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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集体性：新中国 70 年电影音乐的美学追求
——以《满江红》电影音乐为例

周晓燕

（盐城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新中国电影音乐中审美集体性特征的体现及机制。与苏联、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类似，中国的电影导演与作曲

家的作品也可以被视为观察政治生态与传统文化的窗口。以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满江红》为具体案例，本文拟对其电影音乐及美学追求

进行深入剖析。《满江红》电影音乐通过融入中国传统豫剧元素，将原本个体化的审美观影体验转化为具有集体性质的审美活动，使电

影本身具有类似谢尔盖·爱森斯坦作品的“审美集体性”，进而有效唤醒了全球华人群体深植于心的精忠报国情怀，展现出独特的美学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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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初，电影《满江红》全球票房突破 45 亿人民币，这

一成就使其继《大闹天宫》（1964）、《红高粱》（1988）、《霸

王别姬》（1993）、《卧虎藏龙》（2000）、《英雄》（2002）和《哪

吒之魔童降世》（2019）等影片之后，再次成功地将中国传统文

化和历史故事呈现于国际舞台，该片因此荣获第 17 届亚洲电影大

奖“最高票房亚洲电影”称号，其导演张艺谋亦被授予终身成就

奖。《满江红》通过独特的声像组合方式，讲述了南宋时期一群“小

人物”舍生忘死、铲奸除恶的英勇事迹，构建了一个具有强大情

感动员力的审美共同体，巧妙地将个体化的审美观影体验转化为

集体性的审美活动，有效激发了全球华人群体内心深处精忠报国

情怀，从而展现出极其独特的美学价值。

一、爱森斯坦后期电影理论与审美集体性

电影音乐作为电影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立的审美价

值。电影音乐扮演着营造氛围、推动情节、塑造人物等多重角色，

好的电影音乐有助于提升观影体验，统一观众情绪。在新中国电

影发展历程中，电影音乐始终承载着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时代精

神的重要使命。与苏联、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类似，中国的电影

导演与作曲家的作品也可以被视为观察政治生态与传统文化的窗

口。本文以《满江红》电影音乐为例，结合爱森斯坦后期电影理

论中的审美集体性概念，探讨新中国电影音乐的美学追求。

爱森斯坦作为苏联先锋派的领军人物，其后期电影理论对审

美集体性进行深刻的探讨。美国布朗大学菲利普·罗森在《爱森

斯坦后期电影理论：乌托邦的观看行为和审美集体性》一文中指出，

爱森斯坦的电影作品及其电影理论强调观众在观看过程中的集体

性体验，即审美集体性。概括而言，这是一种通过类似蒙太奇手法，

将不同的影像和音乐元素拼接在一起，形成超越单一画面的整体

意义，从而激发观众情感共鸣的电影制作方法。因为 1925 年的苏

联，“电影制作者的社会需求是动员所有的观众共同参与建设社

会主义社会，这样一来，电影业和艺术就可以成为传达新认知和

宗旨的重要工具，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来说是很必要的。”

