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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电影中
红色舞蹈的主题表现与叙事建构

■文/王丽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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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与意象：
电影中“邮轮”的美学意义

电影，作为现当代最重要的文

化生活形式之一，其承担的社会功

能之重要不言而喻，而主旋律电影

可谓是电影之社会功能最具代表性

的存在。“主旋律电影”与社会主流

意识形态相契合，或选择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或聚焦百姓生活，集中体

现其真善美的一面，以社会大众普

遍认同的爱国主义情怀、奉献精神

等为底层表达。纵观中国电影的

发展历程，主旋律电影作为其中不

可忽视的存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不

断被赋予新的时代主题，其表现形

式也不断丰富，戏剧、歌曲、舞蹈等

艺术形式，不断加入主旋律电影的

表达体系，形成了艺术叠加的效

果。红色舞蹈以中国共产党及其

领导的人民在民族解放斗争和社

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历程为表现

对象，其表现内容和情感内核与主

旋律电影有天然的契合，理所应当

地作为重要的表现元素被运用到

主旋律电影之中，参与影片的主题

表现和叙事建构。这一艺术选择，

不仅成就了一批影史经典，在当今

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中也焕发着历

久弥新的光彩。

一、红色舞蹈的发展

红色舞蹈是指以中国共产党及

其领导的人民在民族解放斗争和社

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历程为表现对

象和内容的舞蹈形式。“红色”，代表

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色革命事

业，它的起源几乎与党的革命历程

同步。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

色舞蹈就已经崭露头角，以李伯钊、

刘月华、石联星为代表的舞蹈艺术

家创作了第一批红色舞蹈作品，《工

人舞》、《红军舞》、《村女舞》等一批

作品，以工人、红军、革命区劳动人

民为主角，以舞蹈艺术的形式，存留

了工农革命的时代记忆，开启了红

色舞蹈的创作。值得一提的是，在

红色舞蹈的发展历程中，“文工团”、

“宣传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

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敌后建设时

期，涌现了以《兄妹开荒》、《夫妻识

字》为代表的红色舞蹈，这两部作品

在“新秧歌运动”的背景下诞生，以

陕北民间秧歌为基础，强化了段落

编排和舞蹈叙事，形成了“秧歌剧”，

也是从《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开

始，红色舞蹈开始显现出民族化、民

间化的特征，与原生态的中国民族、

民间舞联系更为紧密。新中国成立

后，宏大壮丽的“大歌舞”成为红色

歌舞的新形态，从《人民胜利万岁》、

《东方红》，奠定了红色舞蹈的文化

主流地位，《和平鸽》、《蔓萝花》、《湘

江北去》、《八女颂》等杰作不断涌

现，此后，无论是文革时期的“中国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

女》，还是《星海·黄河》，或是 21 世

纪以来在剧院文化的氛围中创作出

来的《闪闪的红星》、《红梅赞》、《永

不消逝的电波》等，红色舞蹈不断求

索，成为时代艺术的一大主流。

二、从史诗到民族

严格来说，红色舞蹈与主旋律

电影的互动关系起始于 1965 年的

《东方红》。1964年，时值新中国建

立15周年之际，以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中华民族的革命历程、重大历史

事件为内容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

红》创作完成并于1964年10月2日

在人民大会堂首演成功，这部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音乐舞蹈史诗，以历

史进程串联叙事的时间线索，以真

实的历史事件为蓝本，建构了史诗

性的叙事结构。在《东方红》中，我

们可以看到二十多支舞蹈，无不展

现中国壮丽的革命史和美好的人民

生活。除此之外，在《东方红》中，舞

蹈的“舞台艺术特质”被展现的淋漓

尽致——无论是集体化舞蹈阵型，

还是假定性的舞台背景、有限空间

内的纵深景观设置、高饱和度的演

员服化道搭配等，都在构造一种符

合社会主义艺术美学的舞台视觉。

另外，舞蹈在编排上还巧用象征、比

喻等手法，加深舞蹈的意蕴——比

如开场的“葵花舞”一直以来备受称

道，演员们手持葵花道具，由舞台中

心发散，形成“葵花向阳、人心向党”

