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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的飞速发展中国进入国际

社会的步伐也逐渐加快。但随着我国逐步迈入国际化社

会以来，我国的民族性文化也随之受到各国文化的强力

冲击影响，其文化冲击与影响在我国本土电影作品中体

现最为明显，分析我国各类影视作品，不难看出我国电

影作品中的中国特色越来越少，其也象征着中国电影文

化艺术正面临民族性危机。因此，本文主要内容是剖析

电影作品中的民族性价值，以便为日后我国电影艺术事

业的发展方向提供参考。1

一、电影作品中民族性价值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西方电影文化理念

众所周知，不同国家与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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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审美特点，所以在解析西方电影文化理念时首先要

深度剖析其西方历史文化与社会特点。我们知道西方社

会是资本主义社会，而资产阶级想要获取政权的主要方

式是取得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意

识形态是资产阶级人们意识的集中体现，是统治者治理

阶级成员的实践与指导思想，其本质是为巩固政权统治，

维护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为合理压迫资产阶级的阶级剥

削与压迫服务。因此，资产阶级在获取政权统治地位的

同时会向外通过各种表达渠道输出其的文化价值观，具

体涵盖教育、艺术以及宗教文化等。而电影作为艺术表

达的一种重要方式，是输出资本阶级意识文化形态的良

好媒介。例如，美国电影作品中就涵盖了其独特的电影

文化理念与民族特性，以电影票房较高的《美国队长》

为例进行剖析，表面上看美国电影工业主要表达和输出

的内容是美国人向往的理想生活与梦想，其电影的制作

与表达具备直观和生动的整体特性，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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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但从本质上分析，电影中诸多情节的表达亦是在

