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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主旋律影视的叙事研究

摘　要：英雄主题在中西方的影视剧中历来是最受欢迎的选题之一，中西方的理念与价值观都会通过英雄形象的塑

造传达给受众。本文从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英雄主义的叙事语言和表现手法出发，探究中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取向及

英雄主旋律对于中西方社会及民众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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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ro theme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opic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TV dramas.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ideas and values will be conveyed to the audience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heroic images. Based on the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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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lar reason
2021 年 9 月 26 日，电视剧《功勋》在东方卫视播

出。该剧取材于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批共计八位“共和国

勋章”获得者的真实故事。该剧以单元剧的形式讲述了

八位功勋人物为国家鞠躬尽瘁的一生，以及他们用智慧

和汗水为国家披荆斩棘的艰辛之路。自播出以来，《功勋》

在腾讯视频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 3.7 亿，在豆瓣的评分

更是得到了 9.1 分的高分，这不是东方卫视第一次播出

英雄体裁的影视作品，早在 2019 年，东方卫视推出《闪

亮的名字》（原名《寻找英雄》）文化纪实系列片，以

主持人陈辰探访纪实加影视演绎情景还原的方式，讲述

了为新中国的崛起和复兴付出毕生心血的各个行业的民

族英雄。在播出期间，获得了巨大的反响。

从《闪亮的名字》到《功勋》的成功，可以看到现

实主义题材的影视主题逐渐取代了以好莱坞漫威系列为

代表的虚构科幻主题，占据了主流媒体的流量尖端，通

过分析中西方不同的主题取向，尝试就“英雄主义”和“英

雄塑造”方面分析中西方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的不同，

也为接下来影视主题的走向提供参考——如何将社会意

识形态更好地融入影视屏幕形象。

一、英雄体裁之叙事语言

1.1 原型真实与原型虚拟

从《功勋》的成功到《长津湖》的票房奇迹，这都

彰显着中国特色的故事风格正在逐渐取代好莱坞成为社

会娱乐主流。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式的英雄叙

事与传统的好莱坞个人英雄主义叙事有着完全不同的刻

画方式，从一些经典的现实主义英雄主题的电影电视剧

海报中可以发现中西方截然不同的英雄塑造观。

随机选取三部中国影视顶流英雄体裁作品，例如《中

国机长》、《功勋》以及《我和我的祖国》，再随机选

取三部西方欧美影视顶流英雄体裁作品，例如《阿凡达》、

《钢铁侠》、《哈利波特》系列，这六部作品的宣发海

报可以一窥两种意识形态背后的英雄塑造差异。

首先在中国影视剧作品海报中，不管是《功勋》还

是《长津湖》，还是《中国医生》，都是以真实发生的

事件或历史为原型，故事有原型、人物有原型、甚至在

还原过程中的种种细节也都有原型。

例如电影《长津湖》，这个故事改编自历史上抗美

援朝战争中真实发生过的长津湖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

以悬殊的兵力和匮乏的物资，打败美军王牌陆战队“北

极星兵团”。《长津湖》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故事进

行了艺术加工，使得杨根思、毛岸英、彭德怀、宋时轮

等英雄事迹重回大众视野，更使得千千万万普通的抗美

援朝老兵成为公众的焦点，让英雄的故事重新传唱在中

国的土地上，是这部战争片最成功的地方。 电影《中国

医生》与电视剧《功勋》同样也是基于真实的人物故事

与事迹，通过对真实故事与真实人物的还原来完成“中

国故事”的使命，这是一种带有中国式情感的对现实世

界的表达，我们的英雄是真实的，是身边的每一个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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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们遍布每个行业，这种叙事可以消解或者弱化电

