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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题材电影运用于

新时代流动人才党员党性修养培育的研究
■文/赵艳艳

■文/孟丽花

论主旋律电影的突围策略

影视音乐辅助高校钢琴教学策略
■文/杨琨陈基涛

革命战争题材电影是我国主旋律

电影的重要类型，这类影片通常以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故事背景，以颇具震

撼力的影像语言讲述党领导人民军队

书写的可歌可泣的战争故事，塑造铁骨

铮铮的英雄形象，如《地道战》《血战台

儿庄》《集结号》《百团大战》等。早期的

主旋律电影在镜头语言、叙事时序、人

物形象塑造、矛盾冲突建构方面形成了

稳固的范式，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高

度评价。20 世纪 90 年代，作为国家经

济体制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电影行业

开始了市场化探索。随着市场准入机

制的调整，电影市场主体渐趋多元化，

电影创作也随之呈现出宏大叙事与日

常叙事多元共生的新态势。乱花渐欲

迷人眼，好莱坞大片的引进和本土娱乐

片的兴起无疑在客观上对主旋律电影

的受众市场形成冲击，主流叙事范式的

高频应用势必导向观众的审美疲劳，革

命战争题材电影票房与口碑双双走高

的态势难以为继。怎样讲好革命战争

年代的故事，如何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重新赢得观众的青睐成为主旋律

电影创作者必须回应的时代命题。题

材决定了这类影片“讲述怎样的故事”，

这是革命战争电影创作中的常量，变量

在于“怎样讲述故事”，陌生化策略不失

为主旋律电影突围的锦囊妙计。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核

心概念。形式主义学派的创始人什克

洛夫斯基提出，艺术应该陌生化，即通

过创新艺术技巧，使艺术作品以鉴赏者

不熟悉的甚至近乎完全陌生的面貌出

现，进而消除艺术鉴赏的自动化，使鉴

赏者获得丰富的审美感受和强烈的审

美体验。电影艺术的陌生化在形式上

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镜头语

言，二是潜在的叙事时序。首先是镜头

语言的陌生化。传统的战争题材电影

在展现我军与敌军你死我活的斗争时，

通常使用模式化的镜头语言，气势恢宏

的全景镜头、运镜平稳的摇镜头、中规

中矩的固定镜头，以及我军英雄壮烈牺

牲时必然出现的低机位逆光仰拍慢镜

头等都是观众习见的镜头语言范式，

《百团大战》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

表。影片《厨子戏子痞子》实现了镜头

语言的陌生化，本片以花哨、夸张、诡异

的镜头语言讲述热血青年智斗日本侵

略者的故事。影片大量使用短焦镜头拍

摄的主观镜头。一方面主观视角的画面

能够带给观众鲜活的临场感，另一方面

短焦镜头的变形效果又在一定程度上暴

露了摄像机的存在，因而有可能让观众

意识到拍摄行为的存在，从而暴露了电

影的虚构本质——银幕上的一切都不

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创作者们刻意

为之的结果。影片还有多个场景中运用

分屏的方式展示同一时刻多个主体各自

的行为，这种镜头语言在提升单位时间

内画面的信息含量的同时，也带给观众

耳目一新的视觉观感。陌生化的镜头语

言带给观众的“惊愕和新奇感”显然是传

统主旋律电影所不具备的。

陌生化的另一个实现路径是叙事

时序的创新。叙事时序就是叙述者讲

述故事的时序，与表征事件发生的自然

顺序的故事时序有明确的差异。讲述

故事的话语是一维的，现实中的事件进

展是多维并行的，一维的话语无法同时

展示多维的事件，因此叙事时序与故事

时序之间存在时间倒错。热拉尔·热奈

特据此把叙事时序分成追叙和预叙。

追叙是对故事发展到现阶段以前的事

件所进行的事后叙述。预叙则是指事

先讲述或提及以后事件的叙述活动。

从叙事时序上来看，《百团大战》属于典

型的传统叙事，按照战争展开的时间线

索进行情节铺陈，叙事时序与故事时序

同向而行。《厨子痞子戏子》则在叙事时

序上进行了陌生化的处理，多次使用追

叙、预叙等手法，甚至出现了追叙中套

着追叙、追叙与预叙杂糅等更复杂的处

理方式，从而实现了叙事时序层面的陌

生化。作品以衣着花哨的痞子打劫了

一辆马车开始，痞子与马车上的商人误

打误撞进入一家料理馆，遇上了厨子夫

妇和戏子，厨子、戏子和痞子开始争夺

马车上的宝物。就在观众有点丈二和

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导演使用了第一

次追叙，镜头由料理馆内景转向瘟疫肆

虐的北平城，时间切换到五小时前，一

只振翅飞行的小鸟带领着观众的视线

越过街头横陈的尸首，来到痞子身边，

向他汇报“来了”，接下来镜头随着小鸟

的飞翔回到戏子、厨子身边，神情严肃

的戏子和厨子夫妇做好了迎接战斗的

准备。这一追叙让观众从打劫商人的

戏剧情境中跳脱出来，原来痞子与被劫

的两个所谓的商人进入厨子的料理馆，

遇上戏子，这一切都不是误打误撞。接

下来，导演使用了第二次追叙，镜头回

到一天前，痞子、厨子、戏子与疯癫的婆

子卸下伪装，四个爱国青年在精心谋划

着如何拿到霍乱疫苗配方。此时导演

再次使用了预叙，在老二即痞子向大家

讲述他设计的演戏诱骗日军生化专家

以便获取疫苗配方的计划时，镜头以快

闪的方式对未来事件进行展示。与传

统的中规中矩的抗日电影相比，《厨子

痞子戏子》借助于时间倒错，实现了叙

事时序的陌生化。运用这一策略的主

旋律电影无疑比按照原始故事时序进

行叙事的流水账式影片更能吸引观众。

借助陌生化策略，主旋律电影以令

观众耳目一新的方式讲好了革命故事，

通过书写光辉灿烂的革命岁月，引领观

众建立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因此，陌

生化是革命历史题材为代表的主旋律

电影焕发新生的有效路径。

（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传媒学院副

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2020

级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渭南师范学院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陕西无障碍电影

