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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藏晓辉

近年来我国影视传媒中
劳动教育呈现与构建的社会价值

■文/王丽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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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电影中邮轮设计特点及
其叙事价值

近年来信息技术与移动互联网的

飞速发展与高度普及使得影视传媒突

破时空限制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部

分，影视传媒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

为虚拟时空同现实生活构建了紧密而

有侧重的连接关系，进而潜移默化又

浓墨重彩地改变了人类整体的思维方

式、行为习惯与社会结构。如此颠覆

性的宏观社会背景下，其始作俑者

——影视传媒对人民群众基础性、根

本性的劳动教育呈现与构建备受社会

学领域关注，由此产生的社会价值影

响也变成当前社会的研究热点。

影视传媒意为以储存器、胶片等

为载体，通过荧幕或银幕为受众提供

视听一体信息内容的传播方式，移动

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促使其在固有的

电影与电视形式之外增添了娱乐节

目、电视网络直播与短视屏等新型艺

术形式。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助力下影

视传媒的高速发展前进，人民群众产

生了整体性的“泛娱乐化”社会忧虑，

直至今日，社会学界的研究热潮仍未

消退。相关学者指出“泛娱乐化”的本

质属性即为娱乐对各领域，特别是社

会公共领域的侵蚀，不同圈层界限的

消融与破除成为其显要特征。大众主

要通过以影视传媒为主的视听娱乐方

式对医疗、教育、军事等国计民生的严

肃性进行消解，裹挟群众的情感体验

与思维惯性完成对宏大叙事的娱乐主

义霸权构建，从而使国民与社会的实

际意义逐渐消退并孳生历史虚无主义

的恶果。在此过程中，消费主义、享乐

主义与个人主义被群众刻画为影视传

媒之精神主张。

然而，影视传媒的工具性严格证

明了其中立性，其发展倾向与内涵思

想由现实生活中的使用者群体完成显

著与细微地构建。影视传媒的正向影

响相较消极作用占据更大篇幅，多媒

体教学辅助下对各阶段教育的促进作

用、对文化传播的支撑作用与对意识

形态构建的推动作用都塑造了大众与

社会的情感交互关系。影视传媒往往

通过精巧的素材选用与剪辑凸显社会

事物的某项特征，引导受众对该类事

物的情感模式建构，其高度规模化与

普遍性的发展态势高度推进了影视传

媒对社会整体的教育成效。

影视传媒关于劳动教育的社会价

值构建立足于社会成员对“劳动”本身

的全局认知，而认知的形成则依赖于个

体对自身与外部环境的思维模式与意

识理念构建。人是社会的产物，个体观

念在其与社会密切交互的过程中不断

确立与修正，自身固有的对真理的追求

也为价值取向的成熟发展奠定底色。

近年来一些依赖粉丝经济的选秀节目

大行其道，泛滥的综艺娱乐节目与短视

频内容也对受众群体的劳动观念造成

不利影响，甚至干扰了青少年学生对未

来职业生涯的健康规划。不良影视传

媒作品与移动互联网的高度生活化将

“一夜成名”极度渲染，与此相对照的勤

谨劳动却成为部分观众的鄙夷对象，尊

重劳动、参与劳动、在劳动中获得成就

感的价值体系受到冲击，一定程度上对

社会劳动氛围的平稳发展造成威胁。

但海量的影视传媒作品中仍不乏蕴含

正向劳动价值观念的内容，其中的优质

观念与深厚文化使之成为劳动教育的

践行者与弘扬者。

一方面，影视传媒作品中蕴含的

崇高人道主义精神增强了群众尊重劳

动的意识思想。东方卫视制作的励志

体验真人秀《极限挑战》以不同职业劳

动者的日常生活作为嘉宾体验对象，

向观众展现艰辛不易的平凡劳动生活

并着力突显其面对挫折挑战的不懈奋

