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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 敏

《刘三姐》是流传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河池市宜州区的地方传统民间歌曲序

列，使用口传诗体语言演唱，是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1961年，长

春电影制片厂根据相关广西壮族民间传

说改编出了中国大陆第一部风光音乐故

事片《刘三姐》，影片由乔羽编剧，苏里执

导，黄婉秋、刘世龙、夏宗学等优秀演员

主演，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1978年，吴永刚，陈正鸿又导演了另一版

本的《刘三姐》；新世纪后，《刘三姐》又先

后多次被改编为电视剧、民族歌剧、大型

实景演出等艺术形式。这些作品从民间

立场出发，深情讲述了刘三姐不屈不挠

地同强权势力作斗争的故事，其中的民

歌将壮族地区的民族音乐与叙事曲形式

结合，动人心弦，广为传唱。《刘三姐》也

成为不同时代下社会语境的文化透镜。

一、民间立场与民间精神

在 1961 年的经典版本《刘三姐》以

风光音乐故事片的形式讲述砍柴女刘

三姐以唱帮穷苦人解气的山歌名闻四

乡，与穷苦却勤劳的青年阿牛相爱，并

以赛歌的形式与当地财主莫怀仁斗争

的故事。电影《刘三姐》根据广西壮族

诸多民间传说综合改编，是真正来源于

民间、又在艺术加工后回到民间去的传

播典型。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群众

对歌之前都要到刘三姐的灵牌前烧香，

祈求保佑对歌获胜。在诸多流传的刘三

姐故事版本中，有三姐被地主迫害而死，

也有说她死后骑鲤鱼升仙，更有她在贵

县的西山与白鹤少年对歌七日化而为石

之说，这些民间故事凝结了劳动人民自

然情感的流露，是随性而发，不求名利的

创作。不论历史是否真有其人，也无论

是哪个版本，这些具有民间立场的传说

都传递着壮族劳动人民的淳朴愿望、美

好理想与坚强不屈的抗争精神。

电影《刘三姐》以善良朴实的劳动

人民为主角，无论是歌如泉涌，美丽动

人的刘三姐，还是善良淳朴、聪慧机敏

的阿牛，都怀着广大劳动人民长期生活

中对平凡幸福的向往。爱唱山歌的刘

三姐通过山歌唱出穷人的心里话，因而

遭到地主莫怀仁的迫害，漂泊在漓江

上，被穷渔民阿牛父子收留。莫怀仁听

说四方乡亲都在追捧唱歌的刘三姐，请

来陶、李、罗三秀才与三姐对歌却大败

而归，莫怀仁一气之下还跌入江中，遭

到乡民们嘲笑。气急败坏的莫怀仁又

计划以荣华富贵引诱三姐入府做妾，已

经与阿牛相恋的三姐在乡亲们保护下

远行他乡。在影片播出后，《刘三姐》立

刻受到全国观众欢迎，片中许多脍炙人

口的插曲不仅在刘三姐民歌的流传范

围内广受欢迎，也在其后几十年中受到

了大众的长久热爱。尽管《刘三姐》中

的思想与见解，多少带有民间文化固有

的朴素性，但它作为一种由某一社会成

员共同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创造的公

共文化，其包含着公共性、集体性和超

时空性的内在智慧。

二、民歌演唱与作品叙事

《刘三姐》风格浪漫，自然风景与音

乐、舞蹈相得益彰，形成了如诗如画的

视觉感受与柔美却富有生机的情感氛

围。影片将原生态的壮族民间音乐与

电影音乐的传播形式相结合，令多首壮

族传统民歌成为流行在祖国大地上的

新歌曲。这些民间歌曲不仅在电影中

起到了以歌传情，以淳朴而真挚的情感

渲染氛围、推进作品叙事的作用，在大

