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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鸽舞

电影《满江红》的家国叙事与文化传承
■文/齐莉莉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物

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现实主

义题材热的回归，“教育”问题

已经成为国民大众最为关切

和重视的焦点问题。作为社

会现实在文化文艺领域的直

观映射，教育题材影视剧通常

以少男少女、校园学习生活和

家庭关系为表现对象，关注青

少年身心成长发展和时下教

育领域社会关注热点，反映中

国 家 庭 普 遍 面 临 的“ 教 育 焦

虑”，具有重要的社会引导教

化价值。近年来，我国教育题

材影视剧的发展正随着时代

进步以及国家的教育政策变

化呈现出多样化的蓬勃发展

趋势，也在从各种不同维度呈

现着我国教育管理模式的变

化特征。

一、萌芽时期的大胆探索

萌芽时期的教育题材影视

剧主要以九十年代以前的《寻

找回来的世界》《师魂》《绿荫》

为代表。这一时期的教育类

影视剧主要以教师群体作为

叙事主线，也突出反映了我国

早期教育管理体制存在的显

著问题。一方面，作品叙事偏

向教师群体视角而相对忽略

学生形象塑造，表现了当时我

国教育管理理念和实践多以

教师为中心而未意识到学生

的主体地位。影视作品中教

师在教育管理问题上习惯于

从自身思想观念和经验出发

去思考和解决问题，而忽视了

学生个体心理情感需求，错误

地将学生作为了教学的客体

而非主体。由此可见当时整

个教育管理模式都缺乏对学

生主体能动性的尊重和个性

发展需求的重视。另一方面，

对教育管理体制的反思和呈

现是萌芽时期教育题材影视

剧做出的大胆探索。这一时

期的教育题材影视剧在具体

教学实践中已经开始反思填

鸭式教学方式、特殊教育体制

的不完善、教师职业保障发展

机制不健全、排斥新式开放教

育管理理念等问题。由此也

说明，科学有效的教育管理模

式必须符合时代要求和学生

发展需要，随时反思教学思维

的科学性时代性、教学手段的

有效性创新性，同时也要关注

义务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

育等各种教育形式系统之间

的协调统一。

二、发展阶段的实践反思

九十年代以后至本世纪以

来，经济迅速发展和思想文化

进步的同时也促使教育题材

影视剧内容风格越发丰富开

放，诞生了《十七岁不哭》《十

八岁的天空》等以青春校园主

题为代表的影视作品，突出反

映和体现了我国这一时期教

育管理模式和思维上发生的

显著变化。一方面，教育题材

影视作品将叙事重心从教师

群体转移到学生群体。这一

时期的教育题材影视作品更

多是围绕青少年的思想心理

和情感生活展开叙事，比如早

恋问题和青春期叛逆心理问

题的处理，当时的教育者已经

意识到了口头说教式和强硬

体罚式等传统教学管理模式

的弊端，尝试以平等平和的姿

态方式对学生进行心理道德

教育和科学引导，所取得的教

学效果也立竿见影，符合学生

身心健康成长的要求。这就

说明教育管理的思维手段必

须以尊重学生心理情感特征

和 需 求 为 前 提 。 另 一 方 面 ，

《家有儿女》这类家庭教育主

题影视作品的成功表明当时

教育界已经开始将目光投放

到了家庭教育问题上，看到了

家庭教育对于学生终身教育

发展的重要影响，这也成为之

后我国教育类影视剧在类型

内容上开始转向家庭题材的

重要信号。由此可见，教育管

理实践应当不断开拓思维开

阔眼界开放格局，积极吸收新

思想尝试新手段，关注素质教

育追求学生的全面发展，发挥