影电视剧这种“虚构的艺术”带给观众的疏离感，调动

观众的情绪，在共情为手段的基础上，加强受众对英雄

正面的价值观输出。

再看《阿凡达》、《哈利波特》与《漫威》系列等

欧美经典英雄主题影视 IP，这些人物 IP 有一个共同的

特征——虚构。但是这些超级英雄的原型或多或少都可

以在一些西方神话当中找到。在欧美对于英雄虚构的手

法中，可以看到西方创作者对于对超级力量的欣赏与渴

望。在影视作品中，这些“超级英雄”以“神”的姿态

降临在普通民众之间，拯救世界，救民众与水火，得到

民众的拥戴与崇拜。这种文化正在输出一种“精神符号”，

正在操控人民的情感和意志，甚至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的

受众的观念和行为。在 2015 至 2016 年上映的十部超级

英雄电影中，这些主角超级英雄平均每小时发生的暴力

行为高达 23 次，令人惊讶的是，反派角色平均每小时

的暴力行为仅有 18 次。观众眼中的漫威英雄，也许比

反派更暴力，而这种“以暴制暴”的价值观正在逐渐向

低年龄受众输出和植入。仅仅因为对超级英雄的形象认

同，观众就默许了主角的暴力，用暴力拯救无助的民众

也显得理所当然。

1.2 力量崇拜与信仰坚持

中西方对于英雄素材的选择，除了在原型真实与虚

拟的区别之外，还有个人英雄主义与群化英雄主义的不

同。通过图 1 至图 6 六张海报的观察，可以发现中国英

雄影视体裁不管是从一开始的宣发海报还是具体的影视

内容，都在弱化个人的能动作用。海报上的英雄人物每

人都占据相对平均的空间，在具体的故事呈现也在强调

群像英雄的能动性，在中国现实主义英雄题材中，观众

很难看到某个英雄力挽狂澜，更多的是一群人、一群英

雄的奉献，这种叙事可以很好的传达爱国主义精神，把

小个别群体的情感嫁接到一个民族的爱国情感。

反观其他三部欧美英雄主义影视题材，海报无一例

外的把主角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配角被边缘化，甚至

干脆不出现在海报中，这和西方长久以来的个人英雄主

义叙事有着分割不开的关系。

西方各国影业从来不会吝啬对于个人英雄形象的刻

画，从超人，到蜘蛛侠、蝙蝠侠、忍者神龟、阿凡达、

功夫熊猫等等，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故事框架：

一个英雄，当然成为英雄之前，他也许是日常生活

中的某个小人物，通过一次机缘巧合的邂逅，进入了一

个超自然的神奇维度，他在这个维度中成长、获取、蜕变，

通过接受一种神奇的力量从而成为赢得这场战役的决定

性力量，最后英雄带领他的人民取得胜利，他成为这片

土地的精神信仰。

所以不管西方对于英雄的名称、人物形象、故事情

节怎么改编，剥离这些外在的附属品之后，最后能够看

到西方英雄审美中核心的骨架——对于力量的崇拜。

西方对于力量的崇拜是自古存在的，自古希腊文明

出现以来，文艺作品上就不断呈现出人民对于力量的崇

拜和渴望。例如斯巴达城邦，自古就是崇尚武力的典型

代表。他们的人民每一位都是英勇善战的战士，体弱多

病的可能自出生后就会被人为处决，所以流淌在斯巴达

城民基因中的就是好战、武力至上的血液。简而言之，

西方看中个体的力量，而中华文明注重集体的力量。

引导西方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西

方对于“人权”的保护和宣扬。1986 年《英语世界》杂

志对中美两国读者进行调研，列出的《价值观序列单中》

可以看到，美国价值观第一位是“身家安全”，中国的

价值观第一位是“国家安全”，而像“幸福”“舒适的

生活”在中国列表中的排名均低于美国。

根据上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以人伦礼教为

中心的价值取向，群体意识较为强烈，在国家大义、国

家安全面前，自身的幸福、安全、舒适都可为国家安全

进行牺牲。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注重个人价值取向，

崇尚自由、舒适的生活，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凌驾于国

家安全之上，这也是导致西方领导人对于人民的领导力

和号召力不如中国行之有效的原因之一。

在所列举的海报中，我们可以发现近年来中国式英

雄电影的海报，多数是群像，并且每个人物在海报中的

大小占比都是平均分配，不存在突出其中某一位。而西

方英雄主题电影，都是把个体的英雄人物放在画面最主

体的位置，弱化甚至隐去其他角色在海报中的占比。

中国对于英雄影像的群体表达与其背后源远的中华

文明紧密相连。2020 年武汉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世界

都看到了中国文明与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

优越性。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是人类应对流行病最原始也最有效的方式。这些方式的

执行力度直接决定了最终的防疫效果，拥有近 14 亿人

口的中国一夜之间按下了暂停键。除开巨大的经济社会

成本，还需要人们自觉支持配合，甚至让渡和牺牲个人

短期利益。此番“战疫”之中，武汉人民识大体、顾大局，

举国上下勠力同心，是夺取如今积极向好战局的关键。

这样的战斗，让一位外籍专家发出了“无法想象”的惊叹：

“这真的是一种全政府、全社会，你甚至想象不到的一

种乌托邦式的集体意愿。”

二、个人英雄主义与群像英雄主义不同的表现方式

2.1 固有公式下的个人英雄主义

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接触过一些神话故

事，神话一路伴随着人类的文明，例如西方的潘多拉之

盒、阿喀琉斯之踵以及心理学中非常著名的皮格马利翁

效应中的皮格马利翁也是出自希腊神话。在稍加研究西

方的宗教、哲学、艺术、社会形态、历史人物、科学技

术后，我们都能从中找到神话的影子。

约瑟夫·坎贝尔在著作《千面英雄》中，讲英雄的

诞生归结为启程、启蒙、归来三个过程，目前好莱坞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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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就是这种英雄创造模式。

