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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变革背景下新主流电影叙事策略创新

■文/马 兢 ■文/万平 吕佳音
校园、家庭与社会：青春题材电视剧的多元聚焦

■文/王朵朵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民众消费习惯发生明显转变，除了更加

注重精神层面的消费外，享受型和发展

型消费需求日益旺盛，推动国内电影产

业飞速发展，助力中国跃升成为世界第

二大电影市场。在这一产业变革背景

下，需要重点解决“主旋律电影”与“主流

电影”之间的脱节问题。业界人士主张

将“两大主流”，即主流价值和主流市场

相结合，形成新主流电影。整体而言，新

主流电影表述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概括为“国家为人人、人人爱国家”的主

流价值观。以多样化主旋律电影，讲好

中国故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

递主流意识形态、彰显良好国家形象。

如此，新主流电影恰好适应国内产

业变革趋势，更易被观众认可与接受。

现阶段，新主流电影已成为市场主流之

一，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新主流电影

属于与主流价值观、主流市场相适应的

主流文化产品，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

价值观引导、凝聚社会共识、强化方向

感的积极作用，助力文化强国建设。当

然，微观层面主要得益于新主流电影的

叙事策略不断创新，整体叙事视角平民

化、叙事内容兼容国际与本土言说、叙

事风格多样化。

叙事视角平民化，创新现实主

义创作模式

产业变革背景下，新主流电影彻底

脱离“非黑即白”“高大全”的脸谱化人物

形象塑造，不再刻画以牺牲小我成就大

我的“伟人”形象，如焦裕禄等，而是聚焦

普通人视角，塑造有血有肉、接地气的多

元化普通人物形象。例如，电影《湄公河

行动》中的缉毒警察高刚，在各种办案场

景中始终儒雅睿智、身手不凡；作为一名

警察，高刚鞠躬尽瘁，尽心竭力。在现实

生活中，高刚与妻子“婚姻破裂”，用照片

缓解对女儿的思念之情，极易使观众产

生情感共鸣。通过颠覆概念化、脸谱化

的叙事模式，赋予新主流电影以更高的

社会价值。再如，“我和我的”系列电影，

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到

《我和我的父辈》，虽然边界不断缩小，但

人物形象不断丰富、人物内涵逐渐丰

满。尤其《我和我的家乡》中叙述各行各

业普通人的生活，从教师、乡村干部、司

机等不同视角，带领观众感受生活百态，

包括不同职业的责任、小市民的精明、异

乡人的淳朴等，使观众以强烈代入感了

解个人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个人发展

与祖国发展之间的对接。《我和我的父

辈》聚焦平民化的叙事视角，将不同时代

下的“父辈”作为叙事主体，诠释“父辈”