好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

教育之间的教育合力，正确处

理师生关系营造和谐教育管

理氛围。

三、新时代的全面呈现

近十年来的教育题材影视

剧可谓百花齐放异彩纷呈，主题

内容形式都愈发多元。一方面，

当下教育题材电视剧更关注亲

子关系和家庭教育对整个社会

教育管理体制模式的影响力。

比如关注小学教育的《虎妈猫

爸》、关注中高考的《小别离》《小

欢喜》等都引起广泛社会关注，

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家长教育

焦虑、唯分数主义、补课兴趣班

等教育内卷问题、抢占学区房教

育资源等都是目前我国教育管

理改革所面临的普遍问题，这些

问题的缓解在当下依然步履维

艰，只能一步步从思维转变和教

育管理体制改革入手，为广大学

子提供多元教育成长路径和公

平教育条件保障，在精神层面和

教育实践中给教师、家长和学生

松绑，给予学生充分的个性发展

和心理健康成长空间。另一方

面，新时代教育题材影视剧还关

注到教育政策的不断更新变化

和整个教育管理体制的完善优

化问题。比如《小舍得》中体现

的学区房生源“不看户籍看学

籍”等新的教育管理规定；《小欢

喜》中所涉及的2019艺考高召新

规等。这说明我国当下的教育

管理模式依然在根据现实需要

不断调整完善，以适应不断出现

的新问题，未来也将继续随着教

育实践发展不断进行政策优

化。同时，教育题材电影比如

《一个都不能少》《银河补习班》

等，都重点关注和反映了对贫困

地区儿童教育、留守儿童教育问

题等关注，说明我国当下整个教

育事业发展机制依然存在不协

调不平衡问题，教育管理模式改

革还要放眼全国，重视关注偏远

地区教育这些薄弱环节，努力实

现教育区域协调发展实现教育

公平，体现人文主义情感关怀。

艺术植根于现实又观照现

实，近三十年来我国教育管理理

念和体制的发展变革趋势，所存

在的现实问题都在不同时期的

教育题材影视作品中得到呈现

和凸显，同时这些影视剧在呈现

现实教育问题的同时也以多维

视角表达传递着科学积极的教

育理念和价值导向。我们不仅

要在这些影视剧作品中看到群

众关于国家教育管理问题的呼

声和反馈，也应当立足现实回归

现实，通过这些成功的教育题材

影视剧自觉进行实践反思，继续

落实教育管理思维策略方面的

调整优化。

（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副教授）

经历了三年沉寂，中国内地电影市

场终于迎来了全面复苏，而作为全年电

影市场最重要的阵地之一，2023 年春节

档的整体表现无疑成为中国电影“恢复

状态”的重要风向标。回望2023年春节

档，以《流浪地球2》《满江红》《无名》《深

海》为代表的电影群以高关注度、高讨论

度、高票房、高口碑的整体表现，为疲软

多日的中国电影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

剂。这其中，由张艺谋导演执导，沈腾、

易烊千玺、张译、雷佳音、岳云鹏、王佳怡

主演的《满江红》无疑是春节档电影的

“第一梯队”。

该片以南宋绍兴年间爱国将领岳飞

受冤而死，奸臣秦桧手握大权的南宋为

历史背景，讲述了随着金国使者意外被

刺杀，秦桧通敌的阴谋随神秘消失的密

信呼之欲出，影片叙事充满悬疑意味，层

层反转。形成以寻信立功为引，暗杀秦

桧为线，最终达成为岳飞昭雪，重现遗作

《满江红》的内部结构。在这个过程中，

小兵张大、亲兵营副统领孙均、宰相府总

管何立、副总管武义淳、舞姬瑶琴、更夫

丁三旺、马夫刘喜等人卷入其中，一场小

人物剑指权重，实现家国大义的壮举铺

陈展开。截至目前，影片累计票房达45

亿余元，位列内地影史票房榜第七位。

谈及影片的成功，张艺谋式的色彩、光

