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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权的解构，女权的觉醒
——迪士尼公主电影人物形象的嬗变

■文/于秉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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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影视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方法路径

回顾迪士尼的电影发展史，公主

电影在其中熠熠生辉。自 1937 年上

映的动画电影《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

人》起，至2016年《海洋奇缘》为止，迪

士尼塑造了一系列的公主形象。几

十年来，迪士尼的“公主世界”不但在

公主数量上不断增加，人物形象也在

不断丰满。迪士尼公主电影的发展

史，折射出女性平权的社会性进步，

焕发着女权主义的光芒。

一、梦幻爱情童话下的反思：

女性的被动地位

作为迪士尼最早的公主电影，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为迪士尼

公主电影框定了最初的情节定式

——美丽善良的公主收到恶毒反派

的迫害，经历磨难后，获得王子的拯

救，并嫁给了王子，故事迎来大团圆

的结局。《睡美人》也是如此。20世纪

60年代，汉斯·罗伯特·姚斯基于文学

史研究和文学作品的阅读，创立了接

受美学，“期待视野”是其理论体系中

最重要的概念。所谓“期待视野”是

指“阅读一部作品时读者的文学阅读

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

随着社会的发展，基于文学阅读而产

生的接受美学逐渐被引入传播学领

域，无论是文学、新闻、广播还是电影

的传播，站在受众的角度研究其“接

受”行为和心理结构，成为媒体及文

艺创作新的传播突破口。童话故事

是迪士尼公主电影的创作源泉，从

《安徒生童话》到《格林童话》，从儿童

到成人，从故事书的描绘到母亲的讲

述，这些故事早在电影“传播—接受”