二、《满江红》电影音乐中的审美集体性表现及路径

在审美集体性方面，《满江红》电影音乐的创作相比其他电

影音乐展现出了高度的活力与创新性。

首先，依赖于传统豫剧元素的巧妙融合与运用，《满江红》

是一部较为典型的因为音乐而获得更大市场收益的电影。导演张

艺谋通过精心“调配”电影感知元素，将豫剧元素与电影叙事紧

密结合，打造出观众口中魔性洗脑的“神曲”，不仅极大地丰富

了电影的感知结构，还成功地推动了观众的情感建构从单一的视

觉经验向更为综合的联觉体验扩展。这种手法类似于电影蒙太奇，

通过不同影像和音乐元素的拼接与组合，实现了对知觉刺激和情

绪冲突的精心安排与调控，从而最大限度地统一了相近地域情感

结构中观看者的感情和情绪，实现“动员共同参与”的审美效果。

《满江红》的配乐由著名歌手、作曲家韩红及其团队制作完成，

为了最大程度保留豫剧原本的地方风味，韩红特地邀请了河南戏

曲名家张晓英全程参与电影配乐工作，并与洛阳豫剧院首席板胡

琴师以及洛阳本地知名乐队合作。然而，《满江红》电影音乐成

功的关键不在于听觉，而在于联觉，在于与画面合力牵引、统一

观众情绪，成为让角色和观众共同深陷其中的“媒介”，产生非

凡的“情感动员力”，而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

电影《满江红》将地方传统戏曲豫剧元素与恰到好处的情节

相融合，展现了与普通观众社会身份相近的普通老百姓所怀有的

精忠报国的激情，这种“画面 + 音乐”的组合秩序，是电影叙事

系统中重要一环，是《满江红》成功的重要美学密码之一。比如，

影片开篇即以一段改编自豫剧的配乐拉开序幕，快节奏的锣鼓梆

子击打声伴随着低音箫声，营造出紧张且充满悬疑的氛围，迅速

将观众引入这个跨越千年的迷案之中。随着故事发展至金庭传译

即将离开的情节，配乐继续沿用短促有力的快节奏鼓声，标志着

第一个转折点的出现，暗示情况危急，金人返回将带来严重后果。

第二个转折点在于瑶琴吞信的场景，配乐虽节奏略缓但仍强而有

力，旨在赞扬瑶琴作为底层舞姬的勇敢与智谋，她在关键时刻的

决断发挥了巨大作用。第三处转折是“瑶琴”上吊假死的情节，

配乐在此分为两段：前段以由高到低的鼓声配合静谧诡异的古琴

与竹笛声，悬疑感倍增；后段则转为戏谑风格的锣鼓和梆子演奏，

暗示武义淳的计谋失败，身份暴露。第四处转折发生在瑶琴杀何

立时，配乐先由舒缓悠扬的小提琴与钢琴声转为多种乐器合奏的

强劲乐曲，剧情达到高潮，预示着张大一方的努力取得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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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处转折是孙均反水，配乐由悠扬的钢琴声逐渐增强，情感

递增，直至张大计划达成，全军复诵《满江红》。这一安排强调

了《满江红》不仅是一首词，更代表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精神。

片尾曲作为对全片的总结，其歌词“唱一生忠义，颂英雄之躯”

揭示了电影的主旨，即赞颂平民英雄。歌词中的“撑一撑就到天

亮”传达了导演对正义终将彰显的期望，而“一曲悲歌，一世离合”

