨书记当场表示要解决问题。 

第四部分，梦的翅膀 2001 年。白校长拦下了不到十六岁的学

生海春玲去福建打工，白校长确遭到她父母的嫌弃。几个学生给白

校长写了信，诉说自己想要外出打工为家庭分担的决心。失落的白

校长跟得福喝酒，得福说外出打工也有好处的话激怒了白校长，得

福被他赶走。而此时从福建来的支教老师郭闽航怀着一腔热情自愿

调到玉泉营的移民小学当老师，白校长对他的态度却不冷不热，认

为他的学校需要的不是来了就走的支教老师。白校长去教育局解决

问题无果，还被劝说要积极配合合唱比赛，心灰意冷的他决定带孩

子们参加合唱比赛。面对着一双双热切的眼睛，白校长决定不顾人

数限制，全员参加。为了购置参赛穿的校服，白校长卖掉了麦苗工

厂捐赠的四台电脑，还用所得的钱修整了操场。 

第五部分，迁村 2004 年。涌泉村整村搬迁成难事，张树成让

得福回涌泉村去攻坚。马喊水替得福四处摸底试探，李大有坦言老

人们不走，他们的儿孙就不会抛下他们走。马喊水在村里开整村搬

迁的动员大会，众人皆是反对质疑，就连之前支持过吊庄移民工作

的水旺爷爷，也不表态支持，强调这是要斩断村根的大事。年纪最

长的李老太爷带着村民们离开会场，表明了态度。几个年轻人私下

找到得福，表示想搬走，他们都是姓马的年轻人，可村里另一大姓

氏李姓中没有支持者。得福又去找李老太爷，发现他喝了农药，众

人赶忙用拖拉机把他往医院送。拖拉机在崎岖的土路上缓慢行驶，

多亏马喊水喂李老太爷喝下的肥皂水拯救了他的性命。搬出去不是

要断根，是要把根移到更肥沃的地方，后人到了哪儿，根就在哪儿，

得福的真情流露终于打动了大家，涌泉村迁至闽宁镇。 

尾声，美丽家园 2016 年。闽宁镇的生产和生活都欣欣向荣，

担任副县长的得福从葡萄酒推介会现场匆忙离开，妻子高青峡告诉

他，他们的女儿贝贝失踪了，跟她一起不见的，还有麦苗和得宝的

孩子，水旺、尕娃两家的孩子，而孩子们留下的纸条显示，他们要

回老家。得福想起妹妹得花提起过要回老家做调研，便赶忙联系到

了得花。孩子们果然跟得花在一起，他们通过电话控诉了父母们忙

于工作疏于对他们的关心，用补习班扼杀自由天性，以及言而无信

的种种。家长们陷入了沉默，他们反思后决定放下手头的工作，也

回故乡看看。曾经的孩子们结伴逃出大山，如今他们的孩子奔跑在

青山绿水间。这里是涌泉村，这里是水最甜的地方。 

格雷马斯认为表层结构的叙事语法由欲望生成、能力齐全、目

标实现和得到承认构成 [4]，《山海情》的表层结构分析如下。  

（一）欲望生成。欲望是心理到身体的一种渴望、满足，是动

机，即剧中的什么因素促进了人物的行动。[5] 在《山海情》一开

场中，就以旁白的方式讲述了故事发生的背景，1991 年的宁夏回族

自治区，为百姓能吃饱肚子，把一部分人从山里搬迁到银川附近的

平原，实施“吊庄移民政策”，被借调到吊庄办的农校毕业生马得

福向张树成报到，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自己的家乡涌泉村劝说

村民搬迁。剧中以一个大全景展开涌泉村的环境，荒山展露，不长

庄稼。从他和张树成的对话切换中，得知了对马泉营的规划，“塞

上江南”，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塞上江南”就是张树成和马得福

最强的欲望。 

 
图一：1991 年，苦脊甲天下的西海固 

（二）能力齐全。作为影视剧中的主体，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

能力、方法和手段，同时剧中其他人物关系的设定中也都帮助主体

具备相应的能力。在《山海情》中，电视剧塑造了群像，马得福作

为基层干部，脚踏实地，具备实干的能力，苦口婆心地劝返吊庄户，

帮助村民完成“吊庄移民”工作，软磨硬泡给移民村通电，在东西

协作扶贫政策出台后带领村民们共同走上致富的康庄大道。凌一

农，福建援助宁夏的菌草专家，具备技术能力，带领团队来到闽宁

村带领大家发展庭院经济，种植双孢菇，让西海固地区的人们有了

更多的持续收入。陈金山，从福建派来的干部，为宁夏西海固地区

推进了劳务输出、发展庭院经济等政策，具备实干、沟通、大局观

等能力。杨县长，霸气果敢，敢为人先，她是一方百姓的“主心骨”，

看着村民们蘑菇滞销，努力帮菇民解决蘑菇滞销问题。在夸奖和肯

定了福建来的科学家的辛勤工作和作风时，也批评了自己的干部欺

下瞒上、弄虚作假的腐朽作风，具备务实、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能力。

马得福在帮助村民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杨县长、陈金山、

凌一农的及时帮助。 

（三）目标实现。是核心阶段，是指一个使状态发生从拥有到

失去或从没有到拥有转换的行为。剧中，马得福带领村民落户闽宁

镇，种植菌菇、劳务输出等等，20 年的时间，勤劳的西海固人民在

戈壁滩上开创了一个新家园，有收获了青山绿水的西海固，山川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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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水土重生，塞上处处是江南的愿望，正在实现。片中，以一组

