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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德育元素和功能路径探析

被挪威哲学家恩泰斯称之为“深层

生态学”的理论，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

世界具有亲密的依赖关系，无论何种学

科，都可以在生态学的思维和生态学的

视野下运作。对于电影学科来说，就是

以生态主义的观念，建立起一个使电影

理论与批评更加科学化的电影理论体

系。尽管如此，生态电影不是以生态为

主导方法进行的电影创作，它不像形式

主义电影、现实主义电影或类型片归纳

方法所做的那样，它是一种没有被定义

与范式所约束的方法，是一种以对环境

的责任感为核心展开的批评方式。在中

国，随着国家与民众环境保护意识的提

高、生态电影也成为加深对生态主义与

生态文明认识、宣传主流生态意识形态

的重要手段。新冠疫情在2019年底突如

其来，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爆发，也再次

引发了人类对生存发展方式的反思。

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行

的人文景观

在我国，将推动地方经济开发与生

态保护相协调，在发展生态文明的同时

注重当地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始

终是当代中国的国家目标和全民共

识。我国生态电影中，也相应地展现了

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

相促进的人文景观。

1. 立足现实展现经济发展与生态

文明成果

我国生态电影尝试以科学和人文

整合的思路，在人文社会的视野中借鉴

生态科学与有机理论的成果，从生态区

域主义角度来思考生态素养、生态主义

的公民性等问题。许多电影都有机将

社会道德与社会风尚的弘扬、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与生态保护结合起来，展现了

建立在良好生态基础上的和谐社会场

景。在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回乡之

路”单元中，电影情节立足现实，源于横

山区赵石畔镇赵石畔村村民张炳贵的

生活，取材于他辛勤耕耘、沙海种林的

真实经历。张炳贵退休回乡后，偶然在

新闻里看到了杨善洲老人晚年植树造

林的动人事迹，茅塞顿开，决心治理荒

沙，为家乡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力所能

及的贡献。2003 年，张炳贵毅然承包

了300亩低产林改造工程，把荒沙里稀

疏、低矮的“老汉林木”更换为具有防风

固沙、保持水土的生态林。其实，电影

《杨善洲》也是立足现实，以滇西保山市

施甸县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的真实

故事为原本，深情描述了杨善洲书记永

远把人民群众利益置于第一位、在任上

专注民生，大力发展特色生态农业，退

休后又带领人民绿化荒山造福子孙的

伟大精力。在退休前，杨善洲还将投入

了毕生心血的大亮山林场奉献给了国

家，履行了“做一个永不退休的共产党

员”的入党誓言，也推动了中国生态环

境保护与生态电影事业走向了更高、更

美的境界。

2.“精准扶贫”政策下的艺术呈现

“十三五”以来，我国始终践行“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脱

贫之路”理念，在落后艰苦的环境中趟

出了一条助力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

的生态绿色发展之路。在主旋律生态

影片《十八洞村》中，杨英俊、懒汉等当

地村民组成的“杨家班”与扶贫小队携

手共进，充分发挥湘西地区独特的森林

生态资源优势，将长期矿业开采所造成

的大片废弃矿址改造成为青翠连绵的

梯田，种植了郁郁葱葱的老稻谷。在蓝

天白云的映衬下，影片将湖南西部山地

的梯田拍摄得生机勃勃，清澈的河水

边，碧绿的秧苗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一望

无际的梯田中；而杨英俊、懒汉等原本

对生活丧失信心的人也在经济与生态

的“双赢”中变得生机勃勃，充满希望。

这部影片形象地展示了在“精准扶贫”