过程之前就深深植根于受众心中。

而迪士尼在早期的公主电影中基本

没有对原故事文本作出创新性的改

编——公主善良美丽、王子英俊勇

敢，尽管遭受挫折，但邪恶终将会被

正义打败，王子和公主最终会幸福地

生活在一起。王子的吻，代表着美好

的爱情，这构成了早期迪士尼公主电

影的主题框架——梦幻爱情童话。

如今，当我们站在电影剧作的角

度，再度审视仔细这一类公主电影中

的爱情故事和人物形象时，便可以瞥

见其不足。公主和王子的爱情线十

分单薄，基本上遵循一见钟情的模

式，在《睡美人》中甚至还加入了“联

姻婚约”的情节，且公主和王子的爱

情基本上没有是什么循序渐进的发

展过程。而人物形象上的单薄之处

则更甚于情节，这不仅表现在不同作

品比较下，人物的定型化、脸谱化、单

一性，也表现在同一作品中，除主要

人物外，其他人物形象的刻画趋于空

白。确切地说，在剧作上，人物情感

和行为铺垫如此缺失，是难以使观众

信服的，不过，由于早期迪士尼公主

电影以二维动画为主要形式，受众定

位倾向于低幼，所以这种缺失反倒使

情节直接化、简单化，既为动画电影

的画面制作的精良化留足了空间，也

可以达到直接的传递良好的价值观

的效果，符合儿童受众的观影需求的

同时，也能起到价值引导的作用。

作为一种特定的电影类型，公主

电影理所应当地将作为女性的“公

主”放在核心位置，然而，这种“主角

光环”并不意味着在人物权利关系上

处于主导地位，拨开爱情童话故事的

华丽外衣，我们会发现，早期迪士尼

公主电影依然是男权观念主导下的

产物。我们回顾从情节上看，无论是

白雪公主还是睡美人，甚至是灰姑

娘，她们最终得以摆脱生活的困境、

获得新生，都是依靠作为男性的王子

的力量。白雪公主面对送上门来的

毒苹果，缺乏判断力和警惕性，她的

善良并没有以智慧作为基础；睡美人

对于自己被诅咒的命运一无所知，在

黑魔法的作用下受伤沉睡，直到醒

来；灰姑娘对于继母和两个姐姐的压

迫一直采取隐忍和顺从的态度。而

作为女性的公主们，她们的幸福也被

统一为一种单一的样式，即美满的爱

情和美满的婚姻——这一故事逻辑

之下，隐藏着对女性力量和价值的低

估和蔑视。除此之外，早期迪士尼公

主电影的男权意识还体现在反叛角

色的塑造上——从《白雪公主和七个

小矮人》中的恶毒皇后，到《睡美人》

中的恶仙女，从《灰姑娘》中的恶毒继

母及两个姐姐，到《小美人鱼》中的章

鱼女巫，反派角色无一例外的都是女

性，而男性角色则以王子为代表，从

小矮人到灰姑娘的父亲，再到小美人

鱼爱丽儿的父王，显现出整体的正面

性。在人物塑造上，善恶的分化和男

女性别分化的一致性并非偶然，而是

暗暗地传递出一种对男性整体的肯

定，相对的，只能将“恶”的元素投射

到个体的女性角色身上。

二、反叛与追求：女性意识的

觉醒与升华

1989年，迪士尼第四部公主电影

《小美人鱼》上映，此时，距离迪士尼

上一部公主电影《睡美人》上映已经

过去了整整三十年。三十年间，社会

的进步和人们观念的改变悄然进行，

为公主电影的创作培育了不同的社

会土壤，作为主角的小美人鱼也闪耀

着与“前辈公主”们不同的光彩。女

权主义思想发源于19世纪，随着欧洲

工业革命的发展，生产力得到发展，

一部分女性得到了社会化的工作机

会，女性意识也开始随之觉醒。初期

的女性主义以经济上的男女平等，和

争取女性的受教育权和选举权、立法

权等基本政治权利为主要诉求。进

入 20 世纪，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契

机，在男性投入战争，社会经济发展

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鼓励女性走

出家庭，参与社会劳动，于是大批女

性在经济、思想上走向了独立，用自

己的智慧和能力证明了女性与男性

的平等性。在因战争导致的社会需

求过去之后，社会倡导女性再度回归

家庭，可已经觉醒的女性意识并不屈

服于男权社会的价值倡导，于是，第

二次女性主义高潮拉开了序幕，其成

效是有目共睹的。这种转变也在电

影艺术中被反映出来。

回到《小美人鱼》的电影文本，小

美人鱼不满足于海底王宫的公主生

活，而是对大海之外的事物充满好奇

心，她反抗父王为她安排的婚姻走

向，在岸上邂逅了心爱的王子，为了

获得王子的爱，她不惜用自己的声音

和女巫做交易，换来人类的双腿，为

了让王子在天亮之前爱上自己，给自

己一个真爱之吻，化身人类的小美人

鱼在不能发声的情况下不断努力，最

终，她得到了王子的爱情，也打破了

女巫的诅咒。这是迪士尼第一次对

童话故事进行结局颠覆式的改编，安

徒生笔下的小美人鱼原本是一个隐

忍而悲情的人物，在迪士尼的电影故

事里却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我们

欣喜地发现，虽然《小美人鱼》的故事

最终也走向了“王子和公主永远在一

起”的大团圆结局，不过，和以往的公

主电影不同，小美人鱼身上有着现代

女性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由于这些