航拍镜头，呼应影片的开头，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 

 
图二：2016 年，绿水青山的西海固 

（四）得到承认。叙事的最后是对事件做一个结局，判断结果

如何，结局是否圆满。电视剧《山海情》的结尾部分，“谨以此片，

献给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伟大的人们，献给时代楷模΄闽宁对口扶贫

协作援宁群体′”，闽宁镇的发展是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的典

范，是中国式脱贫致富的成果。“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是一

个人一群人的真实经历，是对以马得福为代表的脱贫攻坚一线人员

的肯定和认同，是对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行为的奖赏，是一幅荡

漾理想主义浪漫、蕴涵现实主义真切的画作。 

三、《山海情》的行动元模式  

普洛普“提出故事的基本单位是角色和功能，每一种人物角色

都承担一定的功能”，格雷马斯此基础上完善了“行动元”的概念，

提出了“行动元模式”。认为行动元是结构单位，即主体与客体、

发送者与接受者、辅助者与反对者，从而解释人与人之间、人与事

件之间、事件与事件之间等的相互关系。这六个“行动元”之间的

结构关系图如下：  

 
根据格雷马斯的理论，《山海情》行动元之间的关系如下：  

（一）主体和客体。主体是充满欲望的存在，通常是叙事作品

中的主人公，客体指的是被主体渴望并追求的目标。[6] 影片主要

围绕马得福用尽各种办法动员大家去吊庄，并帮助村民们留下来，

东西部合作，经济不断发展，闽宁镇变得越来越好。因此，主体是

马得福，客体是帮助闽宁镇普通的贫困村民实现脱贫致富。 

（二）发送者和接受者。主体有时不能直接到达客体，实现欲

望，必须由发送者提供一个契机。马得福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让搬迁

走后的村民回到飞沙走石的条件艰苦的荒漠中的吊庄基地，村民回

到村中，要解决水的问题、电的问题、带领村民种蘑菇发展的问题、

为蘑菇寻找销路等等的问题，在种种的困难面前，马得福积极奔走，

毫不畏惧，并且有一腔热血，正是这些信念，以及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人民干部的坚持不懈，足够踏实，促使马得福完成艰巨的脱贫攻

坚任务。因此，脱贫攻坚的决心和信念是发送者，马得福就是接受

者。  

（二）帮助者和敌对者，即帮助或阻碍。《山海情》的片名中，

山指的是黄土高原之上的西海固山区，海指的是祖国西南海岸边的

福建省，情就是两省跨越 2000 公里实现对口帮扶的情谊。在脱贫

攻坚的过程中，张树成、马得福动员涌泉村村民搬到玉泉营，混乱

关头，水旺爷爷出面，跟马喊水家带头报名去吊庄。福建来的闽宁

办主任吴月娟和陈金山轮番向基层干部介绍着福建的帮扶政策，劳

务输出解决了年轻人的就业问题。马得宝在凌一农的指导下，菇棚

有序修建，蘑菇在农贸市场上卖出了好价钱，菇一茬茬地出，得宝

的口袋渐渐鼓了起来。张树成、陈金山、凌一农以及政府扶贫办是

主体的帮助者。而影片中，不愿搬迁的村民、青铜峡扬水站的人、

善于逢迎的麻副县长等都站在马得福的对面，为脱贫攻坚的工作带

来难度。《山海情》行动元模式图如下：  

 
图四：《山海情》行动元模式图 

四、 《山海情》“符号矩阵”的变化性和多义性 

格雷马斯在行动元角色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符号学

矩阵”模型理论。格雷马斯认为，故事起源于 X 与反 X 之间的对

立关系， 随着叙事的不断展开会出现新的故事因素，即非 X 和非

反 X，元素不断的加入，故事的叙述也就展开了。X 与反 X、非反

X 与非 X 之间的对立关系，X 与非 X、反 X 和非反 X 之间的矛盾

关系，X 和非反 X、反 X 和非 X 之间的蕴含关系，“符号学矩阵”

从二元扩展到四元。关系图如下 :  