角色承载的现实意义。

叙事内容兼容国际与本土文化

言说，契合“走出去”文化战略

产业变革背景下，新主流电影创作

者应结合全球化进程加速的现实，创作

兼容本土文化基因和国际言说方式的

电影作品。一方面，新主流电影创作者

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在学习好莱坞电

影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分析西方文化

他者化的叙说方式，建构中国特色的电

影言说方式、话语体制，引导主流电影

受众对中国形象的期待视野，帮助受众

逐步摆脱西方语境下对中国的刻板印

象。另一方面，新主流电影依据中国文

化、现实语境、民族特色，发掘对历史和

现实的观照角度，明确能够代表我国形

象的故事素材和艺术表达，尽可能尝试

本土化改造，多元化阐释主流价值观内

容。例如，《长津湖》《金刚川》等新主流

电影通过阐释不同国家尊重公民个体

生命的共识，通过展示普通英雄人物热

爱小家，但是面对个体伦理与集体伦理

的选择时，选择牺牲小我、保卫国家，向

观众传递人本主义的人类共同价值观

念，能够引发国内外强烈的情感共鸣，

以电影叙事内容吸引更广泛的受众群

体。《流浪地球》《红海行动》等新主流电

影将中国故事升级到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高度，使得叙事内容以考虑全人

类共同利益为起点，加之群像式的英雄

人物、集体主义价值取向、饱和式的拯

救策略等丰富内容，穿插西方个人英雄

主义的反面镜像内容，向国内外受众传

达中国电影的主体性表达内容。通过

整合传统与当下、历史与现实、艺术与

商业之间的契合点，新主流电影启发观

众反思现实，逐步消解好莱坞电影、西

方文化等对中国受众的规训，为中国电

影“走出去”奠定内容基础。

叙事风格多样化，打开新主流

电影发展市场

产业变革背景下，新主流电影叙事

风格更加多样化，即采用不同方式讲述

故事，在创新我国电影叙事风格的同时，

提升电影趣味性。同时，随着我国电影

产业改革升级，电影工业化程度整体提

升，新主流电影作为我国电影产业可持

续发展实践成果的定位更加突出，将主

流意识形态与多种类型电影元素进行对

接，灵活运用类型化叙事策略或集锦式

叙事结构，兼顾市场和受众。一方面，新

主流电影实施类型化叙事策略，结合电

影工业美学特征，以市场和商业为导向，

使得叙事节奏和故事衔接整体较为和

谐，实现商业与口碑双赢。例如，《战狼

2》《红海行动》融合战争、灾难、军事、动

作等元素，增强新主流电影叙事张力，适

当借鉴好莱坞商业大片叙事模式，在视

听、节奏、情节等各方面彰显中国军人形

象。另一方面，新主流电影实施集锦式

叙事策略，为迎合新媒体时代观众更加

青睐“短平快”叙事节奏的品味，综合考

虑受众情感差异和面对不同主题短片时

的“适应性”，以较强的逻辑性将电影各

个模块进行衔接。例如，《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家乡》系列电影，皆由多位导演

执导不同的单元故事，共同围绕同一核

心线索，使得电影空间场景转换自如，能

够充分满足受众的多元化审美期待，为

新主流电影发展打开更广阔的市场。

（作者系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传

媒学院副教授）项目基金：2023年吉林

省高教科研课题《高校传媒专业“专创融

合”助力吉林省文旅行业数字化发展策

略研究》（项目编号：JGJX2023D906）

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为中国电视剧的流行创作类型，

青春题材电视剧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

下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青春画卷，是时代

经历与文化想象的交融结晶。此类剧

集以社会文化积淀为根基，构建了一个

契合社会文化心理范式的虚拟世界，使

剧情及人物关系遵循特定的文化规律

发展，为社会热点问题提供了一种潜在

的解决方案。本文以新世纪以来具有

一定热度的青春题材电视剧为研究蓝

本，分析该题材电视剧对现实的镜像作

用及其彰显的社会文化风范。

一、校园：聚焦青春症候，建构

两性关系

青春题材电视剧全面展现了在该场

域中青少年学生的成长历程，一方面，青

春题材电视剧将校园打造成为世外桃源

般的存在，窗明几净的校园空间成为青

春美好记忆的载体，彰显青春的懵懂与

单纯。其中，对青春期两性关系的建构

成为该题材影视剧的一大创作重点。如

电视剧《小欢喜》里黄芷陶和季杨杨之间

点滴的细碎情感一直为广大观众所喜

爱，这份青春期朦胧的情感都是自然而

然地“发乎情、止乎礼”，有着难得的纯

粹。而《致青春》则更多地与现实接轨，

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线更具现实意味，也

更能体现真实的人性。女主人公郑微与

林静的感情线受到了上一辈情感纠葛的

制约，而她和陈孝正的感情，一整个美好

的大学时光最后止步于职业生涯规划的

不一致，爱情和学业、爱情和工作成为了

