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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3 日，第 95 届奥斯卡金像奖

颁奖礼落幕，各大奖项也各归其位，回

顾本届奥斯卡获奖影片，科幻片的成

绩尤为醒目，其中，黑人设计师露丝·
E·卡特再次凭借科幻电影《黑豹2》摘

的最佳服装设计奖（卡特在第91奥斯

卡角逐中凭借《黑豹》首次获得最佳服

装设计奖）颇受关注。服装，作为电影

视觉构建的重要部分，一直以来承担

着塑造人物形象、侧写社会环境、打造

影像风格、形成主旨象征等重要功

能。而在科幻电影的语境中，角色的

服装设计又尤其显得与众不同，其不

仅可以“脱离既有现实”，更可以在科

幻故事的空间中，以更前卫的理念，更

丰富的想象，更极端的设计，呈现一种

“未来式”的、风格化的“非真实性”。

从开启严肃科幻电影时代的《2001 太

空漫游》，到“超级英雄”进驻科幻电影

领域，我们看到，科幻电影的发展史与

风格化的科幻电影角色服装设计同轨

并行，那些留名影史的经典科幻电影

中，诞生了太多闪耀的科幻角色，而风

格化的角色服装设计也和角色同一，

成为这些电影作品历久弥新的艺术记

忆点。

一、纯色的铺陈与对比

提到科幻电影，《2001 太空漫游》

不可不提。这部在科幻电影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诞生于 1968 年，导

演库布里克站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

现实坐标上，构建了二十一世纪人类

向外太空探寻的未来空间，更在科技

构想之上，深入思考了关于人类和科

技之间的对立，人类存在等哲学命

题。从《2001 太空漫游》开始，科幻电

影正式进入“严肃科幻”时代。电影展

现了宇航员登月和宇宙空间站等科技

成就，而实际上，人类实现登月壮举是

在电影上映一年后的1969年7月，而到

1971 年苏联发射人类第一个空间站

“礼炮”时，距离电影上映时，已经过去

三年。当电影的科幻画面最终被现实

的科学发展所印证，《2001 太空漫游》

作为电影作展现出来的科学性和前瞻

性才真正被人们所了解。而这种科学

性和前瞻性也离不开电影风格化的角

色服装设计。

其一就是纯色的运用。当科学家

弗洛伊德出场时，他身着深咖色的西装

套装，为他服务的飞船空姐和其飞行员

则是一身白色的套装；他在空间站中遇

到的两个“前台”则是通体的粉色，而无

论是在空间站交谈的科学家们，还是会

议现场的科学家们，都穿着深色的纯色

套装，以咖啡色、深蓝色、黑色为代表。

而另一个章节中两位宇航员的服装也

是如此，无论是两人在舱内的灰蓝色工

作服，还是两人一红一黄两套宇航服，

都是纯色。我们发现，这种纯色的运用

不能与电影的场景色彩剥离开来，人物

服装色彩与空间色彩的呼应和对比，是

《2001太空漫游》角色服装色彩选择的

两大思路——在灯光昏暗的机舱，机组

人员的服装是白色，白色即使在黑色场

景中也能突出，并可以反射不同颜色的

光，与驾驶室的红色融为一体的效果也

是这样呈现出来的；而到了明亮洁白为

主的中转站，鲜艳的粉红色代替白色成

为工作人员的套装颜色，在空间中显得

突兀而怪异；在灰暗的会议场景中，科

学家们是清一色的深色的套装，与环境

色彩形成统一的色调，而在白色明亮的

空间里，深色套装又与环境形成对比，

突出人物在环境中的位置；整体来看宇

航员的衣服是红黄蓝色彩三原色，在凸

显角色的同时，也通过基础色彩的构建

隐喻影片人类文明起源的命题。

如我们所知，现实世界的人类服装

不仅颜色丰富，而且花色款式复杂多

样。纯色，正是电影创作者站在“反现

实”的角度去构建未来世界作出的服装

设计选择。我们看到，除《2001太空漫

游》外。纯色的风格化服装设计大量运

用于科幻电影中。如由汤姆·提克威和

沃卓斯基姐弟共同执导的科幻电影《云

图》也是如此。在2144年的首尔章节，

复制人们穿着相同的纯色紧身连衣裙，

上班时是饱和度极高的宝蓝色为主，下

班时则是白色。而当觉醒的星美被张

海柱带走后，给她穿上有花色的和服浴

衣，这种对比也代表着“复制人”变为

“人”。而星美被行刑时行刑者的纯红

色斗篷，从色彩上与一种“复制人”的白

色形成对比，也暗含了一种的对立关

系。同样的例子还有《银翼杀手》里的

瑞秋的标志性纯黑色套装、《黑客帝国》

中的角色纯色服装等。

二、身份的“抹杀”与强调

在《2001 太空漫游》中，主要人类