影、镜头、配乐等高质量“硬件”固然重

要，但深究之下不难发现，影片所蕴含的

家国叙事与文化传承才是影片的灵魂所

在。从题材到故事，从情节到人物，影片

从小人物切入，形成“人—家—国”的递

进式叙事逻辑，通过电影故事的推进和

电影的传播，《满江红》所承载的家国文

化实现了银幕内外的双重传承。

一、家国符号，岳飞与《满江红》

的核心内置

回望宋金战争，始于北宋宣和七年

（公元 1125 年），至南宋端平元年（公元

1234年）方以“蔡州之战”宣告结束。这

场历经一百余年，跨越宋代南北时期的

大规模战争，不仅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

亡，宋金常年交战为南宋社会带来的损

伤，也是南宋最终覆灭于蒙古的深层原

因之一。宋金之战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

史上最典型的“中原外民族”对中原民族

的“入侵”战争。从交战双方来看，宋朝

所统治的“中原”与金国所立足的北方地

区相比，拥有更为先进的生产力，更为悠

久的文化根源，更为深厚的政治基础，以

及更多的人口，所以拥有更为广泛和深

刻的“国家意识”。这也使得在当时的语

境下，宋金战争被“正史”记录为一场“正

统王朝”和“外部入侵民族”之间的战争，

其时，“爱国”尚为突破“忠君爱国”的历

史局限，从宋朝军民的角度来说，“尊王

攘夷”正是宋金战争的注脚，岳飞正是在

宋金战争中涌现出来的爱国将领，他和

他的岳家军英勇奋战，在宋朝抗金的战

争史上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与

赫赫战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岳飞受南

宋统治者连下“十二道金牌”班师撤兵，

被佞臣秦桧构陷，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

命丧风波亭的悲剧结局。英雄的悲剧口

口相传，岳飞抗金的故事也在千百年的

传承中突破了原有的历史局限，岳飞，渐

渐成为一个全民族的、承载爱国情怀的

历史符号，他的一曲壮怀激烈的《满江

红》也成为传承爱国情感的千古绝唱。

历史上，岳飞死于公元1142年，电影

的故事则发生于岳飞死后四年。彼时，

奸臣秦桧依然权倾朝野，而一众岳家军

也随着岳飞的死，背上了“谋反”的罪名，

四散分离的同时，也成为秦桧及其党羽

最忌惮的“势力”，长时间遭受迫害。小

兵张大、更夫丁三旺、马夫刘喜，正是藏

匿于秦桧身边的岳家军遗部。他们蛰伏

多年，步步为营，最终抓住了一个机会，

让岳飞的遗作《满江红》重新现世，以此

为岳飞昭雪、唤起南宋军民抗金御敌的

决心，传承岳飞的爱国精神。诚然，电影

《满江红》的故事据历史而来，但如片头

所说，故事本身纯属虚构。如果说张大、

丁三旺、刘喜、瑶琴、孙均一行人的义举，

是电影在历史记载的空白角落进行的艺

术填补，那对于《满江红》的“遗作设置”，

就是与史实出入最大的艺术虚构。据历

史考证，《满江红》的创作应在宋高宗绍

兴二年（公元1132年）到绍兴四年（公元

1134年）之间，彼时的岳飞尚征战于宋金

之战的前线，岳飞与其岳家军在宋得到

统治者支持，得到人民拥护响应，对金胜

绩累累，具有强大的震慑力，纵观《满江

红》全词，虽有“康耻，犹未雪。臣子恨，

何时灭”的悲愤痛惜，但“架长车，踏破贺

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

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

乐观主义战斗精神和收复失地的壮志宏

愿却是全词的主旨，仅从这个层面上分

析，《满江红》基本没有作为“岳飞遗作”