的政策激发下，物质、生态和社会精神

的共赢局面，成功推广了十八洞村的真

实脱贫经验。

二、自然风光中蕴含的审美意蕴

生态保护主题与电影的结合，不仅

使生态电影的数量急剧增加，影片的表

现内容和表现手法也在多样化的题材

中日趋丰富，在具有观赏性的自然风光

中显现出从雄浑壮阔到清新优美不一

而足的审美意蕴。

1. 美丽风光中蕴含的环保主题

在我国许多生态电影中，都在美丽

风光中体现了一种以可持续发展的经

济方式。例如在历经三年拍摄的生态

保护电影《等儿的湿地》中，主人公在三

江湿地的春、夏、秋、冬四季中始终坚持

保护国家濒危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

与黑龙江省重要自然保护区三江湿

地。这部影片开创了我国故事片与记

录形式相结合的创作先河，在三江湿地

四季风貌绝美风光的背景下，女主人公

与被叫作“等儿”的白鹤之间建立起了

深厚的情谊。在人与动物之间和谐共

处、日复一日的细心陪伴和心灵对话之

后，支撑这部影片基本逻辑的是知识性

的严肃科普；航拍镜头中的大远景、舒

缓从容的叙事节奏、优美悦耳的背景轻

音乐不仅描绘出三江湿地优美的自然

景象，还以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论述了

湿地在地方发展中的多种价值和功能，

并借助女主人公与家人之间对湿地保

护的传承，探讨了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途径。这部电影成功加深了观众对

生态文明的理解。

2.自然风景与人类文明的和谐之美

在保护环境诉求的日益影响下，我

国生态电影努力地扩展着文化内容与

地域空间，在对自然风光的展现外也描

绘着自然与人类和谐共处的和谐景

象。一大批生态电影从偏爱乡野空间

转为将人类的生存空间纳入电影取材

的视野，打破了城乡之间、人类与自然

之间的无形壁垒。由陆川执导的《我们

诞生在中国》从 2014 年起横跨四季辗

转中国全境,拍摄了大熊猫、金丝猴、雪

豹、藏羚羊、丹顶鹤等珍稀动物,重点通

过三个野生动物家庭的故事传达了成

长、欢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主题,从

中体现出我国在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

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成绩。有效

填补了中国在自然动物电影领域的空

白。片中美丽而神奇的中国野生动物

和山河美景传递出爱和家庭这个永恒

主题,能够触动观众的心灵，也展现了

自然风光与人类文明的和谐之美。

3.全球生态主义浪潮下的生态美学

2000 年，美国生态批评家墨菲教

授出版了《自然文：学更广阔的事业》一

书，在这本书中“重新定义我们的情感”