的舞台寓意，充满东方特有的艺术

韵味。1965年10月，《东方红》被摄

制成为宽银幕影片放映，这一过程，

可以看作是红色舞蹈完成从舞台艺

术向主旋律电影转化的个例。《东方

红》从舞台剧到电影的文本转化并

不是简单的全盘记录和技术转制

——不仅在内容上有所删减，更为

集中，还存留了舞台艺术的美感，形

成了既体现宏观舞台感，又强调细

节呈现的电影视觉体系。

电影《东方红》以舞台艺术为基

础，以电影为呈现手段和最终形式，

这一艺术尝试也为红色舞蹈在主旋

律电影中承担艺术功能开辟了一条

崭新的道路。进入1966年后，从样

板戏戏剧演化而来的样板戏电影几

乎占据了人民的文化生活，其中《白

毛女》、《红色娘子军》两部芭蕾舞剧

也进行了电影化转换，成为主旋律

电影与红色舞蹈融合的艺术典型。

和《东方红》不同，《白毛女》和《红色

娘子军》在被排演为芭蕾舞剧之前，

就各有电影原型。我们可以发现，

比起原版电影的生活感、真实性，样

板戏电影更多是在舞蹈艺术的基础

上进行创作：还原舞蹈舞台的假定

环境、以芭蕾舞蹈动作建构人物动

作，强调舞蹈美感，同时对西方芭蕾

进行“中国化”变形，运用舞台灯光、

色彩对比来强调二元对立的人物对

比，例如都运用最鲜明的红色作为

喜儿和吴琼花的服装颜色，在突出

人物的同时，也突出了电影主题的

革命性。

在《东方红》第六场《伟大的节

日》一章中，对维吾尔族、蒙古族、傣

族等民族舞蹈的进行了综合性的展

现，体现了以原生态民族“红色舞

蹈”的大方向。其实，早在 1959 年

的民族电影《五朵金花》中，民族舞

蹈的主旋律表达就初现端倪——

《五朵金花》讲述的是一个云南白族

劳动青年之间阴差阳错的爱情故

事，但同时也聚焦新中国建设时期

少数民族人民勤劳、真诚、美好的品

质。电影一开篇，我们就能看到白

族群众在活动中载歌载舞的群像场

面，舞蹈传达出人民群众在新中国

建设时期对生活的热爱，对时代的

讴歌，以及集体性的劳动热情，是民

族性“红色舞蹈”的典型代表。相同

的手法在2020年的献礼片《我和我

的家乡》中出现——在《天上掉下个

UFO》章节的最后，贵州民族小镇

的少数民族在后景中载歌载舞的场

面与《五朵金花》也有异曲同工之

处。

我们看到，无论是《山楂树之

恋》中的舞蹈《闪闪的红星》，《归来》

中的丹丹一心想要担任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的女主角吴清华，还

是《芳华》中文工团排演的革命舞

蹈，我们看到，红色舞蹈已经越来越

广泛地参与到电影的叙事中，即使

是在非典型主旋律电影中，也焕发

着“红色”的光彩。

（作者均系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舞蹈学院讲师）

本文系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

题研究项目《新时代山东红色舞蹈

传 承 策 略 研 究 》 ( 编 号 ：

L2021Z07080285)的阶段性成果。

在文化地理学的意义上来看，每一个

空间位置都并不能被视为单纯的客观实

体，而是有着在社会价值场域中找到其独

特的象征坐标，即便是自然景观同样需要

经过观看者视线的凝视，进而成为我们文

化的一部分。对于电影来说尤其如此，有

评论者认为邮轮是好莱坞乃至世界电影中

的一种奇观、一个迷思，从《泰坦尼克号》、

《海上钢琴师》到《恐怖游轮》，邮轮似乎哺

育着电影导演的灵感，在自身之内召唤着

浪漫的异托邦想象。但是，令邮轮电影蓬

勃兴发的原因深植于意象自身的结构中。

邮轮本身蕴含着一种二律背反的性质，它

首先是现代性在物质领域内飞速发展的进

