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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形象影视传播的叙事逻辑与话语建构

张丁心　邵筱棠
三江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2

【摘要】地域形象是基于地域特色文化发展路上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地方的相关主题工作进行概述和表现以文艺的形

式进行表述，明确的指出文艺发展的道路，深刻分析文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精辟的阐述文艺的特色，

比如西方国家重点以浪漫、自由、随性的主题进行相关作品的阐释，比如著名的作品，乱世佳人，海上钢琴师等经典名作。

但在中国的影视作品中，重点是以记录时代和历史题材为主，以含蓄的手法，诉说某一个时期和阶段的价值观。比如，对

传统文化元素的挖掘、文化现代化的转型、立足微观叙事手法视角、凹陷多维人性等，以此来对故事进行打造，实现深度

的价值传播，贴近现实生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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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10 月的相关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在京

都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明确指出，文艺和文艺工作对我

国影视事业的重要性，习主席明确强调，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通过一定的文艺作品可以呈现时代的特色和社会进步的一

些现象。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中指出，当前的影视剧创作如

何通过影视的效果实现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对中华

文化的构建，下面我们将以中国地域形象影视传播的逻辑进

行构建。

1 深度挖掘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影视作品呈现

中国是历史优秀，文化渊博的国度。作为一个灿烂辉

煌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的根基非常的稳固，也对当前以及

世界的影响非常的深厚，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中

最为优秀的部分，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自我的软实力，中国传

统文化博大精深，要将其中的智慧和精髓加以传承，需要从

影视作品的语言呈现和图片呈现，在这个过程中，符合人类

的语言风格。符合中国的文化精神。融合各种思想的精华。

毫不掩饰的说，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影视发展

中的重要元素，如何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挖掘，

是弘扬传统文化的有效资源，比如在大型的纪录片 << 我在

故宫修文物》将传统文化以及中华民族多年来的艺术造诣以

及时代元素，表现的淋漓尽致。要想对题材有充分的挖掘和

重视，需要对历史文化进行深度的把握，不断超越当前的

叙事内容，每一个镜头都能有充分的体现，寻找出隐藏在历

史背景下的文化元素，自从改革开放后，随着电子信息资源

的不断发展，如大秦帝国，虽然是对历史资源的纠偏，但同

样有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效果。通过对当时历史环境以及历

史实况的真实反映。众多被历史题材选中的电视剧，其中最

为重要的根本就是对历史题材的把握，不断深入挖掘相关的

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物形象进行填充，比如《甄嬛传》

这部大型的经典古装电视剧，其中的成分没有任何的矫揉造

作，和虚假的编造感，而是以严谨的语言和精湛的说话水平，

通过滴水不漏的剧本对话，以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

的呈现，通过紧凑的故事情节，充分的展现了当代背景下，

皇帝面对后宫与前朝势力加持的问题下，如何进行生活和处

理的，通过采用有效的故事情节再现，将历史中事物发展与

变化，充分的呈现出来，尽情的演绎了一场有意义的历史古

装剧，通过紧凑、新颖的故事情节，将人性的善与恶，人生

对名利的追求以及人物随着年龄变化、认知变化，从而导致

的语言和行为的变化，再到生命终结，人生一场，通过对文

化以及语言的显现，充分而饱满的刻画了不同人物这一生爱

情、亲情友情关系中，道尽了人生求而不得的幸福追求，以

及尝尽酸甜苦尽的悲苦人生。

2 中国特色化的影视手法的呈现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民族认同以及民族的自我意

识得到了明显的强化，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与加剧的进程中，

传统文化也越来越受到严重的重视，尤其是面临中华崛起的

复兴形态，我们拥有丰富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但这些

传统文化毕竟和我们当代的时间跨度有所差异，当然，在面

对拥有内涵丰富的文化资源时，人们对影视的审美以及艺术

的改变都会有一定的跨度，在文化指向上更能体现时代的差

距，因此，许多传统文化在封闭的的影视环境下，很难将文

化特色体现出来，因此，面对庞大的影视市场需求，传统的

文化与当前的时代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在文化的指向方面，

许多的文化元素在封闭的文化背景，以及经济和政治文化背

景下应用而生，因此，在对其还原的过程中，尽可能的能够

将其进行还原，力争最大化的实现资源以及文化的充分展

现。许多传统文化，之所以流传至今，在于它语言的精华，

足够的凝练和紧凑，没有过多的语言赘余，将时代夹缝中人

物的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但是，毕竟因当前，时代所传

授的社会内涵和受众的辩护啊，传统文化如何实现良好的交

流，则需要不断的对传统文化加以转型，将传统文化的精神，

在影视大屏幕上加以借鉴和挖掘。再者，就是对传统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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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形式更加的多元化，就比如常见的动画系列、纪录片、

电视剧、电影等、以及歌曲 MV。通过对同一主题，不同题

材的表达形式，将故事主题进行详细的刻画，淋漓尽致的表

现出来。

3 以语言凸显人性

我国著名的学者曾经指出，所谓中国的影视，就是对

我们每一代人，每个社会阶层人生以及生活的展现，其中的

主题涉及到母爱、亲情、环保、教育等多重文化。而这些沧

海一粟，如何在社会和时代的洪流中生存，发展，是通过对

人物语言以及形象的展现。也是每个人的命运所在，置身于

中国地域故事，讲述在中华大地上的人物形象。从宏观主题

到微观展现，不论是国家发展还是个人生活，都是以一体化

的语言方式，代替个体化差异。比如《心术》《琅琊榜》《三

国演义》等经典名作，都是通过通过对人物的复杂性和人物

性格的多样性，不断塑造出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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