斗、奋发有为的优秀品质。同时，节目

组对早餐店主、出租车四季、快递员、

家政从业人员等基层工作内容的展现

提升了社会对该劳动群体的关怀与重

视，人民群众对基层劳动者的尊重与

理解意识不断增强。《极限挑战》以影

视作品为载体刻画了现代化都市中无

数默默奉献的体力劳动者形象，揭示

了高速便捷生活的奠基者与参与者，

以高度的人文主义精神为劳动者带来

温暖与慰藉。而节目制作方对基层劳

动群体生活的描绘带领观众突破固有

“被服务者”的视角刷新劳动体验与情

感构建，切实强化了其对劳动价值的

尊重与同理心。

另一方面，影视传媒作品对浓厚

乡土气息的传达激发了群众对劳动的

欣赏热情。作为影视传媒领域短视频

内容阐述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李子柒

重点描绘诗情画意的田园生活之美，

秀美的景致与凝聚中华儿女智慧与创

造力的的传统生产活动成为喧嚣城市

生活者的舒缓剂，全局化、乡土化、自

给自足的乡土生活劳动方式带领观众

领略劳动的魅力。李子柒的短视频着

重选取劳动生活中的美好意象与创造

性场景进行记录剪辑，简化乡村生活

中的机械性繁琐步骤与劳累状态，从

而构建出超然的田园生活图景，使观

众在繁忙重压的工作之外获得轻松愉

悦的情感与审美体验，满足观众的乡

土情节。而《向往的生活》以慢节奏为

立意，力图构建都市繁忙、便捷生活之

外的传统生活场景。节目嘉宾参与粮

食蔬菜的种植与收割、家畜喂养等活

动，转变都市生活中节奏感极强、分工

度极高的便捷物质享受，在亲自参与

劳动的过程感受劳动的伟大与其中乐

趣，为快节奏人群带来劳动生活的贴

切感与平和感。李子柒的影视传媒创

作与《向往的生活》一体两面，前者集

乡土气息与劳动美学于一体，提升了

现代化生活中劳动教育的整体质量，

使观众更加善于、乐于欣赏劳动，后者

向观众展现真实的劳动生活的繁琐、

艰辛与乐趣，使观众更加珍视劳动并

鼓舞产生对劳动的向往与追求，劳动

教育得到完善呈现与全面构建，为社

会发展创造了优质的意识氛围。

此外，影视传媒作品对璀璨历史

文明的再现升华了群众对劳动的赞誉

之情。影视传媒的大规模传播引领观

众实现对劳动之思、劳动之美意识的

持续构建，而《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

片则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明深

化传达劳动之义。故宫承载着我国古

代的辉煌发展史与灿烂文化，已成为

中华历史文明的代表典范，而建国后

将其作为博物馆向来自全世界的参观

者开放更加彰显了泱泱大国的文化自

信与厚重文化的不绝魅力。

影视传媒的不断充实与持续开拓

发展为劳动教育的呈现与构建提供了

更加科学化、现代化的施行方式，为人

民发展理念的正确保持与社会氛围的

健康运行提供了诸多保障，其社会价

值由此得到深远体现。对于当前影视

传媒作品中对劳动过程塑造真实性与

普适性的欠缺问题，相关主体如何通

过沟通钻研共同探寻有效改善途径，

以实现时代发展规律同影视创作的深

度融合，进而为群众提供更广泛且优

质的劳动教育空间应当成为近期的工

作重心。

（作者系陕西科技大学讲师）

本文系陕西省中华职业教育社

2021年职业教育课题《基于知识整体

理论视角下职业院校劳动教育体系的

研究》（项目编号: ZJS202109）

邮轮是当今世界航运不可缺少的运

输工具之一，也是不同类型的电影中各

种文化的载体。在诸多类型片中，邮轮

的外观设计、功能设计都有着各不相同、

别具特色的体现，在文化功能、语言意指

等叙事价值方面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爱情喜剧片：

夸张写实的游乐空间

2011 年，意大利导演埃里克·拉瓦

因指导的爱情喜剧片《欢乐搭乘》便讲述

了一个发生在邮轮上的爱情故事。远洋

公司里的人力资源总监的伊莎贝拉被负

心汉老板要求分手，老板还想解雇她。

性格强势的伊莎贝拉决定利用自己的职

务之便对老板进行报复。在海军皇家巡

航舰上，伊莎贝拉招募了一个名叫雷米

的主持人，但雷米却不断给伊莎贝拉引

来各种麻烦。海军皇家巡航舰与传统邮

轮相比，最大的特殊之处便是在设计上