步思想的物质显化，通过邮轮这样的庞然

大物，人类使占地球表面积四分之三的海

洋成为技术桂冠上的一颗明珠。同时，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航空技术的发展使大

型油轮成为昨日黄花，曾经的进步不可避

免地在进步的阶梯上变成了下行的台阶，

邮轮又同时被赋予了怀旧的光晕。这样的

矛盾性大大拓展了作为意象的邮轮的美学

含义，邮轮成为了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

性剧烈冲突的一个表征。

一、爱与美的异托邦想象

邮轮分割了陆地与海洋的生活，分裂

的空间无疑是现代世界的产物。现代性对

自身的超越冲动既贬低过去，也分裂了现

实 。 异 托 邦（Heterotopia）是 福 柯 以

“-topia”为词根造的一个新词。相较于建

立在对未来时空想象中的乌托邦，异托邦

共时地存在于现实之中。如果说乌托邦指

的是一种文化对一种不存在的空间的建

构，异托邦则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异己的

文化或者空间的建构。就电影创作而言，

异托邦空间的想象拓展了电影的丰富性与

内在张力，创造出了现实世界之外的这个

黑与白、是与非、对与错中间的暧昧地带。

在功能意义上，正因其存在的实在性，

异托邦是抵抗现实的特殊空间，它是与现

实完全相对立的地方，在一种文化坐标体

系中，异托邦模仿现实，也颠倒现实。它们

作为乌托邦存在，但又是一些真实的地方，

切切实实存在，并形成于该社会的基础

上。这些地方往往是独立的、超然的，即使

在现实中有它确定的方位，它似乎也不属

于现实。邮轮在此意义上正是一个异托

邦，它被给予了爱与美的想象，这些想象不

能生存在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中，所以成为

了海洋上漂浮不定的一个幽灵。《海上钢琴

师》中的 1900 不愿为爱情、不愿为生命踏

出邮轮，和维吉尼亚号一同毁灭的是1900

和远洋航行所象征的独特性，也是一个在

工业流水线和大众传媒尚未成为我们社会

生活的固定前见的年代。电影所架构出的

邮轮是一个独特的审美异托邦，在这个异

托邦中取消了阶层和财富的壁垒，人与人

可以近身交流；也取消了人对于学院学习

的成见，允许一个被遗弃的孤儿成长为钢

琴天才；艺术得以成为一个场域中的核心，

爵士乐手向 1900 发起挑战二人斗琴的精

彩是由于被关注和被赏识才能够发生的。

1900将外面的世纪比作上帝的键盘，而他

的世界仅仅是钢琴的 88 个黑白键盘——

这意味着在《海上钢琴师》中的钢琴与邮轮

是一体的美学意象，共同组成对于另一种

生存可能空间的想象，这个空间为另类的

生命提供庇护，保护在现代社会中难以存

活的诗意思维，这样的诗性难以用金钱和

荣誉收买。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人要诗意

地栖居在大地上。在此意义上，邮轮其实

暗示着这种诗意的现实性可能已经日渐式

微，只有在大海上方才可能。由此观之，

1900和邮轮一同毁灭的情节更加像是一则

悲剧的预言。

二、现代性的空间批判可能

邮轮和跨洋旅行几乎是一对双生概

念，在大型邮轮发明之前，跨洋旅行大多出

于政治和殖民目的，并且是极其危险、不富

于娱乐性的活动。邮轮将跨越海洋的能力

纳入到经济生产的坐标之中，在20世纪初

的彼时，能够乘坐大型邮轮是财富与地位

的绝对标志。

邮轮旅行的奇幻性寄居于人对海洋的

复杂感情中，海洋对人的生命造成的压迫性

的危险同时激发着对不可能事物的追求和

渴望，只有征服海洋才能说明人的理性能够