一章中，墨菲教授倡导跨越种族民族文

化的界限，把生态批评置于全球化比较

研究的框架中，标志着生态批评新一次

浪潮的兴起。之后，我国生态电影也超

越了单纯生态电影在类型历史和地理

方面的局限，将地方的全球性观念、各

种地域的人类经验、物质主义、生态女

性主义等内容纳入其中。在中法合拍

的《狼图腾》则以北京知青的视角审视

了内蒙古大草原上的狼群与蒙古族牧

民们，以从自然中汲取知识的亲身经历

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观念审视

与重估人类文明。

作为生态文明观点的大众传播载

体与艺术媒介，我国生态电影正在自觉

汇入全球生态主义浪潮洪流，在富有中

国特色美学的影像中，表达着我国创作

者基于生态主义立场的多元化、深层次

思考。

（申文彬系四川传媒学院助理研究

员；孙浩睿系四川传媒学院副教授）

电影自诞生以来就在大众精神生

活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时至今日已成为

全球文化发展的主流形态之一，对社会

价值观念塑造与思想意识引领产生了

极大的影响作用。当前，我国愈发重视

主流电影作品对观众意识形态与内在

感情的影响力，大力推进电影内核精神

的规范确立。本文对主流文化市场中

电影的德育元素进行探析，深入挖掘电

影与信息网络时代群众德育教育的密

切关联，以新思想、新载体的融入创新

电影德育模式，力求探索出适合我国社

会整体审美形态与文化发展需求的电

影德育方向与发挥路径，从而不断推进

新时期群众道德观念与思想政治水平

的提升完善。

一、电影中呈现的德育元素

我国电影行业的繁荣发展将其所

携带、所蕴含的潜在文化呈现在大众面

前。同时，互联网大环境下短视频的兴

盛与社交媒体的极度活跃进一步加深

了热点电影对群众精神空间与意识思

想的浸润程度，强化了电影文化的厚重

程度与丰富特性，为人们精神品质的优

化提升带来极大助益。近年，大量优质

的主旋律电影涌现，基于多种维度展现

出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伟大成就背后

蕴藏的爱国热情、奋斗动力与民族凝聚

力，对于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

的深化巩固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电影蕴含着丰富的德育元素与强

大的德育力量。

一则，电影作品汇聚了优质的美学

理念，为观众提供了良好的审美提升环

境。电影作为群众文化与大众艺术领

域的“高能量”产品，前沿的艺术形式与

表达理念均在此得到结合运用，观众能

够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欣赏最潮流的

音乐、美术，以及最为先进的光影与特

效技术，感受现代科技同广阔历史范围

中文化艺术衔接碰撞的惊人魅力。同

时，电影作品中的剧情发展、氛围烘托、

人物塑造与对白推进方式等都能够为

观众带来文化艺术审美意识的极大启

发。如《悬崖之上》将画面之美同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东北的战争局势、地域风

情与革命艰辛一并呈现给观众，而《流

浪地球》、《阿凡达》等电影大量融入特

效技术，带领观众感受未来社会的新奇

图景，使其在观影过程中深度体悟现代

美学的力量与特性，深化自身的审美能

力与文学艺术造诣，以美学品鉴能力的

提升促进群众摆脱低俗审美文化，从而

以更高的精神素养带动自身德育水平

的进步。

二则，电影作品的艺术特质促使群

众在观看过程中实现自身情感同电影

情感的共鸣。电影观赏方式的沉浸性

与其叙事的集中性造成情节发展与观

众情绪的紧密结合，使观众在短时间内

跟随电影逻辑与主人公的行为、情感向

前发展，因而具有极强的引领作用。

如：《你好，李焕英》引发了观众对于亲

情的共鸣与反思。《长津湖》受到追捧，

其受众不乏青年学生，电影对于先进革

命者意识思想、奉献精神与劳动成就的

精细描摹为观众带来情感动力，使观众

在观看过程中得到精神升华，正确的革

命道德方向得以树立。再如：《我和我

的祖国》等一系列蕴含主流价值观念的

电影作品集中展现了我国社会发展变

革的过程，通过众多现代化建设优秀成

果激发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进而不断巩

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在社会发展

中的关键地位。

三则，电影作品蕴含的丰富知识为

观众提供了文化知识水平与综合素养

拓展提升的良好机会。电影作为对人

类现实生活与虚拟意识的整体或局部

展现，其中必然大量引用社会发展与人

类运行的逻辑框架，人文特征、自然科

学的诸多信息也不免在其中得到同步

显露。其艺术化的表达方式提升了观

众了解知识、品读信息的强烈热情，且

电影放映的单独光源场景进一步使剧

情紧紧把握观众注意力，在此过程中观

众将会不自觉地跟随情节发展扩充自

己的知识面。其中最典型的即为具有

地域特色的电影作品或古代题材电影

作品，如《猫妖传》将盛唐时期的社会文

化、道德体系、人民生活水平及国家运

行方式等知识潜移默化地镌刻于观众

脑海。同时，部分编剧或导演将自身对

人生哲学、生命起源、未来发展等多方

面的思考蕴于电影之中，使观众在瞬息

之间扩展自身的思维范畴，增强其对自

我、对世界的认知水平。如《2001 太空

漫游》、《降临》、《机械姬》等经典电影作

品深刻阐述人类智慧与时间运行的奥

秘，讨论宇宙家园的发展方向，创作者

通过电影将自身的探索与思维成果传

达给观众，带来思想与灵魂的震撼

体验。

四则，电影作品固有的创新思维促

进了观众创造能力的切实提升。电影

乃大众文化领域艺术文化、哲学文化与

技术文化的集大成者，观众在该种深具

想象力与革新力的精神享受渠道中得

到更加深远的智慧启迪。而电影宏观

叙事同观众若即若离的微妙距离激发

了观众对文化创造的活动热情，并进一

步构建创新发展同本我塑造之间的嵌

合关系，从而实现群众探索钻研与德育

能力发展的共进成果。

二、电影德育功能的发挥路径

电影作品蕴含着丰富的德育元素，

并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引导社会群众向

好向善。当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我国

应进一步加大对电影德育功能的重视，

通过一系列政策规范与行为引导为优质

电影提供更多生存与发展空间，从而不

断提升群众的思想精神与文化水平，最

终实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显著增强。

首先，政府文化部门应当积极引导

社会文化环境的良性构建，并以此为基

础带动主流价值观念电影作品喷薄趋

势的尽快显现，促进电影德育功能强效

发挥。我国应加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念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性、深层次地