突出了游玩功能和轻松愉快的氛围。海

军皇家巡航舰的船身具有明亮的色彩，

整体设计以天蓝色为基调，白色的躺椅

和船身和明黄色的栏杆点缀其中。蓝黄

相间的日光浴躺椅区内，散落着众多白

色的塑料日光浴躺椅，在阳光下伴随着

蓝天和海水熠熠生辉。明丽的色彩在视

觉上为男女主人公爱情故事的发展提供

了观赏海景和相互欣赏的空间，以及轻

快自然的游玩氛围。在邮轮上，原本一

心想着报复前男友的伊莎贝拉，和看似

放荡不羁实则实在热情的雷米在船上相

遇。他们在这里释放压力，愉悦身心，将

陆地上的郁闷一扫而空，开始了一场轻

松、愉快和浪漫的恋爱，使观众也对这样

的旅程心向往之。

惊悚片：

戏剧性的人际漩涡

在愉快的旅途之外，出海远行的邮

轮也形成了一个远离世俗社会的独立

封闭空间。因此，许多恐怖惊悚片也会

以邮轮为惊险事件发生的场所。以克

里斯托弗·史密斯2009年导演的心理惊

悚片《恐怖游轮》为例，单亲母亲杰西在

和朋友乘游艇出海游玩的旅程中始终

心情不安，在遭遇一场强烈的风暴后游

艇被海浪卷走，众人也落入海中。几经

挣扎后，他们被一艘路过的巨大游轮

“艾俄洛斯”所救，却发现船上空无一

人。之后，众人在邮轮上发现多处鲜

血，还有神秘人留下的指示，想起这竟

是一艘1930年便失踪在海上的邮轮，突

如其来的凶杀事件更是打乱了所有人

的阵脚……《恐怖游轮》的视听语言采

用多变的拍摄角度和晃动的运动镜头，

在海上诡谲多变的天气中突出这艘老

实邮轮幽深神秘的特点。其中，长焦纵

深镜头中狭长的走廊，低照度照明中

阴森恐怖的客房，手持摄影中抖动的

楼梯间都制造出一种令人焦虑不安的

气氛。在许多纵深镜头中，丰富的前

景和第一人称主观视角相配合，同时

采用多角度拍摄，暗示观众同一时空

中有多个杰西存在，马尔科·安吉导演

的芬兰电影《游轮梦魇》也采用了相似

的故事风格和镜头语言：金盆洗手的

塞尔吉和戒毒成功的少女佩皮为了纪

念告别不堪的过去，与朋友们乘上豪

华游轮公主玛丽号，准备在玛丽号上

举行一场浪漫的婚礼。谁知道，佩皮

曾经的朋友米罗也出现在船上，并勾

起了她对自己那段吸毒史回忆，接下

来船上不断有人失踪或遭到蒙面人的

袭击，原本浪漫的豪华游轮之旅也变

成了一场难以醒来的噩梦。导演以手

持摄影拍摄在忌恨、怀疑、愤怒中相互

猜忌的众人，海上环境的晃动与人物心

理上的不安都在晃动的镜头画面中得

到呈现。封闭的邮轮空间在清晰叙事

的同时，为故事发展增添了悬疑和惊悚

色彩，也让观众保持着逐步探索真相的

好奇心。“陆地”是人类所生活的主要空

间，陆地上的种种社会秩序与规则在一

定程度上抑制了人的动物性本能，但这

些被压抑的人性，在“与世隔绝”的邮轮

上又会再次显现出来。

科幻片：

寓言性的人类社会雏形

邮轮在科幻片中成为人性完全放

纵的空间，它在文化的意义上，成为人

的动物性本能被无限放大的场所。韩

国导演金基德的《人间，空间，时间和

人》便设想了一艘航行于空虚之中的老

军舰上，一群不同年龄和职业的人之间

完全暴露人性，以暴力与威慑力便成了

满足人性本能的残酷故事。金基德没

有对军舰的来历进行详尽的描写（军舰

上的所有人物既没有名字也没有背

景），而是野心极大地将军舰作为人类

文明与野蛮交织对抗的象征空间，以船

上人的故事寓言般重现了韩国、亚洲和

人类的历史。《人间，空间，时间和人》中

的军舰设计遵循着两方面的思路。其

一，这里是糜烂的政客、崇尚暴力的退

伍军人、帮派头目与善良船员之间偷

盗、暴乱、谋杀的法外之地，诸多象征权

力的废弃武器出现在其中；其二，在所

有人都被残酷的暴力控制、耗尽食物后

无可避免地走向吃人之时，一位扫土做

土养食物的老者却在船上种植植物和

蔬菜。在几乎所有人都死于争斗后，老

人收集来的种子都长出了新芽，船体被

生机勃勃的绿色植物覆盖。导演在空

间设计中展现了人类社会在工业、后工

业、殖民与战争之后重新回归自然环

境，表现出自然空间的合理性和艺术审

美等。金基德构建了一个较为简单但

非常典型的人类社会。

历史片：

符号性的历史涉渡工具

电影中的邮轮同样承载着厚重的人

类历史，充当着再现历史现实，承载人们

从历史的彼岸安全涉渡到现代的“交通

工具”。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由上海驶往

台湾基隆的中联轮船公司客轮“太平轮”