为自然立法。常常被观众所遗忘的是，乘坐

邮轮是一种冒险活动，因为这意味着乘客选

择将自己的生命托付于一架悬浮于海洋上的

钢铁结构，实际上这是生命与技术的生死共

存。然而纵观邮轮电影，我们无一例外地发

现了邮轮对于乘坐邮轮的人形成了致命的威

胁，这一威胁来自于海洋中难以观察到的冰

川，或者是被海洋和独特的居处氛围所赋活

的野蛮生命力——《泰坦尼克号》的真实事件

造成了世纪初的群体灾难，《苦月亮》中登上

邮轮，希望通过旅行拯救婚姻的年轻夫妻却

见证了另一桩令人瞠目结舌的情欲悲剧。

泰坦尼克号是英国白星航运公司历经

两年完成的邮轮，其规模空前，在 1912 年

首次下水时惊艳了世人。电影《泰坦尼克

号》所建构的故事的背景在于这艘邮轮对

交通需要的超越，泰坦尼克号不仅仅是一

艘轮船，更是对19世纪人类工业革命和科

技进步最高成果的展示。这个故事立意也

并不局限于对杰克、罗丝爱情的歌颂，而是

隐含着一个对整个启蒙历史的审视视角。

邮轮的空间较之陆地的社会生活能够更加

确切地显示出人类活动的仿造特征，也是

在这种空间透视中，大大强化了邮轮对现

代性的空间批判力度，例如在泰坦尼克号

上预设了头等舱、二等舱和三等舱的分隔，

每个等级之间不能自由通行，无法通信，只

有在海难和死亡面前人与人才实现了平

等。卡梅隆以一对情人的视角来叙述这艘

号称“永不沉没”的巨轮处女航的失败，即

是以永恒的体验——死亡、爱情对比人类

以启蒙之名，造理性之神运动的失败。

三、弗兰肯斯坦式的灾难表征

《恐怖游轮》同样是一部以邮轮为核心

意象的电影，这部电影的母题来自于希腊

神话中的西西弗斯的传说，人因为贪念而

与死神失约，因此被惩罚以无穷无尽、周而

复始地劳动。人自以为打破了重复，但是

破阵也仅仅是迷局的一部分——这一题旨

可以说是《恐怖游轮》中真正的恐怖元素所

在。就像是《苦月亮》所表现的情欲从人自

身现象的一部分成为人本身一样，邮轮是

一个冲突集中的场所，邮轮设定了将要发

生的灾难。邮轮狭小的空间是人与人进行

密切接触的天然条件，《苦月亮》中奥斯卡

利用了邮轮，将邮轮上人产生的眩晕和不

适编织进自己的故事中，《苦月亮》既是对

奥斯卡和咪咪往事的回顾，也是奥斯卡讲

述这段往事并且进行续写的过程，邮轮成

为一个隐形的主角。

就如同西西弗斯的神话故事中的石块

一样，石块的沉重和在重力下滑落的本性使

得众神对西西弗斯的惩罚成为可能。虽然

轮船是人的造物，但是人却不能够随心所欲

地支配它，而是被卷入空间中，不由自主地

被物化，最终被剥夺或被赠予，改变了自身

生命的形式，这一奇特的张力制造了邮轮电

影中的戏剧冲突。巨型油轮可以被视为弗

兰肯斯坦故事的现代变体，在这个故事中，

人制造了一个怪物但是最终被其吞没。对

巨大和进步的渴望促成了邮轮的显像，无论

是分等级的船舱还是由进行领航的船头到

服从性的船尾，邮轮的构造无一不是在用一

种具体的形象来呼应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也

就是绝对的秩序和理性。然而这一完美的

造物却引人走入难以控制的灾难。葬身于

海洋往往是邮轮电影的结尾，这无疑寓意着

被背叛的自然将要抹去钢筋铁骨海洋地标，

对启蒙的迷梦进行彻底的清算。

（作者系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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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再见爱人》看国内婚恋类真人秀节目的“破圈”之路及创新实践
国内首档婚姻纪实观察真人秀《再见

