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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作品改编影像中的现实触碰与生活伦理
■文/唐琪

励志题材电影对大学生心理建设的作用
■文/李文博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严重影响了

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具有良好心

理健康的大学生能够拥有积极乐

观的生活态度，并且在生活中勇敢

面对挫折，缺乏较好心理素质的大

学生在面对困难时可能会自暴自

弃，严重阻碍了大学生自身未来的

健康成长。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励

志题材电影可能不会明确告诉人

们该如何解决生活中面临的实际

难题，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该类电

影却会引导人们朝着正确的方向

前进。大学生正处在身心发育的

关键时期，一定要更多地鼓励大学

生观看励志题材电影，以此来不断

强化大学生的心理建设，进而促进

大学生健康成长。

一、大学生在心理建设方面

的问题及形成原因

大学生正处在身心发育的关键

时期，在心理建设方面主要存在以下

问题：第一，学习中遇到的心理问

题。一方面是新生对大学生活不适

应。现代社会，高校是人才汇聚之

地，很多新生在进入到大学校园之

后，丧失了以往的优势地位，面对不

熟悉的环境和更多优秀的人才，在心

理方面产生了较大的落差，很难适应

新的大学生活环境。另一方面，由于

大学学习是以自学为主，高校教师大

多只起到教授和引导的作用，并不会

像中学教师一样面面俱到。这对于

一些缺乏自制力的学生来说，很有可

能在新的学习环境下，缺乏较为明确

的学习目标。与此同时，大学新生由

于对所学专业的不了解和不熟悉，还

可能出现兴趣低迷、学习兴致不高等

问题。第二，人际关系交往中遇到的

心理问题。人是社会性动物，人与人

之间会存在各种交往。在大学校园

内，学生们可能遇到各种形形色色的

人，对于刚刚成年的大学生来说，要

提高辨别能力，结交益友，选择兴趣

相投、积极向上的人来进行交往。在

交往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

题，大学生们也可能会因为自信心受

挫二陷入到悲观、消极的情绪当中，

从而出现一系列心理问题。第三，性

与恋爱中遇到的心理障碍。步入大

学生活的青年男女会因为彼此之间

的吸引力而走到一起，但是由于身心

发育不完全，很多大学生对性与恋爱

的认识不足，缺乏必要的自我调节和

控制能力，因此会出现一系列的心理

问题，这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第四，对自我预期出

现偏差之后带来的心理问题。部分

大学生将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活设计

得极其完美，但是现实中，总是会出

现事与愿违的情况，实际情况同理想

中的设想不完全一致，在这种情况

下，大学生们也会出现消极、苦闷的

情绪，从而产生一系列心理问题。

大学生在心理建设方面存在着

诸多问题，分析其中的原因，主要包

含下列两个方面：从个体自身来讲，

一是遗传因素可能导致大学生出现

心理健康问题，二是生理方面的疾病

对大学生的心理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尤其是一些慢性疾病，严重消磨大学

生的意志，三是人格因素和心理素

质，性格孤僻以及心里脆弱等都有可

能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

响。从社会外在因素来讲，家庭方

面、学校方面、社会氛围方面，都会给

大学生的心理建设带来较大的不利

影响。

二、励志题材电影对大学生

心理建设的作用

励志题材电影主要以其独特的

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对人的精神

进行深刻的鼓舞，大多数的励志题

材电影都来源于生活当中的真实

案例，在这类电影当中，主角也像

普通人一样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

缺 点 和 不 足 ，但 都 凭 借 自 身 的 努