如今众多校园情侣在毕业时不得不思考

的难题。恰恰是因为这类问题没有正确

答案，它们终将成为青年一代成长路上

的重要转折点。另一方面，青春题材电

视剧没有掩盖压抑、破败的氛围，“校园

空间成为青春主体另一个企图逃离的场

域，在这里仍旧寻找不到失去的温暖与

迷失的自我”。该题材电视剧聚焦青春

症候，剧中表现的青春时期的年少轻狂

与叛逆，在校园环境中常常受到应有的

惩戒。这些情节不仅揭示了青春一代在

步入成人社会之前，对现实生活的预先

体验，对于观众群体而言也不失为一种

警醒和反思。如《十七岁不哭》中的罗

洋，即被塑造成“小人得志”的形象，他是

社会中那些个阿谀奉承、阴险狡诈之人

的缩影，这一角色的是对青春心理的描

摹，以吸引更多目光共同关注青春成长

症候。

二、家庭：关注代际冲突，碰撞

教育理念

“家”在青春题材电视剧中是一个不

可回避的重要场域和不可或缺的叙事空

间。在这一空间中，青春题材电视剧充

分展现了代际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导致

了青年男女的倔强反叛。如电视剧《奋

斗》中陆涛一角既反感养父为人处世的

原则，同时也不认同生父从商的理念，因

此他毅然决然地踏上反叛的道路，用自

己的方式践行自己的人生座右铭。再如

《我的青春谁做主》中李霹雳说道：“不是

父母认为的理想就是理想，理想没有高

低贵贱之分，我只是没有实现我妈的理

想，并不代表我的理想就一样没价

值……父母的经验是很宝贵，但是仅供

参考。”由于不同的成长环境和不同的价

值理念，两代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

代沟，但青春题材电视剧借此传达出一

种理念：两代人之间应当学会互相尊重，

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展开平等的对话。

此外，青春题材电视剧还呈现了不

同家庭的不同教育模式，从而引起了观

众的积极思考和热烈讨论。如在《小欢

喜》中立体式地呈现了多种类型的家庭

教育模式：英子家的专制型家庭教育模

式，虽然保证了她在学业上的优异，但

却忽视了孩子心理需求的满足，导致英

子在面对压力时产生焦虑和抑郁。与

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方一凡家，民主型

的家庭教育模式使得方一凡在宽松的

环境中自由成长，他的性格开朗、独立，

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困境。而季

杨杨家，由于父母的长期缺位，使他倍

感孤独，形成叛逆的性格，这种家庭教

育模式对他的人生产生了负面影响。

电视剧将不同的家庭教育模式生动地

展现在观众面前，让人们深入探讨家庭

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引发了观众

对教育的深思。

三、社会：折射生存境遇，反映

现实热点

青春题材电视剧也多聚焦职场与

生活空间，将青春的奋斗场所铺展到社

会各个层面，提炼出不同社会空间中青

年人的精神风貌，也揭露出发人深省的

现实的生存困境。如赵宝刚执导的“青

春三部曲”《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

《北京青年》，描写了一群刚步入社会的

年轻人或为了生活或为了理想努力奋

斗的艰辛过程。这类电视剧将理想主

义和现实主义结合得恰到好处，为当下

同样正在努力奋斗的年轻人提供了生

活和情感上的寄托。又如《欢乐颂》讲

述了五个来自不同家庭、性格迥异的女

孩在残酷的社会环境下共同成长的故

事。精英女性安迪，业务一流却饱受精

神困扰；“富二代”曲筱绡，物质条件优

渥，却难以受到家人认可，三个普通女

孩樊胜美、邱莹莹、关雎尔，分别为家

庭、爱情、工作等困扰。电视剧通过生

动描绘这五位女孩的生活琐事和心路

历程，展示了当代女性在步入社会后所

面临的种种压力与挑战，以及在不断尝

试、摸索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

向。再如《正青春》以严谨的视角关注

女性群体在激烈职场中的处境。在剧

中，各个女性角色为追求职场成功，纷

纷投身于名与利、得与失、成与败的角

逐。她们奋力拼搏，展现出自强不息的

精神风貌。该剧以女性视角为主线，为

观众呈现了一幅生动的女性职场画卷。

青春题材电视剧自20世纪末进入

大众视野以来，现已形成既具有中国特

色又符合大众审美的独特风格。青春

题材电视剧关注青春一代的奋斗经历

和生活状况，真实再现年轻人前行道路

上面临的纷繁问题，可为现实中面临抉

择的年轻人们提供有效的参考。

（万平系吉利学院教授，吕佳音系西

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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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外语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以知识传