的可能性。加之历史对岳飞死前“天日

昭昭，天日昭昭”的“供词”绝笔的明确记

载，将《满江红》作为遗作的设置彻底还

原成故事的虚构。那么，与史实出入如

此巨大的情节设置有着怎样的创作意图

呢？实际上，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在最

大化强化家国情怀的创作思想的指导

下，创作者进行的意象集合和中心元素

绑定——众所周知，《满江红》作为岳飞

最著名的词作，是最能代表岳飞精神的

作品，电影的创作者在作品和作者本身

的绑定关系之上，选取《满江红》作为电

影的“文眼”，将二者设置为这个悬疑故

事的最终归宿，就是为了使得这个独立

的故事，更戏剧化，更感性，最大限度地

引发观众的家国情感共情。

整部电影中，前半段的故事“麦格

芬”无疑是秦桧通敌的那封信，正因为如

此，在“寻信破案”的故事线牵引下，电影

给观众以“悬疑片”的类型印象。而随着

电影故事的展开，当张大一行人的“真实

目的”跃然屏幕，观众才发现，一个更为

崇高，更为广泛的电影核心被凸显出来，

那就是岳飞与其《满江红》所代表的家国

情怀，而电影也已经从一般悬疑电影的

外壳中超越出来，加上了“主旋律”的精

神内涵。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带着这

个核心来回顾电影故事，会发现岳飞其

实始终未存在于故事的真实空间中，却

又始终贯穿于电影之中，电影通过人物

秦桧、岳家军（张大、丁三旺、刘喜），包括

韩世忠、完颜宗弼等一系列“岳飞关联人

物群”的建立，内置了“岳飞”这个“不用

出现”的核心，真正做到全片“无岳飞其

人，见岳飞其魂”。加之悬疑类型的包

裹，主旨核心的后置，让岳飞与承载其精

神的《满江红》随着故事的层层递进，作

为整个电影的精神内核在结尾出完成了

电影最终的高潮。

二、人民叙事，小人物故事与历

史英雄的双线聚合

在历史学研究中，存在两种不同的

历史观，即“英雄史观”和“人民史观”。

前者肯定英雄或精英在历史进程中突出

作用的，认为某种程度上，历史是英雄和

重要人物行动的结果；而人民史观则是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称群众史观，它肯定人民在历史进程

中的突出作用，认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

的。而在电影创作中，“历史观”往往是

历史题材影片叙事的基础。以“岳飞题

材”为例，毋庸置疑，历史上真实的岳飞

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英雄人物的英雄故

事，于是在以往以岳飞故事为原型的影

视作品中，从岳飞视角出发、延续以英雄

人物为中心的英雄叙事的作品占多数：

如1992年的电视剧作品《满江红》、2011

年的动画电影《少年岳飞传奇》、2013年

的电视剧《精忠岳飞》等。在“英雄史观”