力，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成功。励志

题材电影以人为主，内在蕴涵着深

刻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能够对

大学生起到深深的鼓舞作用。励

志题材电影以其正确的价值导向

功能、明确的精神要旨，不断强化

着对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一）励志题材电影促进大学生

的心理道德建设

一个人只有从心底里认识到道

德建设的重要性，才能在遇到艰难

抉择时做出正确的符合社会主流

规范的选择。道德主要包含家庭

美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就家

庭道德而言，家庭道德主要讲求一

个孝字，从古至今，我国都提倡孝

道先行，电影《爸爸，再爱我一次》

主要讲述了子女在成长成才的过

程当中，与父亲关系发生不断变化

的故事，该部影片从小人物的情感

出发，表现了人与人之间最为真挚

的亲情。这部影片教导我们要注

重重视家庭关系，在生活中要能够

做 到 尊 重 和 理 解 他 人 ，要 学 会 感

恩。大学生在学校中与同学之间

产 生 矛 盾 时 ，要 能 够 加 强 心 理 建

设，做到理解和包容他人；就社会

公德而言，人与人之间要能够互相

帮助，共同进步，在电影《离开雷锋

的日子》中，主人公乔安山以雷锋

为榜样而为人行事，他的种种事迹

深深地鼓舞了我们，这启示大学生

要能够无私奉献、积极帮助他人；

就职业道德而言，电影《伊丽莎白

镇》向我们完整诠释了失败乃成功

之母的深刻含义，这启示大学生在

面对失败和挫折时要加强心理建

设，要学会放下，要拥有从头再来

的勇气和决心，只要坚持下去，最

终一定会获得成功。

（二）励志题材电影促进大学生

的爱国主义教育

励志类电影中的爱国主义题材

影片能够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爱

国主义热情，提升家国情怀。大学

生在观看爱国主义励志类影片的

同时，也能不断提升自己的爱国热

情，在未来面临挫折和困难时，要

想到当年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奉

献一身的革命战士们，从而勇敢应

对挫折，不断强化自身心理素质建

设。以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部

分单元为例，《前夜》中，大学生们

能够深刻感受到新中国成立的不

易，因此要珍惜现下美好富足的生

活，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相遇》

启示大学生们要坚强奋斗，要能够

做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部

影片以一系列重要节点上的历史

故事，将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串联

了起来，展现了不同时代的不同风

貌，具有极强的爱国主义感染力。

（三）励志题材电影强化大学生

对于目标的追求

大学生在学习生活的过程中，

往往由于缺乏对于确定性目标的

追求，产生自我怀疑和对未来的迷

茫，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励志题材电

影应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教化功能，

不断强化大学生对于目标和信仰的

追求，以此来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思

想认知和心理建设。例如，在励志

类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中，女主

安迪初入职场，对自己未来的规划

是非常迷茫的，但是在不断的工作

中，她发现自身工作的乐趣，并不断

学习和改变，最终成为了一名出色

的职场与时尚达人。这启示大学生

们，面对现在大学生活的迷茫无需

焦虑，要能够在进一步的学习当中

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找准目标之后

就要进行不懈的努力，只有这样，才

能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

（四）励志题材电影培养大学生

的人格