众文化中也是保留少数民族文化记忆

的重要路径。《刘三姐》中的插曲演唱结

合了原生态唱法与通俗演唱，音乐创作

也将壮族音乐的传统曲调旋律与流行

音乐特色相结合，采用汉语重新填词，

采用男女对唱与女声独唱的方式唱出

了刘三姐与阿牛从定情到为避迫害远

赴他乡的种种经历。《刘三姐》中的音乐

为影片的局部与整体创造一种特定的、

充满壮族生活韵味的浪漫气氛，以及朴

素真挚的情感基调，凸显了影片时间和

空间的特征，并增强画面的感染力。利

用民歌演唱进行影片故事，是电影《刘

三姐》中音乐元素的重要功能。

阿牛与三姐初次相遇时演唱的《心

想唱歌就唱歌》从一个悠长的两小节的

引腔开始，吟诵性强，音域较宽，高低起

伏，悠扬婉转，以“心想唱歌就唱歌，心

想打鱼就下河”象征歌颂自由恋爱的主

题，表现了二人之间质朴、细腻又热烈

的情感，其中阿牛大胆而热情，唱腔浑厚

圆融，速度稍快；刘三姐的声音则腼腆婉

转，时而高亢时而温婉；三姐与地主斗争

激烈化后演唱的《山顶有花山脚香》则音

调高亢、激昂奔放，演唱旋律线条波动

大，对男女主角勇敢而充满力量的精神

气质进行表现；最受观众喜爱的《世上哪

见树缠藤》则配合爱情主题反复出现，以

绵延起伏的形式进行，令人观众从音乐

中感到两人之间爱恋情感的浓烈。

三、时代语境透视

自古以来，刘三姐传说的形成与流

变就凝聚着广西壮、汉、瑶、侗等民族在

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遭遇，刘三姐为躲避

地主泛舟江上，远赴他乡，也正是数千

年中壮族人民生活方式、行为逻辑和文

化图式的变形与凝缩。可以说，民间传

说中的刘三姐原本就是一个纷繁的、相

互歧异的话语渊蔽；艺术作品中的刘三

姐故事同样组涵了不同时代的民间伦

理、民间想像、民间情趣。在1961年，中

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解放和反

封建的大潮之中，《刘三姐》故事也不可

避免地携带着特定历史烙印和使命：刘

三姐与地主之间尖锐而不可调和的阶级

斗争构成了全片的主线。刘三姐的哥哥

刘二胆小怕事想带她远走他乡，也形成

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部分的表现。

而在1978年拍摄的新版电影《刘三

姐》中，阶级斗争的性质被歌颂婚姻自

由的主题取代，财主勾结官府想要禁止

刘三姐再唱山歌，三姐却以山歌直抒胸

臆，感动了所有听众。这一版本的影片

中，刘三姐不再作为贫民代表的形象出

现，而是以漓江山河为家，以歌为引的

纯真少女，以更为本真、锐不可挡的生

命力挫败着规则与权力的约束，引导民

众坚定地自由歌唱。中国民俗学先驱

钟敬文曾在《对待外来民俗学学说、理

论的态度问题》中说过，中国民间歌唱

中蕴含着丰富的价值与思想、见解，它

们看重劳动、肯定集体力量、反抗压迫

者、剥削者并讥刺他们的妖形鬼状，歌

颂新的事物等思想、见解，“一切的科学

都是历史的科学。一切事物都有其历

史性，用历史的观点分析问题，是学术

研究的一种角度”。刘三姐故事的演变

展现出民族文化在公共社会文化变迁

的高度浓缩性，这也是数版《刘三姐》中

最具魅力、活力的地方。

（作者系德州学院音乐学院讲师）

民间立场与民歌叙事:《刘三姐》的时代语境透视
■文/刘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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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现实主义在陈凯歌影片中的应用