发展策略研究”（项目号2023ZS37）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

电影是隐喻的艺术，其隐喻的表现

手法主要通过镜头、音响、色彩、蒙太奇

等方式实现隐喻表达目的。而色彩作

为非言辞之语，丰富多样的色彩表现，

形成了潜移默化传达情感的视觉语言，

更是一种基于心理学的特殊暗示性语

言。因此，色彩作为视觉语言在电影中

起到了隐喻作用，向观众提供丰富多彩

的观影体验，也是电影实现其隐喻价值

的主要手段之一。目前，在很多动画电

影中发挥着色彩隐喻隐喻功能，从《功

夫熊猫》系列到《哪吒之魔童降世》再到

《姜子牙》都发挥了色彩在表现主题和

表达情感的隐喻功能。

一、隐喻在动画电影中的作用

1.表达情感

罗丹说：“艺术就是情感”。电影

《姜子牙》中，姜子牙决定跟小九一起奔

赴幽都山时，画面色彩不断变化，隐喻

了情感的变化。情感是电影感动观众

的手段，电影依靠情感感动观众。而隐

喻是实现情感传达的手段。隐喻在电

影中可以分为色彩隐喻、形体隐喻、音

响隐喻等，各种隐喻整合在一起形成隐

喻的整体形态，实现着情感传达的作

用，表现着电影的主题，动画电影亦是

如此。

2.预示情节

电影中隐喻的叙事手法是一种深

具智慧的手段，这种预示手法，可以说

是一种伏笔式的艺术叙事方式，其可以

通过悬念、伏笔、伏线等手段来实现其

隐喻目的，巧妙地为故事发展埋下巨大

的伏笔，让情节的过渡更加自然，又能

强化故事的发展，预示的方式有许多

种，都发挥这隐喻的作用。电影《姜子

牙》这部电影，每次九尾妖狐即将出现

时，画面变成了血色，隐喻着九尾妖狐

要来了。

3.强调质量

质与量是构成元素隐喻的内涵多

与少的问题，电影可通过隐喻强调质

量，电影导演和编剧在演绎故事情节

时，通过对人物角色、故事背景和情感

演绎进行深度挖掘与呈现，让电影作品

的质感深度凸显，进而引导观众去关注

与思考质量背后的隐喻元素，实现核心

价值传递目标的实现。如，电影《姜子

牙》中，导演和编剧将质量隐喻贯穿于

人物性格、情节发展以及情感表达等多

个方面，从而引导观众对质量产生共鸣

和思考。

二、《姜子牙》以“五色观”为特

征的色彩隐喻

1.青——压抑与苦闷

青色给人一种深沉、神秘的氛围，

并在色彩的渲染下给予人们压抑与苦

闷感。电影《姜子牙》以青色为背景隐

喻色是很成功的，符合电影本身对情节

的要求，更符合中国人对色彩隐喻的传

统观念，这为故事情节的展开和姜子牙

性格的塑造奠定了坚实基础。色彩的

隐喻功能是强大的，其给观众往往能够

留下强烈的心理感受，这种冲击感给予

了观众深刻的影响与反应。

2.赤——血色与仇恨

在《姜子牙》这部电影中，红色的使

用极具代表性，也极具隐喻价值。它隐

喻着血色与仇恨，给观众以热烈和不安

的感觉。电影开始，红色血液被九尾妖

狐吸收，奠定了红色与血色的隐喻关

系。电影中九尾妖狐是邪恶的象征，她

内心充满着仇恨，以血色彰显自己的力

量。九尾妖狐不但外表是红色的——

红色的毛发、红色的披风，她的法力也