高尚的人格往往能够得到更多

人的尊敬，而且也能够让人形成一

个健康积极的行为意识。励志类

电影能够进一步促进大学生人格

的培养。例如，在电影《阿甘正传》

中，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身处

何处，阿甘都能一如既往，纯朴而

慈爱，这启示大学生在任何时候都

不要自暴自弃，要对自己拥有一个

准确的定位，厚积薄发，终会获得

成功；再比如，在电影《永不妥协》

中，没有法律背景的单身母亲面临

重重困难都不抛弃、不放弃，最终

成功获得了一场绝无仅有的民事

赔偿案件的胜利。这启示大学生

们，在面对任何困难和挫折，都要

做到不轻言放弃，只有这样，才能

最终获得成功。

三、励志题材电影融入到大

学生学习生活中的对策分析

因时代、家庭与个人的原因，当

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非常值得

关 注 ，为 了 促 进 大 学 生 的 心 理 健

康，在其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强化其

心理建设，我们应进一步加大对于

励志题材电影的运用，将励志题材

电影以不同形式融入大学生的学

习和生活中：其一，要将励志题材

电影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政课堂当

中，为了促使大学生能够形成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一

定要加强对于思政课堂的重视，要

能够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高

校大学生，在其思政课堂当中有针

对性的融入励志题材电影，选择出

符合当下教育内容的电影题材，以

此来不断加强对于学生心理建设

的培养，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认知水

平与思想水平。教师要充分转变

教学理念，不断改进教学手段和教

学方式，加强对于多媒体技术设备

的运用，将励志题材电影深度融入

到思政课堂当中去。教师可以选

取与本节课所讲内容相关的新励

志题材电影片段，通过影视片段的

播放，吸引学生的注意，活跃课堂

气氛。在影视片段播放完毕之后，

教师不仅可以在学生们了解的基

础上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入的讲解，

而且还可以听取学生的观后感，从

而提高学生的接受度，进而不断加

强学生面对挫折时的心理建设能

力的培养。例如，教师可以向学生

播放《长津湖》、《1921》等爱国主义

影片，在培养学生爱国意识的同时

还能够让学生们向电影里的革命

战士学习，坚定信仰，为了理想目

标而不懈奋斗。

其二，充分利用好第二课堂，塑

造良好文化氛围。第二课堂顾名

思义就是在课堂以外的时间，高校

教师要能够充分利用好学生的课

余 时 间 ，加 大 励 志 题 材 电 影 的 融

入，让学生在潜移默化当中提高其

心理建设能力。具体来讲，就是更

多地开设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和社

团活动，以话剧表演、微电影摄制

等具体方式，让学生能够通过自身

的演出，自身对于励志类电影角色

性格的把握，不断提升对于该类电

影作品的认知。同时，还可以在学

校的官方媒体平台向学生推荐优

秀的励志题材电影，让学生能够在

课余时间也受到思想道德教育的

洗礼，进而不断提升学生的心理建

设能力。

（作者系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培训

学院讲师）

池莉在我国当代文学界具有极

高 的 知 名 度 ，其 代 表 作《来 来 往

往》、《口红》、《小姐你早》等作品一

经搬上荧屏就成为观众热烈追捧

的收视热点，均取得了艺术和市场

的巨大成功。池莉既被认为是 20

世纪 80 年代“新写实主义”文学浪

潮的代表，又以多部成功的影视剧

改编而深入人心。然而形成悖论

的 是 ，这 种 平 衡 来 自 于 多 重 的 矛

盾，深度与反深度、英雄与反英雄、

现代与反现代始终在池莉作品及

影 视 剧 改 编 中 进 行 着 激 烈 的 角

力。在当代文学史中，池莉的作品

表征着针对 50 年代写实作品所展

开 的 各 个 维 度 上 的 反 叛 ，“ 还

原……现实生活，消解外力加以生

活之上的‘本质’或‘意义’，直面生

活的原生状态，讲述‘纯态事实’。”