建立，营造良好的道德水平与意识观念

的整体环境。

其次，鼓励优质内容创作。电影创

作者对社会现状的认知情况，通过文化

产品内涵的变革向观众展现截然不同

的社会图景。电影对美好品质的更多

展现必然带动观众对其所描绘情形的

向往与追求，进而在潜移默化中自发改

善生活与工作模式，因而，重视内容创

作者，鼓励对历史、对社会现状的真实

表达，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社会主

义文化，有助于实现社会德育环境与文

化道德水平之间的高质量互动。

再次，文化部门、教育部门应当协

同探索建立科学的德育工作理论体系，

并在实践过程中强化理论运行成效。

相关部门应当组织专门研究小组，联合

探索电影德育元素标准同社会意识形

态发展成效之间的科学关系，以牢固的

研究成果助力德育实践活动的引领

效益。

最后，相关机构应当积极推进电影

德育工作机制，在优质主旋律电影上映

时期内积极推广其中的德育元素，强力

引领观众对优质价值观念的关注与追

随，同时联系相似优秀文化艺术成果的

精神内涵，力求不断扩充德育作用范

围，长期融入时代性电影作品，实现电

影德育功能的历史性构建，从而完成对

社会成员的精神引领。

（作者系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设

计创意系【思政部】副教授）

《赎罪》改编自英国文坛大师伊恩·
麦克尤恩所著同名小说，由英国知名导

演乔·怀特指导，讲述了 13 岁少女泰丽

思因自身谎言改编了几个年轻人的人生

轨迹，在二战兵荒马乱的背景下酿成了

无法挽回的悲剧，泰丽斯成为作家后终

生反省赎罪的故事。这部荣获了第六十

五届金球奖最佳影片，入围第八十届奥

斯卡多项奖项并最终拿走最佳配乐奖的

影片，在一般爱情悲剧影片的基础上呈

现出丰富的叙事特征，其中深刻的人性

之思令人深省。

一、丰富多样的叙事特征

1.多视角叙事

《赎罪》的叙事展开围绕着一场戏剧

性的“误会”：年仅13岁、想象力风度却对

爱情与性别尚且懵懂的贵族少女泰丽思，

在一系列误会下错将姐姐赛西莉亚的恋

人罗比指认为凶手，身为管家之子的罗比

被判有罪，并为此付出了青春生命的代

价。为了将事实的原貌与泰丽斯的所见

所感分别叙述，影片在前半部分多处采用

了多视角叙事的方法。在两次第三人称

视角的记录中，观众可以发现这两个疑似

不洁的场景其实都围绕着纯洁的恋情展

开。第一次，赛西莉亚与罗比探讨到关于

未来的理想时，得知对方打算离开六年苦

读医学，以期成为医生摆脱仆人出身。不

舍、委屈和懊恼令赛西莉亚摔碎了花瓶，

不想面对罗比的赛西莉亚索性脱衣跳进

池中去捞碎片；第二次则是情投意合的两

人彻底对对方敞开心扉，在浓情蜜意中缠

绵——但这一切，在泰丽斯看来只是以先

验的方式确定了她想象中的“真相”：罗比

是下流、猥亵的男人。改变三人命运的悲

剧从此埋下了伏笔。

2.套层叙事

泰丽斯视角中的误会与客观上实际

发生的事情，最终又在套层叙事中合二为

一。影片进展到后半段，对塞西莉亚和罗

比风尘颠簸的生活进行大量描绘之后，一

名从面部与发型特征上看明显是泰丽斯

的老年女性出现在画面中的多个液晶监

视器内。原来，影片的前半部分都是晚年

泰丽斯通过自己的创作，营造的一个想象

的世界。一个偶然的谎言让泰丽斯的一

生变成了一场漫长的赎罪仪式。她放弃

了剑桥大学选择了姐姐曾从事的护士职

业，立志帮助真正需要受伤的人们；她用

一生来进行《赎罪》小说的书写，并选择在

身患绝症后上电视讲出自己的故事。由

于拆散两人终身心存内疚的泰丽斯通过

自己的书写让两人在想象的世界里结合，

真实人生里发生的遗憾却始终没有办法

在书中得到填补，令观众唏嘘不已。

3.非时序性叙事

《赎罪》中交织了误会与真相、目击与

回忆、体验与虚构，这种虚虚实实的诗意

在片中以非时序性叙事的方式体现出

来。不断的闪回、迭章复沓的叙事方式、

主观视角与全能视角的陡然切换与穿插

共同讲述，令本片充满令文学与诗的韵

味。除去视角与讲述结构不按照线性时

间叙述以外，还有诸多象征、隐喻与反

转。片头泰丽斯摆弄的城堡玩具与她居

住的贵族庄园十分相似，暗示她某种程度

上也是庄园中的一位“支配者”；罗比在敦

刻尔克海滩上偶然进入一家电影院，银幕

上正放映着马塞尔·卡尔内执导的经典犯