授、能力培养、素质提升、品格塑造为育

人目标，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有效举措之一。立德树人本身涵盖中

国文化、时代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以及世界优秀文化等。需要注意的

是，外语课程思政并非将思政简单嵌入

外语教学环节，而是需要教师、教学环

境、教材、学生等相得益彰，实现外语和

思政的内外联动，帮助大学生坚定文化

自信，辩证看待不同文化，能够全面理解

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元文明交流互鉴。

经过外语课程思政理论研究和教

学实践发现，相比于外语教材等文字资

料，中外电影更加生动、直观、立体，且

中外电影反映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兼

具政治性、艺术性等特点。将中外电影

融入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能够充分调动

大学生多感官参与外语学习。当务之

急，高校外语教师应发掘中外电影的传

统文化教育、价值观教育、跨文化交际

等教育性功能，打造良好的外语课程思

政教学新生态，借助中外电影优化教学

设计，完善教学评估，促进外语课程思

政教学改革与时俱进。

营造外语课程思政教育“人文

环境”，强化爱国主义教育

课程思政教育环境直接影响着高校

思政教育整体质量。高校外语课程思政

教育环境的塑造，一方面需要外语教师

与党组织、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正确的价

值观；另一方面需要高校党组织等部门

牵头，组织外语学院、思政教育学院、艺

术学院等院系之间相互配合，共同发掘

将中外电影融入外语课程思政教学中的

优势。事实上，中外电影史包括中国和

外国电影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艺术运动

和艺术思潮、重要的电影艺术家和代表

性作品，能够为思政教育、课程思政教学

提供新的视角和灵感。

高校有必要组织艺术专业教师，为

外语教师提供关于中外电影史知识的

专业培训，定期进行考核，促使外语教

师能够从海量电影中选择适合融入外

语课堂的电影素材，进而提升外语课程

思政教学内容的新颖性。如此，外语专

业教师人文素养提升，积极响应国家

“将思政课程与各类课程协同”的号召，

自然能够协同思政等专业教师，共同营

造良好的外语课程思政教育“人文环

境”。基于此，外语教师将中外电影划

分为爱国主义、理想信念、民族意识、情

感表达、道德修养等不同主题，阶段性

组织学生集体观影，轮流观看中外电

影，形成对比教育的环境。

例如，外语教师与思政教师联合组

织学生观看《战狼2》和《敦刻尔克》，让

学生感受中式和英式爱国主义的不同；

观影之后，外语教师组织学生参与围绕

“爱国主义、战争、个人与社会价值”等

不同主题的外语演讲比赛，或者观后感

交流会，打造师生广泛参与的外语课程

思政教学生态圈。在此过程中，高校学

生将爱国主义情感融入演讲或者互动

交流中，将外语学习与爱国密切结合，

进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等，实现外语口语水平的显著提升，

充分发挥中外电影在外语课程思政教

学中的积极“助推器”作用。

灵活选用案例教学法等手段，

优化教学设计

外语教师作为外语课程思政教学的

主导者，应不断更新政党理论知识，具备

精准辨析外语教学中不良政治渗透的能

力；从思政育人视角出发，提取恰当的中

外电影史理论知识，正确发掘中外电影

中的课程思政元素。以此为切入点，外

语教师综合运用案例教学法、任务式教

学法等，不断优化教学设计。

例如，针对英语课程思政教学中的

“体育生活”主题，教师明确课程思政教

学目标，即让学生充分领会中西方体育

精神，提升学生对中西方文化的认知水

平，在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的同时，具备

运用英语等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据此，教师选择《夺冠》和《百万美元宝

贝》中外电影作为案例，让学生领略中西

方文化背景下的女性体育故事，感受奥