与荣鸿元的货船“建元轮”在夜里相撞，

导致太平轮沉入海中，上近千名乘客罹

难。1949年1月是中国文化对历史书写

的重要时期，吴宇森试图借助太平轮沉

没的事件，为观众呈现一场夹杂了国共

两党内斗、中日之间的国族冲突、兄弟反

目与爱情因素的历史悲剧。在驶向台

湾，同时也是驶向历史彼岸的太平轮上，

千金小姐周蕴芬牵挂着国军将领雷义

方、孤女于真心怀同乡的卖药人、台湾籍

日军军医严泽坤穿梭于海峡两岸购买药

材却心系日本女孩雅子不能忘怀。三位

主人公都以单人视角守候着自己天各一

方的爱情，最终背负着爱情与恩仇，在战

争年代的历史中各怀心事，在太平轮上

相遇。“太平轮”成了几对爱侣在历史洪

流中对爱情的牵挂，也是将主人公的命

运带向终点的历史之船。

（作者系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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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的优雅》的镜头表达
法国剧情片《刺猬的优雅》讲述了一

名天生性格内向、思考深入的小女孩芭

洛玛目击了门房太太荷妮与邻居小津先

生的感情，最后放弃自杀的故事。导演

以考究的镜头语言深入地展现出荷妮内

心深处骄傲而自卑、渴望而抗拒的极端

情绪，以及芭洛玛、荷妮和小津先生三人

之间言语不多却彼此理解，彼此提供温

暖慰藉的心态，令观众意犹未尽。

兼顾现实主义与艺术功能的色彩

电影中的色彩具有辩证的功能，

它和奇观的展现联系在一起；但纪录

片和时事节目又赋予了色彩以现实的

品质。因此，现实主义与艺术功能这

样两套对立的术语得以集中在影片关

于色彩的话语之上。在色彩的运用

上，《刺猬的优雅》尽力将所有色彩用

在表现情绪和意义的表现上。影片中

的色彩不是作为奇观使用的，但它也

并非完全指向它的现实主义功能，而

是更倾向于制造真实内心情绪的美学

模式。基于这样的考虑，影片中很少

出现明亮而饱和的色彩。芭洛玛的家

庭墙壁是青灰色，她对家庭漠不关心

的姐姐穿着灰咖色的毛衣，母亲则穿

着高贵的黑色礼服裙，连绿色植物在

这样的环境中也显得低沉压抑；荷妮

的家则是色温更高的青蓝色，她穿着

深灰色的毛衣，臃肿的身材和一头蓬

乱的灰白色长发十分相配。伴随着故

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暖色调进入影

片的情绪与叙事中。小津先生与荷妮

初次约会用餐时，荷妮穿了一件从洗

衣房借来的深灰蓝色呢子大衣，小金

先生的服装则是灰色的，两人在灰蓝

色的房间中一同用餐；而在两人第二

次共同品茶用餐时，两人依旧在小津

先生家中，但小津先生换上了驼色的

日式家居服。小津先生解释，茶道是

一种既简单又真实、又文雅的艺术，茶

是富人的饮料，但也是穷人的饮料，它

替我们荒谬的生命带来一股宁静的和

谐。在这番说辞中，小津先生贴心地

为经济窘迫的荷妮解了围，还彰显出

自身的思想深度与艺术品位，两人的

距离再次拉近。二人挽之手回家时，

星星点点的橙色灯光点缀了夜晚场

景，配合舒缓的提琴音乐。渲染了温

馨浪漫的气息。可以说，影片中的色

彩兼顾了现实主义与艺术功能，在表

现三位主人公的艺术品位之时，渲染

出他们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

批判性和挑战性的布光照明

在电影中，用光应当契合于情境，一

般剧情片的灯光设计以还原现实情景为

主，过于强烈的明暗反差、高光与暗光都

会造成情景的不自然和高度抽象化，使

观众紧张不安。好莱坞和主流电影中的

布光从不破坏和扭曲真实效应，从而令

观众感到安全无害；其中的灯光设计也

不扰乱观众的舒适感受。然而，《刺猬的

优雅》作为一部在片头便以女孩的视角

揭露出成年人世界种种虚伪，并准备以

自杀反抗的影片，其灯光设计注定便是

“不舒适”或“不安全”的。在影片开头，

黑暗中一盏手电筒被打开，借着这盏手