是用红色来隐喻的。

红色在该电影中还隐喻着仇恨的

力量，这种极致力量的实现是在黑色的

参与中实现的。黑色深不见底，让红色

有了更多的不可测。

3.黄——权力与力量

黄色在中国“五色观”里是最为权

重的颜色，其来自大地的色彩，古代时

候通常象征着权力与力量，在电影《姜

子牙》中黄色以多种形式出现。首先，

姜子牙是大战之后第一个踏上天梯的

人类，天梯的尽头是静虚宫，静虚宫高

高耸入云端，是金黄色的。镜头转换，

天梯更是通体黄色。让人感觉踏上天

梯就是踏上了光明之路，天梯的黄色隐

喻了神权统治下的成功之路。其次，黄

色在电影中还体现在元始天尊及十二

金尊身上。黄色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是

权力的象征，电影中元始天尊及其门人

身着黄色纹样的服装，隐喻的是其所拥

有的权利。

4.黑——黑暗与暗黑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黑色属于

较为暗黑的神秘色彩，同时，其与天地

宇宙的相连，让古人视为具有包容万物

的黑暗色彩。在电影《姜子牙》中，电影

中设定的角色还有亡灵，他们是战争的

受害者，是无辜的冤魂，因为神权的设

计而不得超生，情感上是悲切的，是被

人怜悯的。亡灵无善恶之分，只求获得

超脱与轮回，在色彩的运用上以黑色为

主。这种无善恶之分的黑暗能量就是

暗黑的力量，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具

有极强的破坏力。

5.白——纯洁与鬼魅

白色代表着纯洁无瑕，是美好与希

望的展现，但白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也代表着死亡，充满了鬼魅的气息。在

电影《姜子牙》中，让人印象最深的白色

是九尾妖狐的面具，这无疑是在隐喻九

尾妖狐的神秘与其鬼魅的一面。这一

白色面具的设计是非常巧妙的。电影

中的九尾妖狐是邪恶的代表，白色面具

作为符号性的电影语言恰到好处隐喻

了九尾妖狐的邪恶。白色面具还隐喻

着九尾妖狐的孤注一掷，通过电影的情

节，我们可以看出狐族是权利斗争的牺

牲品，这让九尾妖狐内心充满着对天尊

的仇恨。

通过对电影《姜子牙》色彩隐喻表

现手法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色彩隐喻

在电影中所发挥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

仅是在审美层次上，更是文化价值的传

递，在展示了中国传统五色观的审美魅

力，更是中国文化特色传播的重要途径。

（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副教授）本

文系2023年度渭南师范学院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项目“传承· 融合· 创新· 开放