运精神、女排精神，以及西方拳击精神。

同时，外语教师可以根据电影案例，设计

不同的外语课程思政教学任务，将学生

分为不同小组，布置两次英语口语汇报

任务。第一次任务，各小组学生结合电

影，展示搜集到的中西方体育文化异同

相关资料；第二次任务，各小组学生先介

绍奥运精神，选择我国传统体育项目太

极、功夫、武术，或者西方体育项目足球、

篮球等进行详细讲解，并结合电影进行

文化内涵的延伸讲解，为学生表达外语

知识与思政知识提供足够的机会，为教

师调整教学设计提供依据。

创新教学评估，提升外语课程

思政教学效率

中外电影融入外语课程思政教学，

其主要目标之一在于激发学生外语学习

热情。现阶段，乃至未来很长时间内，不

同专业学生学习外语的需求和诉求更加

多样化，亟需高校和教师创新外语课程

思政教学评估，改变长久以来将成绩作

为唯一或者最主要评价指标的评价方

式。积极落实问卷调查、数字化评估、对

话访谈等过程性评价方式，深入了解不

同学生或学生不同阶段的需求，综合评估

学生的道德修养、文化素养、心理活动、知

识储备、未来规划等，以保障对学生评价

的全面性、客观性、准确性。当然，外语教

师可以借助中外电影经典片段，结合新媒

体等技术营造沉浸式评估场景，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中外文化背景下不同的

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等思政教育相关元

素融入其中，让学生通过“人机对话”，用

外语回答画面中问题的方式，客观评估

学生学习外语课程思政的情况，逐步推

进外语课程思政教育整体改革。

（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讲师）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2023年度

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习近平爱国主义教

育 重 要 论 述 研 究 ”（项 目 编 号 ：

23JK0094）、陕西省“十四五”教育科学

规划2023年度课题:高校思政类微信

公众号的建设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课

题批准号:SGH23Q0313）的研究成果。

中外电影融入外语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主旋律电影

不断追求创新与超越，将思想性、艺术

性、商业性嵌入爱国主义、家国情怀主

题，走出了类型融合的新路径。作为一

部融主旋律、谍战、商业类型于一体的

电影，《无名》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审

美情趣，为主旋律电影的创新发展提供

了启示，是一次不落类型窠臼的崭新尝

试。

类型融合：主旋律与谍战悬疑

的成功嫁接

在当下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过

程中，类型的融合与杂糅已成为一种新

的发展趋势，而这种发展趋势对电影创

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一方面要熟

悉和把握各种类型片的基本特征与创

作规律，另一方面则要敢于打破传统模

式的束缚，以富有新意的艺术探索和多

元化的艺术形态，在交叉融合与相互渗

透中展现新的美学风貌，进而适应广大

观众不断变化的审美需求。

电影《无名》通过对奋斗在“孤岛”

时期上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共

特科，在隐蔽战线与各方势力殊死较量

过程的再现，礼赞了党的秘密战线上那

些无名英雄们的重要贡献。导演将错

综复杂的故事及人物设置在 20 世纪

30、40年代那个波谲云诡的时期，以日

军空袭广州、上海沦陷、汪精卫病故等

重要历史事件为节点，全景式地呈现

1937-1945年的时代背景。《无名》以非

线性叙事方式打破时间线索，重新组接

历史时空中的重要段落，进而展现中

共、军统、日伪等特工人物的命运发展

和周遭环境形势的变化，营造出紧张悬

疑的氛围感。在矛盾冲突中，中共特工

在谍海风云中体现出的机智勇敢、沉着

冷静、勇于奉献和牺牲的精神是电影表

达的主旨。《无名》通过对“信仰”“奉献”