■文/岑朝阳
一、生命忧患意识对于生死宿

命论的超越

生命忧患意识是陈凯歌在早期作

品中相当热衷表现的题材，代表了上世

纪 80 年代青年导演对于社会人生的深

沉思考。张艺谋的《红高粱》最能代表

此类思考，是当时观众耳熟能详的优秀

作品。与张艺谋几乎同时入行的陈凯

歌，也深受这股思潮的影响，在其作品

中集中地展现出了生命忧患意识，这可

以用其 1982 年拍摄的《黄土地》和 1987

年拍摄的《强行起飞》为代表。

《黄土地》注定要成为陈凯歌从事

导演行业的“导火索”，该作以其浑厚的

拍摄风格与震撼的画面感征服了当时

的电影界，也为陈凯歌建立了入行之初

的强大信心。影片讲述的是陕北女孩

翠巧由于早年定下娃娃亲而无从改写

自己生命轨迹的悲剧故事，第一次完整

呈现了陈凯歌超现实主义的生命忧患

意识。满腹悲凉的翠巧只能通过陕北

民歌“信天游”的形式，表现自己的无尽

苦闷，其中提及了生命终点通向死亡的

无奈，这显然是现实主义的“有生必有

死”的常见命题。但《黄土地》并不完全

接受这种带有先验性质的命题，它通过

种种对白与剧情暗示，显示了对“有生

必有死”的现实的反动，最为典型的做

法便是在电影末尾安插了丹顶鹤从天

际飞过的场景。众所周知，中国古代

描述一个人的死亡，常常采用“驾鹤西

归”的说法，可见鹤在中国文化中承载

着迎来送往的特殊使命，陈凯歌将鹤

的画面安置在《黄土地》的末尾，显然

希望能够实现对现实的生死命题的超

越，也就是一种基于生命忧患意识的

超现实主义。

如果说《黄土地》表现的是普通人

民的生命忧患意识，那么《强行起飞》则

意在刻画军人群体的生命忧患意识。

影片讲述的是建国三十五周年，中国空

军接受领导人检阅的故事，因检阅当天

的天气情况并不乐观，但空军战士们仍

然冒着危险，完成了在空中的完美飞

行，展示了我国空军的威仪与强大。很

明显，在天气不乐观的情况下起飞，对

于空军而言是下下策，但身负生命忧患

意识的空军战士仍然以坚毅的态度选

择了起飞，由于他们有超越生命忧患意

识的信仰，这种信仰便是保家卫国，只

要能够实现这一崇高的政治理想，不惜

牺牲个人生命。

从《黄土地》到《强行起飞》，观众们

感受到的是陈凯歌在生死问题上的不

懈思考，其思考的进展路线，便体现为

由平民的生死忧患演变为军人的以身

报国。虽然境界各有大小之分，但毫无

疑问，均完成了对现实生死问题的超

越。在此类表达方式上，陈凯歌深受超

现实主义的影响。同时，《黄土地》和

《强行起飞》最终设置的都是较为圆满

的结局，从中也可以看出陈凯歌对于超

现实的生命忧患意识具备基本的信心，

这种信心使得影片最终表现为乐观的

结局。

二、报恩意识对于道德缺失

的超越

报恩意识本来是一种正常的感恩

之心的表达，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走

向极端便发展为愚忠愚孝。正是由于

这一弊病，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

者们对于报恩的心态有所批判，极端

者甚至认为报恩全无可取之处。这些

批判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如果矫枉

过正，则可能引发观众对于传统文化

的误解。陈凯歌有鉴于此，在自己执

导的影片中，常常较为积极地提倡科

学合理的报恩意识，并将其精神内核

放在当代社会的语境中加以观察和呈

现，这与当前提倡的感恩文化有着极

大的关联。

最能够反映陈凯歌倡导的报恩意