向世界展现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达与先进程度，在

无形中向世界各国输出其民族文化理念，进而实现对各

国民族文化的冲击与侵略。

（二）亚洲电影中的民族化审美

世界各国影视作品的内容表达都具有其一定的民族

性特征，其中，各国民族历史文化与习俗的不同又使电

影有了特定的民族文化表达形式。例如，法国电影的民

族性表达特征是通过对印象主义的绘画获得启蒙，注重

对电影情节中气氛与色彩的运用，电影作品的画面往往

绚丽多彩、气氛浪漫；伊朗电影受其政教合一的独特文

化与严格的宗教规范影响，其电影的民族特性是真实，

擅长儿童电影和非暴力类型电影的制作。此外，其对于

长镜头的使用也十分具有其民族特色；泰国电影受其宗

教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其电影具有真实、猎奇与张

扬的民族性特征，每个电影情节和画面都透露出清新的

质感；韩国电影的特色是画面柔美，贴近生活，情节细

腻，关注人生，有积极的价值取向；印度电影则擅长采

用民族歌舞形式，例如在《流浪者》等著名电影中，其

通常会采用富有印度特色的歌舞展现曲折的爱情故事和

纯洁的心灵。歌舞的展现作为印度电影的主要表现形式，

其表现出了印度人民对生命和爱的渴求，又隐约蕴含着

印度人民追求人与自然统一的的独特的民族魅力 [1]。总

而言之，深入分析各国的电影作品，其都具有各自的民

族文化特征与价值，都蕴含着其对自身民族的热爱。

（三）中国电影作品中民族性的展示

我国电影作品中的民主性展现受我国特有的多民族

特点又分为多个类型，其一是文化派导演制作的民族性

电影，以我国著名导演张艺谋、凌子枫为例，其电影作

品大多采用寻根的民族文化特色进行意识文化形态的表

达，如著名作品《人生》、《活着》、《边城》、《有话好好

说》以及《红高粱》等众多典型的民族文化代表作。在

这些影视作品中多采用远景、全景的拍摄手法，给电影

画面情节构造直观的、具体的、鲜明形象与氛围特色，

并利用各地民族方言为电影作品增加强烈的民族语言特

色，同时频繁使用我国经典的红色与黄色来进一步体现

电影作品的民族性特征。与此同时，这些电影作品的主

要内容都是讲述不同时期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生活状态与

追求，进而体现出现代人们的思想转变与文化价值观的

改变。其二是以电影题材的选取展现我国电影作品的民

族性，其题材的划分可以根据不同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

开展，如田壮壮导演的影视作品《盗马贼》，就是以青

藏高原为电影题材的整体故事背景，全力展示藏族牧民

膜拜佛祖、虔诚祈祷的真实场景，用纪实的拍摄方法讲

述宗教文化信仰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关系。而陆川导演拍

摄的《可可西里》也是以高原地区为电影故事的整体背

景，但其展现的是藏族牧民淳朴、奉献以及无私敬业的

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同时体现出少数民族地区中人与自

然之间的平衡关系，以及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此外，其

题材的划分也可以根据我国不同历史背景的生活开展，

例如我国古时候场景是我国电影中是相当具有民族特色

的，但是在电影市场不断发展背景下，很多古装电影都

没有充分体现出我国电影的民族性价值。然而我国也有

一些优秀作品将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体现出来。其中，

最典型的是演员张国荣和张丰毅主演的电影《霸王别

姬》，这种类型的电影可以使人们感觉到浓厚的传统文化

气息。其三是以中华民族的红色历史和个人奋斗为主题

的民族性电影，以著名导演冯小宁为例，其经典影视代

表作《黄河绝恋》、《红河谷》等，主要以二战后期历史

为电影故事背景，展现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不屈不

挠的民族气节与英雄气概，以及伟大军人的爱国主义精

神，是典型的以红色历史背景为主题的民族性电影作品。

而王全安导演指导的影视作品《白鹿原》，主要是展现人

物背景的风土人情与民族特色，并体现出社会底层人民

的生活情况与思想文化价值观。总而言之，我国电影作

品中反映民族特色的题材类型丰富，如民族战争和解放、

中华民族政治进程、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探索进程等 [2]。

二、中国电影作品的“民族性”探索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电影作品中不断尝试加入

与创新电影作品中的民族性表达，其尝试的途径可以主

要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对我国古典题材的发掘，我

国有众多经典的古典小说和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其小

说与故事中都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发展历程。因此，

很多电影制作者喜欢从古典文学和民间故事获取电影素

材，如家喻户晓的古典小说《西游记》，其也备受导演

的青睐，陆续开发了《大圣归来》、《大闹西游》、《火焰

山》以及《大闹天宫》等多部民族性电影作品。其中，

《大圣归来》作品的发表更是将中国动画电影的创作推

至热潮阶段。而以民间故事为题材的电影有《白蛇·缘

起》与《白蛇传》等多部优质电影作品。其中，《白蛇

传》的主要内容讲述民间广为流传的白蛇与许仙之间的

爱情故事，该电影主要是通过采用民族风音乐为其增添

民族特色 [3]。此外，我国电影作品对古典题材的发掘也

涵盖了对古典历史人物的探索，此类型的电影代表作

《大鱼海棠》便是根据庄子《逍遥游》进行创作的，该

电影作品通过采用福建土楼为故事背景，并结合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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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讲述道家文化中人性的自由与释放，进而体现其

鲜明的民族特性。另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运用，中国

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最为明显的体现是传统节日的

民俗活动，很多导演都在不断尝试在电影作品中引入传

统文化元素，进而凸显电影作品的民族特色。如经典的

代表作《兔侠传奇》、《小门神》以及《阿汤奇遇》等，

都是引入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电影作品的内容与意

义的表达。

三、我国电影作品民族性的价值与发展启示

我国文化艺术所面临的民族性危机，不单单展现于

电影作品的制作与表达上，相较于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

的遗忘，电影作品中逐渐消失的民族性并不是难以解决

的问题。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无法在我国

电影作品中的得以更好的展现，这是非常值得人们思索

的问题，而随着京剧艺术的日渐低迷也似乎侧面印证了

我国传统艺术文化的发展走向。与此同时，受我国经济

全球化的发展，各国文化的冲击也使我国传统艺术文化

日渐低迷，其文化冲击的力度具体可以通过韩国流行音

乐、韩剧以及美国漫威电影等众多方面体现。因此，如

何在我国电影作品中提高民族文化是当今所有人应该思

考的问题。

纵观我国电影作品发展的历史长河，不难发现其

以传统历史文化改编的作品不在少数，但真正具有民族

性价值的优质电影作品少之又少，其主要原因是对历史

故事情节的把控不精准，以及影片整体的内容表达缺乏

深度，这也是大部分电影作品在当下仍被人们诟病的主

要因素。此外，在此类电影作品中也时常出现过度还原

历史、缺乏新意的问题，导致部分观众丧失对其观看的

兴趣。所以在电影作品的创作时要做好还原历史和与时

俱进的分寸，不仅要在电影作品中恰当融入中华民族文

化特色，还要适当结合现代人民价值观的合理引入，两

者相辅相成，才能引发观众的共鸣与认同感，最终制作

出引领影视行业浪潮的优质电影作品。此外，为了成为

世界国际上的电影强国，中国电影的民族性方面还应更

加深入的探索电影作品中民族性的价值，同时改革现有

管理体制中对中国电影民族精神的限制，避免对国产电

影发展带来制约和限制，所以在电影作品制作中应打破

票房管理和意识形态误区，增加其文化内涵，进而提高

中国电影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4]。虽然电影的发展

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影响，用于反映社会的意识形

态，但并不能以社会的意识形态来代替民族个性与丰富

的民族文化精神 [5]。所以中国电影的民族性发表与如何

提高中国电影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问题，首先需

要解决的就是意识形态的认识和民族性文化间的融合问

题。其次是要必须拥有正确的民族精神与文化态度，在

中国电影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在国际上产生一定影响的

中国导演其都具有一定的相同特点，那就是对中国精神

热爱的统一性。只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生活与其独

特的文化氛围相结合的民族电影艺术，才能够真实地反

映本民族人民的生活特点和精神意志，这也有利于民族

精神的传扬和我国电影国际地位的巩固 [6]。最后，必须

独创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高品质的电影，一部优秀的民

族电影不论它来自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其一定要有自

己独特的民族性，这才是电影作品中蕴含的深层次意义。

总而言之，中国电影的发展不能够过多地被西方思想所

左右，应努力去寻找属于本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坚持

探索我国电影作品的民族性价值，创作具有独特的东方

意蕴和东方特色的电影，并通过现代先进的电影制作技

术来发扬民族性文化特征才是中国电影发展的正确方向，

才能有效推动我国电影事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7]。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电影市场

也在逐年扩大。在世界文化融合的大环境下，中国电影

更应迎难而上，将我们独特的民族风采融入全球化的电

影格局中，并致力于形成和维护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的

世界格局，进而进一步宣扬中华民族精神，使其在国际

上能够充分地传扬出我们的东方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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