“牺牲”等主流价值的表述，适应了当前

的社会心理和主流观众的欣赏口味，在

类型内部完成了对社会道德和信仰的

重塑。主旋律与谍战悬疑的成功杂糅

成为电影商业与艺术双赢的有效途径。

期待视野：主流召唤与受众期

待的双向奔赴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的全面

推进，主旋律电影在承载意识形态宣教

功能的同时，更加注重其文化商品属性，

努力将意识形态性与艺术性、商业性结

合，以此推动电影为更多观众所接受。

一方面，主旋律电影因其意识形态

特性，“对建构的主体/观众寄予了包含

着民族国家、政治文化想象在内的认同

预期”。主旋律电影的精神主旨是赞颂

传扬中国英雄、中国精神，电影的内容

情感契合广大观众的爱国热情，让观众

在观影中激发对国家、对时代的敬意，

于潜移默化中凝聚培根铸魂的正能

量。而电影只有通过观众接受意识的

传递，才能使“为他之物”成为“自在之

物”，实现其预期的意识形态价值、商业

价值和艺术价值。

另一方面，主旋律电影要满足观众

的感性欲望，达到释放观众情感的目

的，让观众的审美经验和接受心理在观

影过程中得以呈现。《无名》展现的时代

背景及故事内容，正是中华民族饱受战

争侵略的血泪历史。在那个特殊的年

代里，无数个前赴后继的“无名”英雄，

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展示了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

的英雄气概。而观众通过与影片中人

物的认同，投射着他们的勇气、智慧，实

现他们的光荣与梦想，释放着他们的自

信与自豪。电影在满足观众个人无意

识欲望的同时，也唤醒了“国仇家恨”的

集体共鸣，使人类本质的丰富性得到无

限的延伸。

符号隐喻：文化认同与时代精

神的美学呈现

《无名》借引艺术符号，通过意象叙

事，重塑观众的集体记忆，激发观众的

历史家国情怀，进而深切地感受到电影

的内涵。

电影开篇，两只狗的境遇对比便形

成了极大的情感张力。高空的飞机上，

日军飞行员的爱犬“罗斯福”头戴航空

帽、护目镜，神态高傲，仿佛“总统”在巡

视领土。镜头俯视，飞机下中国大地满

目疮痍，废墟一片。一只瘸腿小狗，骨

瘦如柴，呜咽不断，艰难地寻找避难所

而不得。狗的命运恰是人的命运的折

射，动荡年代人不如狗，狗不如狗。侵

略者的嚣张与国人的无助，通过电影镜

头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苦难的历史记

忆被再次唤醒，民族精神血脉得以赓

续。电影中另一个动物羊也是激发情

感的重要意象。羊出现之前，电影呈现

的是一组非常惨烈的镜头。被困在井

底的工人仰头向上，眼中冒出求生的欲

望，却被敌人用水泥活埋。镜头一转，

一只洁白的羊站在光影中，如地狱中救

赎的天使。但下一秒，羊变成了侵略者

的一锅肉，乍然的毁灭感令观众的愤怒

情绪瞬间引爆。

电影最具有隐喻性的则是片名《无

名》。“无名”，即名字的模糊化、符号

化。在电影中，何主任、叶秘书、陈小

姐……所有的人物都没有具体完整的

名字，抹消了个体的独特痕迹，使其具

有了群体的意涵和指代性。他们衣冠

楚楚，精通外语，揣度人心；他们高贵光

鲜，像炼狱中的刺芒，常常凭一己之力

撼动各方；他们手染血腥，不惜牺牲自

我和战友来争取革命的最终胜利。导

演用他们的矛盾与孤独、痛苦与挣扎重

塑“无名”精神。片名符号清晰、准确地

传达了电影的主题内涵，即对无数革命

先辈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努力

奋斗，但直到献出宝贵生命的那一刻，

他们都没有名字的“无名”精神的礼赞。

《无名》是一部在艺术性与主旋律

之间摸索探寻的商业电影。虽然在类

型杂糅中略显生疏，但《无名》在主旋律

电影艺术创新方面的大胆尝试，必然激

发主旋律电影的全新创作状态。

（作者系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文

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吉林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独立学院开展经典教育的路径

与方法研究”（项目编号：GH181057）

阶段性成果。

类型融合·期待视野·符号隐喻
——电影《无名》的审美特性 ■文/赵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