则描绘了小人物生命的消逝与群体力量的不朽延续，勾勒出中华

文明生生不息的生动图景。设想将以上转折点音乐互换一下会如

何？电影音乐将无法“动员”情感，不再具有让几亿人共同沉浸

在一种虚拟而真实的激情中的力量，或还会颠覆剧情的规定意义

和情感。

其次，《满江红》的电影音乐与叙事深度融合。在多数情景

下，当我们谈及电影音乐时，实质上是在谈电影叙事。“音乐具

有深刻的感染力和描绘功能，因此电影中的歌曲及配乐都可以为

电影的叙事服务，通过旋律、节奏、配器等描绘不同的景物，烘

托故事氛围，构造故事情节，推动电影情节的发展。”《满江红》

中的音乐出现契机和功能多样，有作为背景配乐存在的，把观众

代入特定时间和地点，有对情节的补充，揭示角色动机，有渲染

氛围的，带动情绪的，等等。但无论如何音乐要在电影中实现以

上功能，真正走向叙事深处，成为电影叙事的必要元素，还有赖

于音乐本身的特性。比如，每当影片中的主角孙均、张大等人接

到新任务或发现新线索时，豫剧《十保官》的背景音乐配以板鼓、

小锣等传统打击乐器，强化了节奏感，使得观众的情绪随之高涨。

这种音乐与叙事的紧密结合，不仅丰富了电影的表现形式，还体

现出电影音乐如何主导观众对电影的反应，增强观众对集体性情

感的体验。再比如，《满江红》中的豫剧唱词风格与电影情节紧

密相连，前段风格紧张，后段风格轻松。在张大与孙均一审舞姬

前的唱词，由板胡起手，紧接着锣鼓齐鸣，与张大灵光一现的情

节相呼应。在张晓英演唱过程中，韩红巧妙地加入电子音乐元素，

改变了原本曲段的节奏，通过快速行进的短小音符体现节奏感和

紧张感，配上众人在小巷中快步穿行的画面，无形之中便将张大

与孙均刻不容缓、性命攸关的紧迫感传递给观众。随着电影情节

的推进，豫剧选段的电子音乐风格逐渐加重，旋律与前面几段相

比有所区别，音乐中混入许多“跳跃”的音符，欢快气息明显加强。

这种音乐风格的变化与电影剧情紧密相连，显示凭借其本身的特

性影响电影叙事走向的功能是如此显著。当金人刺杀案陷入僵局

时，充满喜感的音乐响起，预示着喜剧的开场。片尾全军自发复

诵满江红时的配乐，更是音乐与叙事深度融合的典范。前半部分

以低音为主，营造悲伤凄凉的氛围；而当众军朗诵至词下阙时，

唢呐声迸发而出，高音开始占据主体，节奏激昂壮烈，似有磅礴

力量喷涌而出。

以上，声像蒙太奇手法实现了新奇的叙事效果，极大地满足

了人们对于如何改编本民族民间戏曲的想象，堪称“节拍轻松而

情感庄重”的典范。伴随着电影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功，《满江红》

的电影音乐也实现了谭盾在《卧虎藏龙》电影音乐中所追求的美

学目标，推动中国音乐成为全球音乐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构建审美集体性的美学意义

相较于 1949 年电影国有化后一段时间内电影音乐创作的因循

守旧，仅被用作渲染气氛的手段，以及 1966-1976 年间中国传统

音乐和西方任何形式音乐被禁止进入电影的背景，《满江红》的

音乐创作反而更利于传达深层的情感与政治意志，实现思想与艺

术的统一。这一创作手法不仅丰富了电影的音乐表现，也拓宽了

电影音乐在传达情感与思想方面的可能性。正如《满江红》的配

乐师田汨指出的：“音乐人在为电影配乐时，需从单纯的音乐创

作中抽离出来，以更广阔的视角审视音乐在电影中的角色定位，

明确音乐在何时应担任主角以引领情感，在何时应退居配角以衬

托画面，如此方能创作出更为优质、与电影本体相得益彰的电影

音乐。”《满江红》电影音乐成功地构建了一种审美集体性，这

一成就是电影与音乐融合后的产物，也深刻体现了电影从“感性

经验的生成”到“回归现实层面”，再到“与社会议题形成共鸣”

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观众不仅被电影中丰富的视觉画面

所吸引，更被其音乐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和强烈的集体情感所

触动。这种审美集体性的构建，充分展示了优秀的音乐如何为电

影赋予更加完整的形式、更加连贯的叙事以及更丰富的意义。音

乐不仅帮助电影生发和深化其意义，还显著提升了电影统一观众

思想的能力，从而有助于提升电影的整体艺术价值。

总之，《满江红》电影音乐在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弥合观众社会差异、连接逻辑语言与图像语

言、孕育共同意识形态、统一思想的重要工具。审美集体性作为一

种贯穿新中国 70 年电影制作的方法论与美学效果，其核心目标在

于整合观众的情感与思想，从而催生一种集体性的经验感知。《满

江红》电影音乐的创作标志着国内电影制作人已成功探索并解决了

“统一思想”这一重要议题，并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具体的路径

示范。将统一的观看行为视为情绪与情感统一的体现，不仅能够孕

育新的社会驱动力，还能够激发审美与文化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并

且，本研究期望丰富新中国电影音乐的理论体系，为未来电影音乐

的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同时，这一研究不仅关注音乐与电

影叙事的深度融合，还着眼于艺术“成长”的深层次机制，即整体

与部分、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动态平衡。正如诸多中西电

影音乐研究所述，当我们观看电影时，并非仅仅体验影像与音乐片

段，而是沉浸于一个整体、一个叙事、一个意义的集合体之中，这

也是我们探讨审美集体性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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