爱人》，于2021年7月28日在芒果TV播

出，节目自开播以来，与之相关的话题频

频登上热搜。在情感类综艺节目量多质

不优的当下，《再见爱人》以触及“离婚”这

一话题，最大限度真实呈现三对处于婚姻

不同阶段的嘉宾，在为期18天的旅程中

情感状态的变化。通过观照现实婚姻的

复杂面，为观众带来理性与感性思索，收

获良好口碑的同时，也开辟了婚恋类真人

秀节目的另一番“新天地”。

一、我国婚恋类真人秀节目的

发展现状

婚恋类真人秀节目是电视节目的重

要类型之一，从早期的“开山鼻祖”《电视红

娘》进入公众视野之后，到火遍大江南北的

《非诚勿扰》，将国内婚恋类综艺带至“黄金

时期”，再到备受青年群体喜爱的明星加入

的《如果爱》、《我们相爱吧》、《女儿们的恋

爱》等等。我国婚恋类真人秀节目历经三

十余年起起伏伏的发展，内容愈丰富，形式

更多样，基本涵盖了恋情发展的相识、相

知、相恋的整个过程，部分明星或素人因上

节目而喜得良缘，结为夫妻，与此同时，也

伴随着节目输出“价值观扭曲”、“同质化严

重”等问题的出现。回顾我国婚恋类真人

秀节目的发展，涉及“离婚”这一话题的真

人秀节目却鲜少有之。

二、我国婚恋类真人秀节目发展

所存在的问题

1.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创新性

历经几十余年的发展，我国婚恋类真

人秀节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形式与内容上

不断推陈出新，形成了自身的发展风格和

特色。与此同时，在各类婚恋类真人秀节

目不断“霸屏”时，出现了严重的同质化现

象。比如《中国新相亲》、《新相亲大会》等

以“亲友团”加入的相亲类节目，虽然对比

早期的《今夜我们相识》、《非诚勿扰》等在

呈现模式上有所创新，但仍存在着过于同

质化的问题，且都是差不多同一时期推出

的节目，不仅易给观众造成审美疲劳，而

且也因同质化缺乏创新性，影响了节目的

传播效果和长远发展。

2.关注对象“高大上”，缺乏“接地气”