——地方高校“大美育”一体化人才培

养模式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

JG2023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目前，在高校钢琴教学过程中合理

融入影视音乐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从而进一步促进音乐教学的效

果提高。因此，教师在高校钢琴教学过

程中需要认识到影视音乐的个性化特

点，并合理运用影视音乐辅助大学音乐

教学，运用影视音乐合理导入课程、强

化学生试听训练、促进乐器教学等，从

而有效调动学生在音乐课堂学习过程

中的学习积极性与学习兴趣。

一、影视音乐

辅助高校钢琴教学重要意义

影视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具有

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在钢琴教学

中，影视音乐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

习素材和灵感来源。通过对电影或电视

剧的音乐进行分析和解读，学生不仅能

够更好地理解音乐的本质和规律，还能

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作曲家的思想和情感

表达方式。同时，影视音乐也可以帮助

学生们提高自己的演奏技巧和表演能

力。第一，影视音乐可以丰富学生的音

乐素材库。学生可以通过观看电影或者

听电视连续剧来获取大量的音乐素材，

这些素材包括各种类型的曲子、配乐以

及主题歌等等。这些素材可以让学生更

全面地理解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同时

也能增强他们的创作能力。此外，影视

音乐还可以激发学生对于音乐的理解与

热爱，从而进一步推动他们成为更好的

钢琴家。第二，影视音乐可以促进学生

的艺术修养。学生可以通过观察电影或

者电视剧中的音乐场景来加深对音乐的

表现手法和表现效果的理解。例如，一

些电影中的音乐场景往往会运用到强烈

的节奏感和音色变化等方面，这可以引

导学生思考如何将这种表现手法应用于

自己的演奏中。此外，影视音乐也能够

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音乐，比如

从情感层面、历史背景等方面去看待音

乐。第三，影视音乐可以提升学生的表

演水平。学生可以通过模仿电影中的演

员或者歌手的方式来练习自己的演出技

能。例如，如果学生要演绎一首歌曲，那

么他可以在看电影的时候留意演员表演

时的动作、表情、语气等因素，然后将其

融入到自己表演的过程中。这样一来，

学生就可以更加真实地表现出音乐作品

的精神内涵，并且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

二、影视音乐

辅助高校钢琴教学策略

（一）遵循影视音乐辅助钢琴教学

的原则。在影视音乐辅助钢琴教学中，

教师应该遵循以下原则：1.注重学生兴

趣和个性差异。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

特点和喜好，因此教师需要了解他们的

需求并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音乐教育

服务。通过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估，教师

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学习能力和发

展潜力，从而制定出更加适合他们的教

学计划。同时，教师也应该鼓励学生表

达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和感受，让他们

能够自由地探索音乐的世界。2.强调

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虽然电影音乐是

一种高度艺术化的表现形式，但是其背

后的基础知识仍然非常重要。教师应

该将理论知识结合实际操作，让学生们

在演奏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和技能。

此外，教师还应引导学生们思考如何运

用所学的知识来创造新的作品或解决

一些具体的问题。3.重视情感体验。

音乐不仅是一种语言，更是一种情感交

流方式。教师应该关注学生的感受和

情绪变化，帮助他们在音乐中找到自我

表达的方式。同时，教师也要注意培养

学生的审美素养，让他们学会欣赏不同

类型的音乐作品，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

和社会责任感。4.注重团队合作。音

乐是一项集体性的活动，因此教师应该

鼓励学生之间的互动和协作。老师可

以通过组织小组练习或者合唱比赛等

方式，促进学生之间的沟通和合作精神

的发展。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获得更

多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还能够增强

彼此间的信任和友谊。总之，影视音乐

辅助钢琴教学中的原则应该是以学生

为中心，注重个人化、实践性、情感体验

以及团队合作等方面的综合发展。只

有在这些方面得到充分体现，才能真正

实现音乐教育的目标，使学生成为具有

良好素质和高水平技能的艺术人才。

（二）创新影视音乐辅助钢琴教学的

方法。第一，可以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

的电影或电视剧，比如《肖申克的救赎》

《泰坦尼克号》等等。这些影片中有很多

经典的音乐场景，例如《泰坦尼克号》中的

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以及《肖

申克的救赎》中的插曲“Mendelssohn's

Violin Concerto in E Minor”。这些经典

曲目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也是

非常适合作为教学素材。第二，在教学

过程中可以通过播放相应的音乐片段，

并引导学生分析其中的表现手法和情感

表达方式。同时，还可以通过讲解相关

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内涵，加深学生

对于音乐的理解和认识。此外，也可以

鼓励学生自己创作类似的音乐作品，以

增强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第三，为

了使这个方法更加有效，需要注意以下

几点：要选取合适的教材和课程设计；需

要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要注重

实践操作，四是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