新的人物特点的出现，《小美人鱼》可

以看作是迪士尼公主电影中女性意

识觉醒的先声。

1991年，《美女与野兽》上映。这

部电影讲述了平民女孩贝儿为救父

亲，前往阴暗的城堡，与“野兽”共同

生活，朝夕相处中，贝儿与“野兽”之

间产生了美好的爱情，与爱人携手并

肩，共同战胜了“讨伐野兽”的居民大

军，正是这真挚的情感，贝儿解除了

爱人身上的诅咒，野兽变成了王子，

两人最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与之

前的迪士尼公主们不同的是，贝儿是

第一个拯救王子的公主。在她之前，

公主们都要靠王子的拯救才能脱离

苦海，但在《美女与野兽》中，无论是

贝儿的父亲还是王子，身陷囹圄的都

是男性。而作为女性的贝儿，则是勇

敢而善良的拯救者，且始终是故事中

的“中心英雄”，从“被拯救者”到“拯

救者”，女性形象从对男性的依附性

中渐渐独立、解放出来。在电影《美

女与野兽》中，不仅着重塑造与众不

同的女性角色，更隐含着对男权社会

的整体批判。在迪士尼的改编之下，

小镇人民普遍将热爱阅读的贝儿和

她醉心于发明的父亲视为现实生活

格格不入的怪人，其中出现了迪士尼

公主电影史上第一个男性反派角色

——加斯顿。而电影为贝儿铺垫了

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用美好的结局

证明，女性的幸福不应该被世俗定

义，保持独立思考，有自我判断的女

性，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属

于自己的幸福。男性也不是社会的

唯一能力者，他们同样会软弱会经受

苦难，甚至必须依靠女性的力量才能

渡过难关。从《美女与野兽》开始，迪

士尼从人物塑造上，开启了对男权的

解构之路。

在2013年的《冰雪奇缘》中，出现

了第一个反派王子形象，2014 年《沉

睡魔咒》对《睡美人》的故事进行了大

刀阔斧的改编，故事中爱洛公主的父

亲，被塑造成一个自私的男性，正是

因为他割了爱人的翅膀，换取远大前

程，昔日的爱人终于“黑化”，向新生

的小公主施与沉睡魔咒。打破男性

角色的单一正面性的同时，迪士尼也

对一系列传统“恶女”进行正名，其

中，较为典型的当属《沉睡魔咒》中的

恶精灵马琳菲森，原故事中，这位恶

仙女的恶行动机为“嫉妒”，从人物行

为逻辑的角度上考量，这一动机显得

单薄无力。于是，在《沉睡魔咒》中，

马琳菲森与斯特凡的爱情成为故事

的前奏——马琳菲森在爱情中受尽

欺骗与伤害。但当眼见着可爱的公

主一步步成长，原本坚硬的心渐渐软

化，生出对公主的真挚母爱。最终，

正是马琳菲森出于母爱的“真爱之吻”

拯救了公主。在这个故事中，“爱情”

走下了神坛，让位于同样美好的亲

情。而迪士尼公主电影中爱情的退

位，其实由来已久——从《风中奇缘》

中宝嘉康蒂目送爱人远走的结局，到

《勇敢传说》中，梅尔达反抗母亲的管

教和传统婚姻制度，她的个人价值，完

全建立在爱情之外。迪士尼正在传达

这样的价值观——爱情固然美好，但

女性的价值从来源自其本身。

伴随着数十年的发展历程，迪士

尼带给了我们数不胜数的经典，并已

经成为了当今文化价值传播的重要载

体，其人物特征的展现尤其是公主角

色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社会

主流价值的发展和演变。在未来，期

待更多的动画作品能够引领着人们的

目光，朝向多彩而绚丽的远方。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

副教授）

红色影视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表

现形式，不仅具有一般影视的通俗性、

艺术性等特点，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

较为丰富的思想教育性。将红色影视

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政教育中，不仅能对

传统的思政课堂进行改善，丰富思想政

治教育的方法及内容，而且能对当代大

学生的价值观起到进一步的导向作

用。因此要充分挖掘红色影视蕴含的

思政元素和价值，重视红色影视进课

堂，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一、红色影视的类别和特征

红色影视的主要功能就是传播弘

扬中华文化，传承民族精神、革命精

神。它主要以电影、纪录片、电视剧等

形式出现，类别极为丰富，按照时代特

征和表现主题的不同，可以将红色影视

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我国革命年代为

背景的影视作品，主要展现了中国人民

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第二类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进行社会