的叙事之下，这些作品主题明确、人物鲜

明，作品的连续性、流畅性得以保证，这

一点在电视剧作品中显得尤为重要。而

电影《满江红》的叙事可谓与众不同——

影片聚焦的是以岳飞为精神领袖的张

大、丁三旺、刘喜、瑶琴、孙均，而一系列

人物，就算在岳飞逝世后的历史空间里，

与奸臣秦桧、君主赵构、大臣韩世忠等相

比，也是名副其实的小人物，就这样，电

影叙事的角度从英雄转化为一众小人

物，小人物就是人民的代表，而小人物的

叙事角度正是电影“人民史观”叙事的选

择。在人民史观的叙事状态下，我们才

看到这样一个讲述一众无人知晓的小人

物，在历史的角落完成义举，成为英雄的

浪漫故事。

首先，是从个体到群体的置换。在

大众的认知中，要讲《满江红》的故事，必

须将岳飞，而在电影的故事中的前半段，

可以说故事主角也从岳飞这个个体英雄

置换成了“岳家军”这个岳飞精神的承载

集体，历史真实中刻在岳飞背上的“精忠

报国”，在电影中是整个岳家军的“图

腾”；之后又通过张大、丁三旺、刘喜，进

一步扩散到瑶琴、孙均，电影的主角最终

成了传承岳飞遗志的人物群。个人英雄

主义也变成了人民的集体的爱国主义。

其次，是将小人物还原成英雄。影片最

开始，对张大的角色定位如他的名字一

样，随意普通，不过是一名插科打诨“贪

生怕死”的底层士兵。但随着故事的发

展，我们会发现，他有勇有谋，是整个复

杂计划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关键执行者，

之前的人物印象不过是他的伪装；更夫

丁三旺，他打更的时间不对，露了马脚被

逮捕，一句“我想吃点好的，想再常常宰

相吃过的东西”，看似描写其底层人民饥

饿贪吃的特征，实则是为下一步计划的

推进布局，更是在最后主动赴死，进一步

将孙均卷入其中；刘喜看似一个沉默寡

言的厨房车夫，却隐忍多时，最终只身犯

险，刺杀秦桧的管家何立，最终在何立的

阴谋下死于同袍张大之手；瑶琴身为歌

女，初登场时尽显风尘女子的八面玲珑、

胆小畏权，实际上也是心怀家国，主动参

与到计划之中的义士之一，她有谋略、有

手段，会金文，与何立同归于尽的一场反

转绝杀，更是成为影片的经典场面之一，

身处国仇家恨中瑶琴沦落风尘，却不是

世人口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

庭花”的存在。张大、丁三旺、刘喜、瑶琴

的共同点在于，都处于社会底层，甚至社

会边缘；都心怀家国，有勇有谋，所以他

们联结在一起，集合小人物的力量去完

成一个犹如“蚍蜉撼大树”般看似不自量

力的人物。可以说，这些角色从小人物

到英雄的转变，一方面是通过角色初始

印象和真实人物的反差达成的，另一方

面，也是通过小人物的个体力量和家国

情怀的对比实现的。最后，就是英雄还

原成普通人。电影通过对人物的亲情、

友情、爱情的全面情感侧写，将这些将生

死置之度外的英雄又还原成一个个普通

人。电影中，孙均与张大在秦桧大宅里

是上下级关系，除此之外，还是一对年龄

倒置的舅侄，这对亲情关系在电影的描

写得有些许“淡薄”，却将人物紧紧联系

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正是有了这种从小

到大的亲情关系，张大才能洞悉孙均明

哲保身下真挚的爱国心，将最终的任务

托付于他。除此之外，影片中另一处亲

情侧写便是刘喜和他的女儿桃丫头，因

为背负着仇恨和任务，刘喜始终没有和

桃丫头相认，而是以一个“叔叔”的身份

守护在桃丫头的身边，将女儿和家传玉

镯托付给张大后，便孤身前去刺杀，一个

义士深处危险之中，家国不能两全的无

奈令人动容。电影《满江红》中笔墨最

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感情线当属的爱

情。一个是岳家军的无名小兵，一个是

来自关外的风尘女子，在乱世之中相互

救赎、相互依靠，张大为了瑶琴的安全将

她置身事外，而瑶琴却主动参与进来，张

大会在危机四伏的局中局中送给瑶琴一

颗她不曾见过的樱桃，瑶琴在刺杀秦桧

之前才将樱桃吃下；瑶琴会在无人之处

为张大唱一曲《舟过吴江》，张大只能在

瑶琴临终前以曲调回应她的真情……英

雄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悲欢

离合。

三、传承价值，银幕内外的双重意义

如前文所述，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

家和爱国志士，岳飞的家国情怀在千百

年的传承中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重要的

精神内涵，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