整体来看，我国婚恋类真人秀节目的

参与群体或关注群体，大多集中于都市男

女，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

快速发展，城市化建设不断加快相关。都

市男女的婚恋问题在社会经济得到有效

发展之后，不断呈现出来，也愈发引人关

注。特别是近年来，为了提升收视率，婚

恋类真人秀节目更是将关注对象倾向于

明星群体，节目中充斥着“高富帅”、“白富

美”，呈现给观众的仿佛是一场“白马王子

与美丽公主”的邂逅。关注明星、都市男

女的情感状态，缺乏对普通人特别是农村

青年男女的婚恋状况的关注，让婚恋真人

秀节目成了“城里人”谈恋爱的影像呈现。

3.“秀”大过于“真”，缺乏信任度

我国婚恋类真人秀节目的另外一个

被人诟病的地方，则是太过于“秀”而缺乏

“真”。部分参与的嘉宾在节目上呈现的形

象，叙述出与之相关的情感故事，经过煽

情、剪辑等处理，迷惑了观众，误以为展现

的即是“真”，殊不知后续很多都经不起推

敲或深挖，当“真相”浮出水面时，观众有种

被欺骗的感觉，不再信任节目，直接导致收

视率下降，最终不得不以停播而收场。

三、新时代我国婚恋类

真人秀节目的创新实践

诚然，婚恋生活不只有恩爱、幸福，

也会有离别和悲伤。婚恋类真人秀节目

应该善于挖掘生活，要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从现实生活中找到更多的素材，创作

出更多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和喜爱的婚恋

类节目。

1.善于观照生活，直击热点话题

从1月的“离婚冷静期”的实施，到5

月三胎政策的放开，加之近年来我国居

高不下的离婚率，以及在社会经济快速

发展进程中，高房价、错误婚恋观、婚嫁

陋习、天价彩礼等存在，或多或少与趋高

的离婚率相关，“离婚”已成为社会大众

越来越关注的热点话题。关照现实生

活，反映社会热点，理应成为媒体的责任

和义务。《再见爱人》敢于理性的探讨两

性关系，不规避婚姻生活的复杂性，不刻

意输出婚恋价值观，而是以客观呈现三

对嘉宾的微妙情感的变化。“观察团”也

是理性探讨，不附加额外的婚恋观评判，

让观众在感性收看节目的同时，得以理

性反思该如何经营婚姻生活。节目既直

击热点社会话题，又为处于饱和状态下

的我国情感类综艺节目开辟了新领域。

2.借助视美技术，增强影像美感

当前我国视美技术发展得越来越成

熟和完善，《再见爱人》中嘉宾共赴新疆，

乘坐房车，开启 18 天的旅行生活，节目

能够获得观众的喜爱和认可，离不开视

美工作人员的精致打磨。“离婚”本身是

一个敏感且忧伤的话题，但在节目制作

组的努力下，除了为观众呈现新疆美丽

的风土人情外，经过视美技术的处理，让

原本存在矛盾或误解的夫妻双方，通过

完成节目组安排的游戏、任务等，进一步

加深了彼此间的交流，在夫妻双方相处

的过程中，感情有升温，也有直接的矛盾

爆发的时刻，在保持客观记录的过程中，

画面以一种变换有度的方式呈现，尽量

给受众以美感。

3.善用视觉修辞，凸显叙事美学

此外，《再见爱人》在制作与呈现过

程中，也十分注重运用视觉修辞来辅助

叙事。根据北京大学陈汝东教授给视觉

修辞所下的定义可知，视觉修辞是一种

以语言、图像以及音像综合符号为媒介，

以取得最佳的视觉效果为目的的人类传

播行为。《再见爱人》中随处可见视觉修

辞的灵活运用。如在节目中首次穿上婚

纱的朱雅琼和王秋雨一同走进“摄影

屋”——一个铁架搭建起来的蒙古包时，

这个“铁屋”如困着两人复杂婚姻生活的

“囚笼”一般，通过这一意象，进一步让观

众了解到最具争议性的朱雅琼和王秋雨

在婚姻生活中，二人所存在的沟通交流、

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的问题。节目组还通

过语言、文字、图像、配乐、字幕、灯光等

视觉修辞策略运用，来展开对三对嘉宾

的婚姻纪实的叙事，让观众在观看静态

和动态影像画面的同时，随着画面的变

换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4.依托融媒体，提升传播力

融媒体时代综艺节目除了完整地呈

现节目内容之外，《再见爱人》还通过短

视频、设置微博话题等方式进行多平台、

多渠道的宣传推广。节目组专门开设了

《再见爱人》官方微博，通过设置话题、预

告看点治愈系文字等方式加强与网友的

沟通，针对大家都关注的节目内容或衍

生话题进行深入的互动交流。节目属于

“高开高走”，大结局时直接贡献了 6 个

热搜，更是提升了节目的传播力和影响

力。节目注重以年轻化的语态进行沟

通，增强了年轻受众对“离婚议题”的关

注和探讨，聚焦婚姻生活中的“生育问

题”、“两性沟通”等问题作开放式讨论，

获得了大批年轻受众的喜爱。另外，节

目组还专门制作每期的Plus版为观众呈

现更多细节点。值得一提的是，颇具治

愈系的文案也深得人心，产生出的众多

具有娱乐性和教育性的“金句”，给观众

以深刻的启发和思考。

（作者系广西艺术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