主义改革过程中所展现的反映现实的

作品。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红色影视作

品，都有着如下几个共同特征：

（一）鲜明的时代性和人民性

红色影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

征。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

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

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始终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中国才能在新时代发展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中华民族才逐渐实现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发展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红色影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

境下，同新的时代精神相互融合、相互

促进，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历经时代的

考验，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

的内容体系。

（二）典型的意识形态性

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不同的上

层建筑，意识形态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形

成的较为固定的思维模式。红色文化

的作用就是传承红色精神，发扬红色理

念，凝聚社会共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

级专政。红色影视作品作为红色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

为了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巩固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深刻反映社会主义

的本质，通过艺术的手段让人们感受到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继续坚定不移地走

社会主义道路。红色影视的题材多为

革命年代以来的真实历史故事和英雄

人物事迹，这些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不同

的历史阶段共产党人百折不屈的革命

精神和坚定崇高的政治理想，具有极强

的意识形态引导作用。

（三）潜在的道德教育性

道德教育顾名思义就是通过道德

来潜移默化地教育他人，让他人在内

心深处认识到某一行为正确与否并

加以区分，从而在现实生活中指引自

己的思想和行为。红色影视的另一

作用就是其具有深刻的道德教化功

能，将红色影视运用在大学生的思政

课堂当中，能够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

道德素质，提高其道德理念和道德水

准，引导其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

红色影片《焦裕禄》当中，焦裕禄在兰

考县四百多个日夜，都始终坚持人民

至上，将人民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

置，在他身上形成的焦裕禄精神指引

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奉献于我国

的基层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乐于

奉献、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共产党

人。要高度重视红色影视作品，不断

挖掘其中的道德教育资源，注重发挥

红色影视作品所带来的思想道德素质

建设功能，进一步培养出无私奉献、乐

于助人、顽强拼搏的新时代大学生。

二、红色影视融入大学生思政

教育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一）大学生缺乏观看红色影视的

动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现代

社会经济技术、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

大学生们较以往而言有着通过互联网

等多媒体技术获取各种信息的便利条

件，国外文化经常以影视作品的形式进

行输出，处于身心成长发育关键期的大

学生们很容易受到不同文化和思潮的

影响，不利于其统一思想观念的形成。

同时，多元文化所带来的冲击不止于

此，很多西方影视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

观念都同我国的国情不相适应，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很多西方影

视中都带有娱乐化、偶像化、享乐主义、

个人主义等内容，这种非理性的思想价

值观念会冲击其已有的价值观念，潜移

默化地影响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价

值观。

（二）红色影视融入思政过程的有

效途径不足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常讲

常新、因时而变的内容，在互联网、多

媒体技术广泛运用的今天，许多高校

已经开始重视运用网络技术来弥补传

统课堂的不足。将红色影片运用在大

学生思政教育当中已经成为了很多高

校强化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但是在

这一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