中华儿女。岳飞及其《满江红》不仅仅是

一个朝代的精神旗帜，更成一个民族的

文化符号。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电影《满

江红》就是带领观众回到岳飞含冤而死

的时代，回到在当权者“赶尽杀绝”的语

境里，为岳飞精神的传承构造了一个更

为浪漫和悲壮的故事。我们知道，在真

实的历史中，岳飞平反昭雪之路颇为艰

辛漫长，直至宋孝宗继位才得以彻底平

反，并得到追封。而这是站在当权者角

度的“官方平反”，在大宋军民的心中，对

岳飞精神的认同和传承从未中断。在电

影中，对岳飞精神的传承可以分为四个

维度。其一就是从岳飞到岳家军的传

承：岳飞虽然身死，岳家军虽然在解体，

但岳飞的精神却在岳家军内部得以承

袭，这些以“岳家军”为精神归属的个体

们——张大、丁三旺、刘喜们，他们还会

因岳飞精神而重聚，并为了传承岳飞的

精神，为了捍卫心中的真理，蛰伏以待，

以命相搏。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张大、

丁三旺、刘喜的名字是为了凸显其人物

的普遍性，那瑶琴就是更为特别的存在，

她的名字出自岳飞的词《小重山》，“欲将

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瑶

琴”其人在电影的故事里，就是承知晓岳

飞在朝堂之上难觅知音的心事的人之

一。其二，是从张大一行人集体内部向

外部孙均的传承。不同于张大、丁三旺

和刘喜，孙均不是岳家军的遗部，不是这

个“集体”的一员，但他却成为整个计划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环。除了张大的

步步谋划之外，更重要的是孙均的个人

成长。在被卷入这个事件的过程中，孙

均从一个在秦桧手下生存，明哲保身的

普通军官一步步接受岳家军爱国精神的

浸染，他埋藏于心中的家国大义最终被

唤醒，选择延续死去的张大、丁三旺、刘

喜、瑶琴的行动。至此，岳飞的精神从岳

家军张大为中心的集体内部，完成了向

外部的传播。而我们可以想象，千千万

万的普通军民，甚至张大、丁三旺、瑶琴

本身，也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向孙均一

样，在沉沦中被感化而最终觉醒。其三，

当最终目的达成，孙均逼迫假秦桧在全

军面前背诵出《满江红》，岳飞的精神也

随《满江红》的“全军复诵”一起，从整体

上完成了从“被封杀”到“被传承”的转

变，在全军复诵的戏剧高潮中，岳飞及其

精神的传承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从小集

体到大众的传承链条。最后，影片还将

这种精神的传承指向未来，指向代代相

传——影片的末尾，刘喜的女儿桃丫头

作为懵懂的孩童一边玩着大门口的石狮

子，一边喃喃自语：“全军复诵——全军

复诵——满江红——怒发冲冠——”而

列队而立的军队，便随着这个孩童背诵

起《满江红》来。这其中暗含的，就是岳

飞精神和家国情怀的代代传承。

作为文化产品，电影承担着思想文

化传播的功能，岳飞精神的传承自然也

不会仅停留在电影的内部，而是随着电

影的放映，在和观众的情感互动中，被观

众所接受、理解、内化为集体精神的一部

分。电影的叙事空间虽然停留在古代，

但岳飞精神的传承意义却是指向当代的

——如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国的崛

起的同时，西方国家对我国政治经济文

化的“入侵”正在以更隐蔽、更新颖的方

式进行。而当代的年轻人们，正首当其

冲收到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冲击，面临

着如孙均一般价值的选择。在这样的情

况下，电影《满江红》的故事以古喻今，唤

起大众的家国情怀的同时，更是旨在通

过电影传承文化，加固大众心中的文化

自信，以抵御当代新的“外部入侵”。据

统计，仅在上映期间，《满江红》的累计观

影人数就突破了8000万，电影作为当代

最大众化、最具影响力的文娱方式，将承

载着家国情怀、传统文化，在当代完成一

场精神文明的复诵。

结语

回望电影《满江红》，可以将它看作

是一部是在类型融合上取得突破的主旋

律电影，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悬疑故

事、喜剧风格，但最终，超越电影形式而

打动观众的，还是电影中的人物、情感，

是电影所传承的文化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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