 
图五：“符号学矩阵”模式 

根据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矩阵”理论，《山海情》这部影片虽

然没有明显的二元对立关系，但在故事的不断发展和讲述中，不断

出现二元对立关系，这也是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矩阵”理论在当下

电视剧叙事中的多样性和多义性的体现。 

在电视剧一开始，马得福为符号矩阵中的 X，与其对立的以李

大有为首的不愿移民的涌泉村村民为反 X，但不是绝对的对立。不

了解情况的涌泉村村民，听了李大有的吹嘘，帮衬着李大有，但因

对老书记的地位有所忌惮，在对待李大有和老书记的态度上存在分

歧，因此是非 X。马喊水支持张主任、马得福的工作，但和李大有

是同村关系，没有明确的关系，因此是矩阵中的非反 X。电视剧开

篇的四个元素形成的二元对立关系，将电视剧开场以符号化的解读

后形成了扶贫攻坚、油滑懒惰、非油滑懒惰、非扶贫攻坚的符号学

矩阵。  

 
图六：《山海情》“符号学矩阵”模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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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植双孢菇的过程中，马得福劝说得宝跟随凌一农学习建

棚、种菇，马得宝为符号矩阵中的 X，李大有从观望种蘑菇、种菇、

卖不出去蘑菇、闹事到烧了菇棚为代表的反 X，麻副县长不做实地

考察，不负责任地下达开现场会的命令，了解到双孢菇滞销的事实

后，仍然粉饰太平，向上级隐瞒实际情况，麻副县长为非 X。陈金

山不断促进种菇事业的发展、东西部的沟通；凌一农不断科技研发

尝试在西部种出蘑菇，并不断帮着村民种蘑菇、销售蘑菇，从实际

出发为马泉营的村民着想；杨书记在得知村民面临的实际状况和迫

切问题后，雷厉风行的当场表示要解决问题，他们为符号矩阵中的

非反 X。这也是电视剧文本三分之一处的高潮部分，形成了勤勉能

干、油滑懒惰、从实际出发、好大喜功的符号学矩阵。 

 
图七：《山海情》“符号学矩阵”模式二 

在电视剧的结尾高潮暨在 2004 年的迁村事件中，涌泉村整村

搬迁成难事，马得福回涌泉村去攻坚，为符号矩阵中的 X，在整村

搬迁的动员大会上，村民全是反对质疑，就连之前支持过吊庄移民

工作的水旺爷爷，也不表态支持，年纪最长的李老太爷直接带着村

民们离开会场。马得福去找李老太爷，李老太爷以死拒绝搬迁，喝

了农药，多亏马喊水用肥皂水拯救了他的性命。李老太爷为符号矩

阵中的反 X。几个马姓的年轻人私下找到得福，表示想搬走，他们

为符号矩阵中的非反 X。可村里另一大姓氏李姓中没有支持者，也

不愿出头，为符号矩阵中的非反 X。这是《山海情》在电视剧结束

高潮中文本分析，形成了四个元素的二元对立关系，随着矛盾的解

决，电视剧也迎来了故事的大结局。 

 
图八：《山海情》“符号学矩阵”模式三 

从以上三个不断变化的符号学矩阵图可以看出，马得福与以李

大有为代表的农村移民对立、矛盾、蕴含的关系是电视剧中最核心

的关系。在这个对立关系之下是贫困与发展、人心与制度、守旧与

创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马得福作为基层政府工作人员，

一心为民，简单纯粹，凭着满腔赤诚和一股子韧劲带领村民建设家

园，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以李大有为代表的农村移民，不算特别

明显的反派人物，很多行为是典型的父权和夫权的代表，爱耍小聪

明，但这种“聪明”往往起着负面作用。在剧中表现的脱贫攻坚的

过程中，以李大有为代表的农村移民从拒绝，到主动靠自己的双手

建设家园，以马得福代表的基层政府脚踏实地、攻坚克难，两者矛

盾的形成、解决、再形成、再解决，符号矩阵不断的变化，在变化

的过程中以马得福代表的基层政府领导力与公信力得到印证。 

在电视剧《山海情》表现的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以李大有为代

表的农村移民从拒绝，到主动靠自己的双手建设家园，以马得福代

表的基层政府脚踏实地、攻坚克难，两者矛盾的形成、解决、再形

成、再解决，符号学矩阵不断的变化，在变化的过程中以马得福代

表的基层政府领导力与公信力得到印证。通过上述的符号学矩阵的

分析，可以清晰地把握《山海情》的深层叙事结构，贫困与发展、

人心与制度、传统与现代、守旧与创新，是传递给受众并启迪受众

更多的思考。  

五、结语  

《山海情》是一部成功的主旋律电视剧，剧中描绘了东西协作

闽宁两省脱贫攻坚道路上的群像，因此，观众在观看电视剧的过程

中，对叙事方法、叙述视角的把握不是一次性到位的，必须要反复

修正才能理清人物关系、故事原貌，探寻故事深层。格雷马斯的行

动元模式和符号学矩阵，揭示了电视剧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下复

杂的人物关系，找寻电视剧表达的受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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