这一写作形态的影视化则显现为

鲜活的市民生活图景以及对小人

物生存伦理的高度关注。

反英雄：圆形人物的立体书写

从《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到《来

来往往》里的康伟业，以至通过改编

影 视 而 深 入 人 心 的 来 双 扬 、赵 耀

根，池莉所塑造的人物往往与传统

读 者 对 于 英 雄 的 想 象 大 相 径 庭 。

他们是一些被新现实主义的冷静

目 光 祛 魅 ，失 去 主 角 光 环 的 小 人

物，这些人物不再被赋予任何超出

琐屑生活之上的价值，他们也不再

意 味 着 任 何 一 种 光 明 美 好 的 前

景。然而，无论是池莉还是影视剧

的创作最终又呈现出立体多维的

人物动态，圆型人物的变化发展和

复杂品质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时代

语境的最佳注脚。

池莉作品中的人物对于大众文

化所具有的天然的亲和力，来自于

他们身上的反英雄品质——反英雄

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是具有道德瑕

疵的反面人物，而意味着他们不是

人所应该是的样子，而是人实际所

是的样子。20 世纪 80 年代英雄落

幕而新写实主义的反英雄取而代

之，平民生活和真实人性一旦进入

艺术表达的核心，宏大叙事和“高

大全”英雄就随之土崩瓦解。池莉

的影视改编作品正是着眼于普罗

大众的生活常态和喜怒哀愁。

池莉作品《生活秀》一问世，便

同时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由

霍建起执导的电影版《生活秀》获

得多项大奖，充分展现了池莉作品

影 视 元 素 的 独 特 魅 力 和 市 场 价

值。电影较为忠实地还原了池莉

原著中的品质，并且削减支线以突

出主人公来双扬的核心位置。婚

姻失败、家庭不睦、生意惨淡的来

双扬是各个层面上的失败者，而整

部电影并不企图改写这一现实，甚

至可以说集中描述了她如何燃起

希望而又处处遭到幻灭感的一段

生活。她以为自己要回了老房子

就能够和弟弟团聚，但弟弟却深陷

毒品难以自拔；她以为自己找到了

爱情的归宿，但卓洲雄却对婚姻生

活不屑一顾；她以为自己能自食其

力，即使卖鸭颈也可以卖得风生水

起，但吉庆街却面临拆迁，来双扬

的生活再次难以为继。

反英雄人物所面对的是最普通

却最深刻的人生悲剧，如同弗莱所

说的，悲剧是“不可协调性和不可

避免性的结合”。这一残酷的事实

曾是横亘在现实与艺术之间鸿沟，

而反英雄人物的活动则在一定程

度上弥合了其间的差距。在新现

实主义的艺术实践里，观众终得以

窥见在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传奇之

外的可能性，即使叙述将焦点聚集

在如赵耀根这样的世人眼中的成

功者身上，也仍然不回避这个人物

的过失。

新写实主义视角下的零度透视

作为一个流派，新写实主义在

对文学发展传统的回应与反叛之中

出现。它首先是对 20 世纪初出现的

自然主义的回声，在创作方法上，二

者都力图以一种更为真诚而简约的

方式接近生活的真相，主张在创作

的过程中不附加作者的价值判断，

不掺杂人为的利害关系。

经过影视化改编，这种独具特

色的写实风格转化为了具体的视觉

效果，体现在池莉小说的改编作品

中，则是以物化的视角对社会万象

进行零度透视。《生活秀》开头的几

组镜头里，上述的特点就已经为电

影奠定了基调。几个特写镜头的不

以人物为主体，而是选择了框定最

能体现吉庆街生活气息的动作，剁

鸭脖、片鱼、擦鞋……这些动作被利

落熟练地进行着，但作为主体的人

却被放逐在镜头之外。这意味着动

作仅仅是动作而已，只是商业社会

里的一种交易行为而已，没有任何

人间烟火的温暖。同样，电影对人

体局部的观察视角也起到了一种异

化效果。《生活秀》中对来双扬的脚

进行了数次特写，这种不带感情的

观察物化了身体，将人从精神世界

拉回到感官世界之中，要求观众对

基本的生存境况投入更多的关注。

霍建起巧妙地通过镜头语言与

池莉的小说达到了风格上的统一，

这种风格被罗兰·巴特命名为“写作

的零度”，即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应该

去除私人的情感和价值判断，使作

品完全还原其所是的样子。《生活

秀》中来双扬的故事如果在经典现

实主义和传统电影中必然会呈现出

截然不同的面貌，来双扬的悲剧性

会被遇人不淑的爱情桥段所简单地

概括。在这样的叙述中，来双扬并

不再是吉庆街卖鸭颈的女老板来双

扬，而是历朝历代的闺怨女子。而

《生活秀》已经通过卓洲雄和来双扬

之口对这样的爱情故事进行了讨

论：来双扬读托尔斯泰的《复活》所

读到的就是“大部分名著中的男人

都挺坏的，女人的命运又是那么不