识的作品是 1999 年拍摄的《荆轲刺秦

王》。陈凯歌在《荆轲刺秦王》中，较好

地还原了波谲云诡的历史。影片讲述

了刺客荆轲由于深受燕太子丹的优

待，决意为其铲除霸权的代表秦始皇，

以酬谢太子丹的知遇之恩。虽然荆轲

刺杀秦始皇以失败而告终，但其报恩

意识在后世的影响却远远大于刺杀秦

始皇。这种差别，当然是因为荆轲身

上负载的报恩意识，引起了后世观众

与读者的共鸣，其共鸣远非秦始皇的

诸多暴政所能征服。陈凯歌在《荆轲

刺秦王》中特地安排了东晋著名诗人

陶渊明的《咏荆轲》：“君子死知己，提

剑入燕京。”简短的两句话，已将影片要

表彰的报恩意识表达得相当清晰。荆

轲刺秦的结局，在影片中反而是一个不

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成功地将

荆轲与报恩意识联结到了一起，完成了

历史人物核心精神的重新诠释，这种全

新的诠释，无疑会在善于思考的观众心

中激起一层涟漪。

陈凯歌之所以在影片中重点宣扬

了报恩意识，显然含有借古讽今之义。

作为关切社会得失的导演，陈凯歌在世

纪之交呈现给观众一部带有厚重报恩

意识的《荆轲刺秦王》，无疑希望借此引

起人们对于感恩情结的共鸣。虽然荆

轲以暴制暴的行事方式已不再适用于

今天的和谐社会，但流淌在其血液中的

感恩情绪却仍然是当代观众需要“恶

补”的内容。换言之，陈凯歌在影片中

表现的荆轲已不再是历史人物，而是典

型形象——善于感恩的一类人。

三、国粹推崇意识对于泡沫文

化的超越

国粹从字面意思上理解，指的是一

个国家的文化精粹，但从深层意义上理

解，则可能暗示这类文化精粹已经逐渐

不为当今观众所理解，转成了一种需要

挽救的文化形态。如果遵循这种理解，

那么长期作为国粹的京剧自然会浮现

在群众脑海里。陈凯歌对于国粹的推

崇一直不遗余力，他对于京剧的爱好便

是推崇国粹意识的践行。但作为导演，

陈凯歌还是以最擅长的方式传递了他

发自内心的国粹推崇意识，即拍摄了一

部专门以弘扬京剧国粹为中心的文艺

影片《梅兰芳》。

《梅兰芳》拍摄于2008年，是陈凯歌

致敬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文艺片，由

黎明饰演梅兰芳，章子怡饰演梅兰芳的

红颜知己孟小冬，整部影片充满了陈凯

歌式的文艺情怀。《梅兰芳》以各种京剧

的经典唱段作为主旋律，使观众在为情

节起伏而颇感震撼的同时，再次重温了

京剧艺术扣人心弦的不朽魅力。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国粹如果单纯作为一种

艺术形式，那么其思想内涵必定大打折

扣。陈凯歌立意塑造的梅兰芳绝非不

问世事之人，而是一个有着浓烈的民族

家国情怀的艺术家。影片特别强调了

梅兰芳因拒绝为日本人演出而蓄须的

义举，堪称把握住了梅氏爱国的核心精

神，这就与其他泛泛复现生平经历的影

片产生了质的差别。只有把握了这一

匠心独运的安排，才能理解陈凯歌塑造

梅兰芳的苦心孤诣。在这部影片中，看

似仅仅在复述一位艺术家的生平经历，

但却借助种种爱国情节的设计，将更加

崇高的民族情怀与国粹艺术结合起来，

为国粹艺术注入了爱国的血脉，的确是

神来之笔。

（作者系湖北文理学院美术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2020年度湖北省教育

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荆楚文化背

景下的动画艺术创作发展研究”