电筒的光亮，观众看清一架摄影机被架

设起来，随后手电筒被放在桌面上，与摄

影机一同对着镜头左方。接下来女主角

芭洛玛以摄影机主观视角的形式出现在

画面中。接着，她对着镜头缓缓道出了

一番堪称惊人的独白：她叫芭洛玛，生活

在巴黎的富人区，父亲是国会议员，过着

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但这样一眼能看到

尽头的生活使她感到无趣和束缚。因

此，芭洛玛决定在一年之后，也就是她12

岁生日当天自杀。暗室中的单侧照明与

模仿摄影机的胶片滤镜效果，使原本只

有芭洛玛岁的脸上的老花镜、鼻唇沟、毛

孔和肌肤的纹理、亮部和阴影都清晰可

见。这些细节传达出许多重要信息；特

写镜头与单侧低照度相互配合，显出这

位少女的老成之处：她稚嫩却老成的眼

睛洞察到了许多成年人一生都悟不透的

人生真谛，太过聪慧使她早早看透了人

性与现实，可以透过浮华的生活看见腐

朽的真相，也透过平庸的表象发现真正

的优雅与睿智，它以小女孩芭洛玛的视

角对片中的“成年人”现实形成了挑战。

在这种语境中看来，暗调的布光与引人

注目的剪辑风格相通，这样的照明方式

过于突出形象。荷妮初次出场时，是清

晨正准备去收垃圾，家中只有一盏吊灯

照明。此时昏暗而不均匀的灯光配合场

景中大面积的青色，令观众感到一种寒

冷与孤寂感。在荷妮因车祸身亡后，芭

洛玛在最后一次看望她后从门房坐电梯

到她的房间，上升电梯中的光照在她的

脸上，明暗不定。此时侧光以扭曲、失真

的方式辅助照射芭洛玛的面部，光线只

捕提到被摄体的一个侧面，同时照射出

暗淡的影子。尽管芭洛玛此时面部表情

不多，但心灵纯洁细腻的她得而复失的

心痛之情借助灯光溢于言表。

主观色彩强烈的画面与空间

《刺猬的优雅》在镜头上的一大特点

是以突出强烈的主观色彩，有意识地将

人物和故事放置在室内，景别运用近景

或特写为主。即使是表现客观事物，也

往往以变形特点展现。芭洛玛在拍摄自

己的家庭成员时，边解说着边举起摄影

机在家中来回走动，此时画面在被拍摄

的家庭成员与芭洛玛面部之间来回切

换，画面中的摄影机镜头依然停留在芭

洛玛面部，她举在脸前的摄影镜头十分

明显；而摄影机拍摄到的场景一定程度

上代表芭洛玛的主观视觉：看似光鲜却

患有忧郁症的母亲、一心扑在政治上从

不关心家人的父亲和争强好胜的姐姐，

都是“摄像机”的拍摄对象，也是芭洛玛

眼中与自身无关的“他者”；他们几乎从

不出现在同一画面空间中，心灵间的隔

阂在镜头语言中清晰可见。在父亲宴请

宾客时，母亲和姐姐忙碌地准备午餐，芭

洛玛透过一个空杯子看着她的姐姐，透

过玻璃杯拍到的人物已经变形；芭洛玛

继而向里面倒入大量的水，看着姐姐的

影子逐渐被淹没在水中，她的形象开始

变形、模糊，逐渐消失。同时，芭洛玛喃

喃自语道“即使我这么幸运又这么有钱，

但我早就知道，命中注定，我一辈子都会

困在金鱼缸里面，跟老撞同一扇玻璃窗

的苍蝇一样，大人也把时间都耗在金鱼

缸里”。此处的姐姐形象与金鱼形象在

画面中重合，金鱼也是她和姐姐命运的

隐喻，正对应着她说姐姐是“缸中金鱼理

论的典型人物”。借助这样的主观视角

和感受，《刺猬的优雅》以独特的视角描

绘出了数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与家

庭成员相比，小津先生的纤细心性刚好

与观察入微的荷妮和芭洛玛不谋而合，

三人一拍即合，不仅在画面中的距离不

断拉近，而且在焦点的处理上也逐渐由

浅焦点变为深焦点。可以说，荷妮和小

津先生才是芭洛玛心理上的“家人”。《刺

猬的优雅》的导演不仅将故事的绝大部

分情景都封闭在室内，而且还以主观视

角、摄像机视角和小景别详尽地表现三

位主要人物的面部表情、房间布置，令主

观情绪中的画面空间成为影片的有力象

征空间。这样巧妙的镜头语言与艺术构

思，不仅切合了影片“优雅”高贵的影调，

也表达了深邃的生命与艺术哲理。

（作者系四川传媒学院编导艺术学

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