罪片《雾码头》，片中在殖民地服役的法国

士兵在潜逃途中与一位美丽少女一见钟

情，但男主角最终被黑社会人物打死；这

部影片也象征着罗比将死于返回途中；片

尾处罗比与赛西莉亚在海边奔跑的插入

性段落更升华了影片的主题，让悲剧性的

结局蒙上了一层虚幻而美好的浪漫面纱。

二、内蕴深刻的人性之思

1.善恶之交的模糊

在关于作品主题的讨论中，“人性”是

最为屡见不鲜的表达之一。一句谎言造成

一对有情人终身离散，而撒谎者本人也付

出了自己一生的代价赎罪。尽管这一事实

令人感到残酷，但影片对角色个性与角色

关系的刻画都十分立体，一切充满偶然性

的行为都拥有其必然性，所有人都处于模

糊的善恶之交中。早熟的泰丽斯常以文学

家自居，她敏感内向、想象力丰富，撒谎时

除去对罗比的小小报复并无多少恶意，而

是在难以言喻的复杂心态中作出了错误的

选择，即使她本人也很难表述清楚。事实

上，姐姐与罗比亲热的一幕、以及罗比送错

的信如蜂刺一般扎进了这个敏感少女的心

底，她怀着未成年少女对世俗规则的厌恶、

文学家的道德洁癖、对罗比冷落她示爱的

憎恨与报复、对姐姐成熟女性身体的向往

和嫉妒、以及青春期内心难以平息的躁动，

最终产生了一个凝结着迷思、困惑和想象

的伪证。之后，泰丽斯为之终生忏悔，她甚

至放弃了剑桥的学习，到危险混乱的战地

医院去做了一个名普通的护士。

2.带着阶层局限的“人性”

尽管可以将电影中同一角色在影片

前后的不同表现视为“人性善良面的觉

醒”，但归根究底，抽象的“人性”毕竟只是

观众基于生活经验和影片事实所产生的共

同想象，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某种模糊

的理想状态。”换言之，“人性”不过是由物

质世界确立的一种时代表征，是具体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语境中产生的特殊关

系，人性的“善”、“恶”、“美”也不过是某个

特定之社会制度下丰富的群体想象。在影

片发生的英国，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阶层差

异始终存在。罗比从小与两姐妹一起长

大，在剑桥大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由于

是关键之子从未被这个贵族家庭信任过，

因此他宁可离开心爱之人去读六年医学

院，只为改写一个平民之子的命运；在强暴

案件发生后，贵族少女泰丽斯一句谎言便

剥夺了他所有洗清自己清白的机会；而在

塞西莉亚的揣测中，强暴案的真凶是另一

个男仆丹尼，她们从未想到真凶会是道貌

岸然的巧克力大亨。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

之一，是罗比和两姐妹之间的阶级鸿沟，以

及上层阶级对下层的刻板影响：他们必定

是道德败坏、不守规矩的。

3.对“人性”的期盼与呼唤

即使故事主要围绕着塞西莉亚与罗

比的爱情悲剧展开，《赎罪》依然在二战时

期欧洲的大背景下展现更宽广的视野与更

深刻的人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首

次以长镜头展示敦刻尔克大撤退，以2000

名群众演员与复杂的机位移动展现出一副

雄浑苍白的浮世绘。在长达五分钟的时间

里，镜头围绕在海滩行进的罗比周围，拍摄

了这场具有末世绝望感的大撤退中诸多人

性的折射面。这一场景中与前半部分以少

女旖旎心思为主旋律的影像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前者发生在闲适潮热的夏日午后，蜜

蜂在窗前嘤嘤，怀春少女在翻涌的情思中

注视着窗外暧昧的青年，色彩丰韵、气质唯

美；后者发生在颓败阴冷的海岸边，盟军与

和平生活的幻想同时遭到了德国法西斯最

沉重的打击，所有人都笼罩在愁云惨淡的

氛围中，画面中呈现出一种末世般低饱和

度高锐度的特征。乔·怀特用这个长达5

分钟的长镜头展示了他非凡的场面调度能

力和讲述全人类故事的野心。

（作者系武汉体育学院英语专业

2019级本科在读）

《赎罪》的叙事特征与人性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