（20Y165）研究成果。

当代红色影视作品是文化与媒介

领域对于中国精神的接续传承。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当下，诠释当代红

色影视作品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时代价值，有利于传承与弘扬中国

精神。新时代，红色影视肩负着讲述

革命红色历史、重塑人民时代精神、凝

聚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重任。当代红

色影视作品既上植根于鲜明的中国精

神，又是文化与媒介领域对于中国精

神的接续传承与时代彰显。红色影视

作品不仅能够推动凝聚民众的共识，

也能完善当前的道德形成与民族认知

建构；不仅唤起人们对人民共和国的

敬仰，也能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不仅能

促进革命历史的信息化、现代化发展，

也能使得受红色文化影响下的社会舆

论具有时代性与导向性。

一、当代红色影视作品植根于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沧海横流，山岳弥坚。当代红色

影视作品首先植根于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红色主题电影表现出

来的爱国主义并不是口号式的，它带

给观众是发自内心的最真实的爱国情

愫。它给观众传达的是一种德育式的

激发作用，观众在受到感动的同时也

受到教育。心有所信，方能行远。红

色主题影视剧就像一剂良药，将正确

的思想和价值观灌输，治愈的是少数

人民群众被世俗魅惑的思想，镇住的

是少数人错误的“三观”。红色影视作

品传播所形成的文化输出在当今社会

显得愈发重要，中华民族拥有渊源流

长的历史文化，这些璀璨的历史文化

也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深厚基础。回

望光辉历史，擎画光辉未来。当下，一

个国家不仅需要物质层面的国防硬实

力，也需要精神层面的文化软实力，而

红色主题影视作为其中最具表现张力

与宣传力量的传播方式之一。

二、当代红色影视作品昭示着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中流击水，不进则退。当代红色

影视作品还昭示着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所谓时代精神是每一个

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

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时代精神

集中表现于社会的意识形态中，但并

不是任何意识形态中的现象都表现着

时代精神，只有那些代表时代发展潮

流，标志一个时代的精神文明，对社

会生产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艺术

作品才是时代精神的真正体现。回

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每一个

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独特的时代精

神。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创

新一直是我国发展前行的主旋律。

这一精神深刻地融入了红色影视发展

的浪潮之中——不再是故事俗套的剧

情，也不是画面模糊不清的低级画质，

这就是改革创新带来的改变。红色影

视所昭示的中国精神体现在特色鲜明

的时代精神，各类题材的红色影视都

在不断从我们的历史和生活中汲取营

养，彰显力量。

三、当代红色影视作品体现

着国家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

政治学者、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

约瑟夫·奈提出。他指出，一个国家的

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

国防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

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等体现出来

的“软实力”，具体体现为文化影响力、

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安排上的影响

力和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红色影视

作为以红色文化与革命精神为主要内

容的意识形态和红色价值观的重要传

播媒介，在功能性方面兼具经济性与

娱乐性的双重功能，红色影视作为一

种现代性艺术形式，相对于单纯政治

性的宣传与说教，在潜移默化中将红

色影视中的红色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

道德准则传达给广大人民群众，使得

发展红色影视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整

体水平的路径选择,红色影视在当代

的跨领域传播对于中国国家整体软实

力提升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红色影视是中国国家文化软

实力的组成部分之一。从一般意义上

看，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在全局视野

下包含两方面的要素：首先，红色影视

所影响的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部方面

主要指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优秀革命文化等对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感召力与感染力；其次，

红色影视所影响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外

部方面包括中国最为世界上最大的社

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

整体观念文化的亲和力及红色文化产

品的辐射范围与传播效能。作为新时

代所特有的并持续发展的艺术形式与

红色文化传播媒介，红色影视是作为广

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思想观念

的传播渠道，其以陶冶情操的路径实现

红色文化的跨领域传播。

第二，红色影视传播的客观状况体

现了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实际状

况。中国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体现了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和发展

性的文化层面的综合国力，是我国面对

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严峻形势下坚定我国自身

发展独立性，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顽

强精神支撑。在每一个时代，能让一个

民族在历史之林显示民族自信和文明

底蕴的重要原因都是丰厚的物质力量

和源源不断的文化创造力和创新力。

文化所具有的的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

也是一般的社会存在所取代不了的。

正因为这个原因，党历来对红色文化发

展极为重视。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

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红色影视传播

客观状况已然体现了中国国家文化软

实力发展实际状况。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

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这一论述

将红色影视发展的宏观布局与整体要

求又提升了一个层次，也顺时顺势地解

决了包括红色影视在内的部分文艺创

作者自信心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第三，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

将有力推动当代红色影视作品的发

展。不可否认的是，在全球化发展日

益紧密的当下，多边主义的传统与对

话协商为基本途径的国际交往方式正

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新时代，社

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精神信仰和带有

革命性、进步性与发展性的伦理道德

提出了更深的诉求。想让世界认识中

国、了解中国、欣赏中国，展现中国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与负责任的大国形

象，就必须增强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

建立好中国与世界沟通的这样一座无

形却重千钧的桥梁。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引

下，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必然会得到

显著提升，当代中国红色影视作品也

一定会因此受益，从而极大增强对于

世界各国与各国人民的吸引力与影响

力，同时也必将为世界文化市场提供

更多的带有中国特色的优质红色影视

产品。

（作者系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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