断地改进和发展这项方法。总之，影视

音乐辅助钢琴教学是一种创新有效的教

学方法，它既能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又

能够提升其音乐技能水平。在未来的研

究中，将继续探索更多的应用场景，并将

不断完善这一方法的应用效果。

结束语

综上所述，影视音乐作为一种辅助

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高校钢琴

教学的效果。但是，其应用还需要考虑

多方面问题，并与其他教学方法相融

合，才能真正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作者杨琨、陈基涛系广西民族师

范学院讲师）

党史题材电影是以真实事件为元

素的影视方式，在重现党的历史、塑造

历史人物和表达意识形态中，讲述红色

故事、传播红色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彰

显历史主动精神。鉴于党史题材电影

的特殊性，将其运用于党员党性修养培

育中，以创新党建工作模式，在多元化

体验中提升党员党性修养。尤其对于

流动人才党员群体而言，党史题材电影

的科学运用，与流动人才党员的特点高

度契合，能够在以流动人才党员为主体

的实践中，深化价值引领、培育党性修

养。对此，基层党组织应重视党史题材

电影资源的科学选用，设计多元化培育

模式，提升党性修养培育亲和力，激发

流动人才党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充分

发挥流动人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科学选定党史题材电影资源，

优化党性修养培育内容选择

党史题材电影能够促进党员党性

修养培育内容的具体化、写实化，助力

党员更加深刻地感悟党史精神、接受价

值引领。将党史题材电影运用于流动

人才党员党性修养培育中，基层党组织

应注重电影资源选择，优化党性修养培

育内容。

科学选定党史题材电影资源，优化

内容选择。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与工作者

应立足流动人才党员党性修养水平，明

确其党性修养的不足之处，有针对性地

选择党史题材电影资源，在供需平衡中

提升培育实效。例如，针对流动人才党

员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了解

不清楚的现状，基层党组织可选择《太行

山上》《建国大业》《青春之歌》等党史题

材电影，以其中的英雄人物、革命先辈的

优秀事迹感化党员，激发党员了解革命

历史、深化红色文化认同的主动性，以此

奠定其党性修养提升的现实基础。

建设党史题材电影育人资源库，整

合培育资源。流动人才党员具有人数

多、分布散、集中难、流动快等特点，同

时其党性修养培育涉及多元主体，与各

级党组织密切相关。将党史题材电影

运用于流动人才党员党性修养培育中，

应加强各级党组织之间的联系，深化优

势互补，以数字化收集储存与整理分

析，建设可供多元主体使用的党史题材

电影资源库，支撑培育党性修养工作的

顺利开展。在资源库建设中，应注意融

入党史题材电影培育流动人才党员党

性修养的优秀案例，丰富资源库内容组

成，为党组织落实党性修养培育提供资

源选用、培育实践的有效参考。

选用党史题材电影开展培育实践，

以多元化体验提升党性修养

运用党史题材电影培育流动人才

党员党性修养，需重视培育模式创新，使

流动人才党员获得多元化体验。为此，

基层党组织可设计线上线下协同的党史

题材电影观影活动，结合分享交流引领

党员深度感悟电影蕴含的文化精神。同

时，组织党史题材电影再创作、红色文化

主题展演、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带领流

动人才党员深入社会、深入群众，在多元

化体验中持续提升党性修养。

组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观影活动，

发挥党史题材电影引领作用。基于流动

人才党员流动性快、分布散等特点，基层

党组织可设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观影活

动，借助各类媒体平台开展流动人才党

员“共看一部党史题材电影”活动，在此

基础上，组织小组内的线下交流分享活

动，在互动交流、面对面分享中帮助流动

人才党员结合自身实际践行优良作风、

贯彻行为规范、提升党性修养。同时，基

层党组织可举办党史题材电影主题讲

座，邀请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影评人讲

解电影蕴含的红色文化、民族精神，为流

动人才党员提供价值引领。

组织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以多元

化体验提升党员党性修养。针对流动

人才党员人数多等特点，基层党组织可

以地域性或工作性质为依据划分若干

小组，并组织不同类型小组开展不同实

践活动，带领流动人才党员在实践中深

切感悟党史题材电影蕴含的文化精

神。例如，组织流动人才党员开展党史

题材电影再创作活动，选择特定电影片

段、电影主题，要求党员以小组形式按

照短视频创作流程进行策划、拍摄、后

期制作，并对作品进行评比，促使流动

人才党员深入了解党史题材电影的真

实故事，感悟英雄人物、革命先辈的奋

斗精神，进而坚定自身理想信念，提升

党性修养。

以党史题材电影连接“党建+管理”，

增强党性修养培育亲和力

培育流动人才党员党性修养，需重

视流动人才党员实际，从主体需求出发，

创新党建模式，以具有亲和力、针对性的

党建工作模式激发党员参与积极性，在

动态平衡中提升流动人才党员党性修养

整体水平。为此，基层党组织可选用党

史题材电影设计“党建+管理”培育模

式，搭建信息化培育平台，为流动人才党

员党性修养培育注入时代生机与活力。

设计“党建+管理”培育模式。基

层党组织应坚持党性修养培育与业务

培训、个性需求相结合，设计“党建+管

理”培育模式，并在其中融入党史题材

电影资源，定期开展党史题材电影展

演、电影分享交流、电影再创作等教育

管理活动，以党史题材电影吸引流动人

才党员积极参与培育实践，在“党建+

管理”中满足流动人才党员需求，结合

多元化的电影活动增强党员获得感，深

化党性修养培育。

搭建信息化培育平台。基层党组

织可立足党性修养培育实际，搭建信息

化培育平台，并在平台中设置党史题材

电影专题模块，便于流动人才党员随时

随地观影，与优秀榜样模范互动交流，

接受价值引领和党性修养培育。

（作者系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助

理研究员) 谈电影《姜子牙》的色彩隐喻
■文/石海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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