“启程”指的是英雄从日常的世界勇敢地进入超自

然的神奇区域，例如《阿凡达》中杰克进入纳威星球，

此时的杰克还不具备成功英雄的品质，他带有强烈的目

的性。

“启蒙”指的是英雄在新的领域当中获得了超一般

的力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例如《阿凡达》中的杰

克，从一开始莽撞的、充满侵略性的传统美国大兵，在

经过奈缇丽的教化后转变为拥有“I see you”（心灵感应）

的新纳威人。

“归来”指的是英雄带着这种力量从神秘的冒险之

旅中归来，赐福他的人民，《阿凡达》中杰克有三次呈

螺旋式上升趋势的归来符号式意义。第一次，杰克在神

树下得到了伊娃的神启，这种神启使得原本对杰克抱有

敌意的奈缇丽转变了态度，带她回到了那位族群，并正

式教授他在纳威星球生存的能力。第二次，杰克要接受

成为勇士的试炼——征服猛兽伊兰卡，征服伊兰卡的杰

克正式融入了纳威族群；第三次的归来，是杰克在背叛

纳威族群后幡然醒悟，带领伙伴重回故地，并且征服了

纳威族群传说中的神兽——托鲁克，以魅影骑士的姿态

重新获得纳威一族的信任，杰克的归来也为最后的大决

战拉开了序幕。

2.2 世俗理性中产生的集体英雄主义

传统的中国社会经过儒家思想的浸润，注重尊卑秩

序，对于“礼法社会”的构建基于亲情、友情、爱情、

家国等伦理关系的基础之上，所以对于中国古代甚至近

代一些英雄的塑造，是依托在伦理理性之上的，例如吕

布为了爱情杀董卓，石碏大义灭亲杀了谋反的儿子，这

些英雄的出现必然会有一个伦理范畴内的理由，可以称

之为伦理理性表达。基于伦理理性的英雄主义表达有其

一定的局限性，与大众存在一定的疏离感，此时的“英雄”

仅仅局限在精英阶层。

1978 年是我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年召开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出了许多经济、政治、文化、民生等

重大举措，高考也在这一年重新恢复。高考的恢复在某

种意义上是整个社会的精英化，也是平民阶层与传统的

精英阶层消除隔阂的分水岭，此时不同于传统伦理理性

的一种新的情感表达逐渐出现，经过自上而下到自下而

上的阶层进化，整个国家慢慢向“世俗理性”靠拢。

“世俗理性”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让世俗的眼光

和理性的思考发生碰撞，表现为重视现实生活的人生态

度，简而言之就是要从现实社会中寻找看得见、摸得到

的人生信仰。

“世俗理性”的出现使得好莱坞个人英雄主义模式

在中国被动地进行改造重构，从《我和我的祖国》、《长

津湖》、《八佰》、《中国医生》这些影片的热映，可

以看到在中国，“世俗理性”孕育出的平民英雄的力量

在不断壮大，而目前主流电影对于这些平民英雄的塑造

也有了新的诠释。

新主旋律电影从原本的宏观视角中走出，从“弘扬”

的叙事目的转为“聚焦”，聚焦在小人物的视野，聚焦

在小人物的故事，聚焦在小人物迸发出的巨大的能量。

主旋律中脱颖而出的平民英雄背后，是国家对于“家

国同构”新理念的传播。2019 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

名为《涵养深沉的家国情怀》的文章，文中有一句话精

辟地总结了家与国之间的关系：“家是国的基础，国是

家的眼神。无论从艺还是治学，与个人想要抵达高远的

境界，就必然离不开家与国的滋养”，新时代赋予了家

国同构不一样的含义。家国同构的前提是以“民族复兴

为己任”的社会理想，观众在经历日剧韩剧与美剧冲击

后，对于主旋律电影的接受度，也随着国家的强大而增

强。

三、结语

影视传媒行业是我国宣传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之

一，从好莱坞个人英雄主义盛行，到如今本国英雄在大

街小巷口耳相传，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对于英雄主义刻

画的改变，大到社会，小到个人，整个国家从上至下都

在进入一种“去魅”的状态。用讲好中国主旋律的英雄

故事，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向国际传达本国“以理

服人”、“以德服人”、“以能力服人”的治国理念。

同时，也以精彩的中国主旋律影视向内进行反作用力，

对维护社会稳定，传递正向的价值观做出巨大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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