题。第一，部分高校缺乏对于红色影

视作品的重视，并没有充分挖掘红色

影视背后的思政价值，仅重视发挥了

红色影片的娱乐作用，未起到实质性

的教育作用。同时，部分高校教师在

选取红色影片时也不能很好地联系实

际，往往会造成课堂内容和红色影片

所蕴含的思想之间的脱节。第二，缺

乏长效性发展。很多思政课堂都运用

红色影片对学生们进行教育，但是这

些教育所带来的影响往往只是转瞬即

逝，没能真正融入到大学生们的思想

和行为当中，效果欠佳。第三，学生观

看红色影视效果不佳。在思政课堂上

观看红色影视不仅受到课程时长限

制，学生也往往容易带有一定的应付

心理，没有很好地理解红色影视背后

传达的教育意义。在课下又缺乏学习

红色影视的氛围，不能很好地把红色

影视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相联系。

（三）红色影视挖掘深度不够

把红色影视有效地融入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之中，既保留红色影视的

艺术性，又放大红色影视的教育功能，

使崇高的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身心之

中。除了从红色影视本身入手以外，

还要从红色影视外下手。首先，要把

红色影视视作引子，以点带面地启发、

引导学生挖掘本省、本地区，甚至身边

的红色文化、红色精神。其次，要通过

在校园内举办与红色影视相关的校园

活动，从组织观影到组织理解，从组织

宣讲到组织践行，积极创造有利于红

色文化生根发芽的校园文化，使大学

生在良好的氛围中理解、认同、践行红

色影视所蕴含的红色文化，做红色文

化在新时代的自觉传播者、认同者、践

行者。

三、将红色影视融入大学生思

政教育的路径分析

（一）提高大学生的鉴别能力

红色影视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通过

其蕴含的正确思想价值观念于对大众

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我国的红色影视

作品已经突破传统的一味追求高大上

的束缚，开始由宏观转向微观，以点带

面，以小见大，更加追求平民化视角，从

小人物身上挖掘出闪光点，进而激起大

众的共鸣。如在红色影视作品《长津

湖》中，更多的是以普通士兵的视角来

展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面对严酷的

气候条件和优势武器装备敌人的情况

下，仍然展示出斗志昂扬，不畏困难，不

怕牺牲，英勇顽强的伟大革命精神。正

是在这样坚定信念的指引下，中国志愿

军才能获得整场战争的胜利。红色影

视之所以能够对大众进行理想信念教

育，就是因为其向民众传递正确的价值

观，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的思维观念，

促使大众树立正确的政治信仰和理想

信念。

现阶段，受西方多元文化的冲击和

国外错误思潮的影响，大学生在欣赏影

视作品时会更倾向于片面追求宏大场

面而忽视情节及教育意义的“快餐式”

影视。因此，当代大学生要不断提高自

身的鉴别能力，坚持用全面、发展的眼

光来看待影视作品，避免不良价值观的

冲击。在对影视作品进行甄别、筛选的

过程中，要多加思索，自觉摒弃娱乐性

强而教育性不足的影视作品，要选择审

美性、教育性并重的红色影视作品加以

鉴赏，进而不断进行自身的思想道德建

设。同时在思政课堂中，也要通过相关

课程的设置，引导大学生们筛选有价值

的影视作品，进而不断提高其思想道德

素质。

（二）提高重视程度，发挥思政课堂

实际作用

要想将红色影视真正融入到大学

生思政课堂中并取得实效，首先，高校

就一定要提高相关重视程度，积极进行

课堂模式创新，将红色影视作品用学生

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渗透到课堂当中，对

学生们进行隐性的课堂教育，不断提高

学生们对于红色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其次，高校要改变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

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大量运用红色影视

内容元素，将红色影视内容同思想政治

教育内容有机结合在一起。

为此，高校思政课教师不仅要做好

备课工作，在课程进行到适当的时侯对

红色影视作品的片段进行播放，还要再

播放结束后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了解

学生对于影视片段的感受，并在此基础

上，带领学生深刻地挖掘电影中所蕴含

的深层次内涵，强化对于电影内涵的解

读，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和领悟

能力，推动红色影视作品真正发挥其应

有的教化功能。

（三）优化红色影视作品质量

红色影视以其蕴含的道德教育性

来同其他类型的商业电影作品相区

别，因此红色影视不仅需要追求电影

本身的艺术性，还需要更多地兼顾到

其应有的教育功能，做到视觉体验与

隐形教育并重。红色影视作品应当不

断提高质量，从剧本、导演、编剧到演

员，都要进行准确的筛选和培训，要本

着对历史负责、对艺术负责的精神，坚

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原则，加强创

新，不断创造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的红色影视作品。精选高品质的红色

影视作品融入到传统的思政课堂中，

不仅会一改传统的思政教育单调无味

的面貌，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

让学生们在观影的过程中，潜移默化

地受到其中所蕴含的理想信念的洗

礼，激发共鸣，培养其独立健全的人

格，增强大学生们自身的道德水准和

思想政治素质，最终成为一名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者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