好”。女性在爱情故事中总是对弱

者产生认同，但电影却拒绝将来双

扬的故事叙述成又一个这样的俗

套。《生活秀》中的来双扬不再是一

个被欺骗的弱女子，她几乎是一手

创造了自己的悲剧。她的悲剧并不

因为她愚蠢轻信，而是因为她明知

不可而为。零度视角的创作并不拒

绝感情，而是让感情在理性中得到

升华，是发掘激情、冲动和无谓的伤

感之下的深层情感。拒绝了俗套的

爱情悲剧，来双扬的悲剧具有了某

种普遍性，成为两性与人性的悲剧。

新写实主义最为批评者所诟病

的一点就是它过于赤裸地呈现了生

活的本相，其中的丑陋庸俗彻底消

解了人们在艺术中寻找美好诗意的

可能性。然而这种论点或许忽略了

哪怕在最为粗陋和熟悉的生活中仍

然存在着象征的维度。在物化的镜

头语言下，这种超越甚至更加明显，

成为叙事和人物成长的关键一环。

如《口红》的中心题旨就是一个关于

口红的隐喻。在回避隐喻及其所代

表的深度叙述的新写实主义流派

中，这种做法看似离经叛道，然而，

如果象征物本身具有足够的历史性

和现实性，却反而能事半功倍地覆

盖更为普遍的现实。江晓歌的母亲

是一个颇有才情的艺术家，曾被武

斗致死，在片头回顾了这段记忆后，

镜头就切换到江晓歌把玩口红的场

景。这是口红的第一重寓意，象征

的是美丽的无用之物。随着故事的

发展，当江晓歌陷入人生绝境时，她

看见了那支口红，觉悟到女人就如

同口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颜色。

这又构成了口红的第二重寓意，它

象征着女人的丰富潜能。口红二重

寓意的变化也是对江晓歌身为女性

的涅槃，她曾经压抑自己的天性甘

心做丈夫的贤内助，但却与外界产

生更多的矛盾；而当她专注于自身

发展后，这些矛盾却迎刃而解。“口

红”正是沟通着江晓歌个体的成长

故事与新历史语境下的女性主义。

家庭与性别伦理的现代叙述

新写实主义小说在主题的选择

上和现当代文学传统保持距离，有

别于主流叙事的宏大体量，八十年

代的新写实主义逆流而下，显现出

关注生活与身体的形而下特征，其

中就以池莉的创作最为典型。池莉

的创作视野巡回在家庭空间之中，

对充满冲突的男女之情、家庭伦理

进行现代叙述。

中国文化在伦理上的特征表现

为他人与自我边界的模糊，这样一

来就能解释在池莉的小说和其影像

改编里，婚姻虽然是主要表现对象，

但其从不仅仅只是关于夫妻双方，

而必然牵扯到两个家庭、几代人的

纠葛。《口红》的核心虽然是江晓歌

和赵耀根的离合悲欢，但开篇第一

集中却从赵家来江家拜访发生口角

而开始，随后江父试图介入却意外

发现两家有更深的血仇，这其实寓

意着开明家长不再能解决历史重重

积怨所造成的伦理矛盾。

在作品内部，伦理关系甚至还

是重要的隐形叙述动力，往往是“人

情”而非事实构成角色行动的根本

原因。赵耀根替江晓鸥坐牢，江晓

歌买书号为宁岸出书，赵耀根凑钱

保释江晓鸥……这些事情不符合真

相事实，却符合人际伦理的要求。

但“人情味”是以少数牺牲自我主体

为代价换来的虚假和谐，传统伦理

通过规劝与惩戒维持着上位者的权

威，也维持着受害者的无知。然而，

人们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在三纲五常

的 制 度 里 ，二 者 几 乎 是 无 法 切 割

的。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随着主体

性意识的建立，伦理内部的紧张感

也更加明显，即使作为家庭构成基

础的亲情也不例外。

虽然每个人都生活在同一个伦

理制度之下，但无论在代际伦理还

是性别伦理的体系中，江晓歌所代表

的女性都处于下游。江晓歌、来双扬

这样的现代女性生活在新旧交替的

罅隙之中，她们既需要承担自由女性

的责任，又不能完全抛弃旧式妇女的

使命，这种矛盾表现在作品对女性主

体暧昧复杂的评价标准上。江晓歌

在创办服装公司获得成功后说：“我

们女人做事比起男人，要千倍万倍的

难。”或许其难处在于：赵耀根只需要

做好他自己，而江晓歌必须先成为女

儿、姐姐、妻子、母亲和儿媳妇；前者

只需要用个人的成就来证明自身的

价值，而江晓歌如果这么做了就会被

安上不负责任的道德罪名。当女性

的困境无法在婚姻的格局下解决时，

池莉的女性人物便选择了脱离婚姻，

这一出路可以被看作是“娜拉问题”

的现代延伸。

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的数量

上，池莉较之众多当代作家都占据

着优势。从《口红》到《生活秀》，部

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引起了广泛的讨

论与关注，在表现时代风尚和社会

变迁的同时，建构着当代中国的伦

理心态。

（作者系黄河科技学院职业技术

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