角色可以大致科学家、宇航员、以及空

间站工作人员三类，在此基础上，我们

发现，库布里克对于角色服装的服装

设计始终紧扣“职业身份”，如电影中

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科学家们，或是

西装革履，或是身穿宇航服，而以大卫

和富兰克为代表的宇航员或在舱内穿

着简洁的工作服，要么穿着宇航服游

走在太空船内外，这种从服装的同一

性建立人物同一性的方式，无形中抹

杀了人物除“科学职业”外的其他社会

身份，突出影片科技核心的同时，也暗

示了科技发展的未来，人类与科技的

矛盾关系。

当科幻电影进入“超级英雄”时

代，“超级英雄”也就成为了科幻电影

中新的职业。而角色的“职业装”明显

与其他科幻电影不同。如果说其他科

幻电影对于角色职业装的设计，以“未

来感”“统一感”为主要思路，那么“超

级英雄”电影就是强调“科技感”和“个

性化”。我们可以看到，从超人的“内

裤外穿”紧身套装，到钢铁侠的科技战

甲，从黑寡妇的一身皮衣，都是在服装

上强调超级英雄角色的身体力量的典

范。值得一提的是，超级英雄的角色

设定不乏“动物变形”，与之相对的，角

色的服装设计也形成“仿生科技”的风

格。比如蜘蛛侠的全包裹紧身衣，采

用红蓝配色，服装上的线条是模拟“蛛

网”的设置，胸前的蜘蛛图样仿佛置于

蛛网中央，在强调蜘蛛侠的超级英雄

特殊性的同时，也通过网格重塑了角

色的肌肉线条，凸显了蜘蛛侠的力量

感；黑豹也是如此，尤其是角色的“面

罩”，甚至设计了“双耳”模拟豹的外

形，加之基础的编织感面料和几何线

条分割和辅助，让这只“黑豹”充满神

秘感和攻击性。

而在电影《黑豹》系列中的角色服

装设计之所以能拿下奥斯卡最佳服装

设计奖，绝不仅靠着主角黑豹的个性

服装设计，影片中以非洲传统服饰文

化为设计蓝本，以现代方式演绎，形成

的多样服饰体系才是其致胜的关键。

在《黑豹》和《黑豹2》中，我们能看到不

同部落对非洲不同民族服饰风格的化

用：比如片中的河流部落服饰，来源于

非洲埃塞俄比亚的苏里族服饰；山矿

部落的服饰则最大限度的还原了非洲

西南部的纳米比亚辛巴族的服饰风

格；片中的边疆部落服装对应的是非

洲东南部的莱索托服饰。正如设计师

卡特所说，她一方面用服饰去探索自

然的形态，一面又用高新技术还原科

技感，片中服饰大量采用3D打印技术

就是明证。

在科幻电影中，通过角色服装的

风格化设计，我们不仅能瞥见科学技

术发展，也能看见传统文明的复兴；

不仅能进一步走进角色，也能享受完

整视觉；不仅能看到对科技的个性化

表现，更可以进一步透视科技文明之

下，人的异化和人类文明衰落的可

能性。

（作者系湖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重

要组成部分，民族音乐文化内涵丰富、

形式多样，在当代仍蕴含着弘扬民族精

神、展现民族特色、促进中华文化繁荣

发展的重要价值。在新时代背景下创

新传承民族音乐文化，能在彰显中华民

族文化多样性的同时，提升中华文明的

传播力、影响力。高校作为文化传承、

精神弘扬的重要阵地，其音乐教学应重

视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入，响应教育部提

出的“进一步强化民族音乐教育内容，

让广大学生在学习民族音乐的过程中

了解中华文化变迁……汲取中华文化

艺术精髓”要求。为此，高校音乐教学

应以多元化的民族音乐文化涵养学生，

结合音乐教学资源的丰富、教学方式的

创新，突破音乐专业限制，面向全体大

学生开展教学，有效发挥民族音乐文化

的美育和德育功能，展现其艺术价值和

育人功能，实现民族音乐文化的高质量

传承。

民族音乐文化

融入高校音乐教学的价值

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中国民族音

乐文化积累了多元内涵、民族精神及多

种形式，具有较强的地域性、民族性，在

当代仍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

精神价值，展现出较强的生命活力。基

于此，将民族音乐文化融入高校音乐教

学，能在丰富教学内容资源的同时，带

动教学模式的创新，在文化传承中厚植

音乐教学精神根基，在教学中提升学生

的民族音乐技能，深化文化价值引领，

助力学生形成对民族音乐文化的深刻

认同，培育大学生文化自信，助力高校

培育出综合素质较强的时代新人。从

民族音乐文化角度看，其融入高校音乐

教学，是拓展传播范围、创新传承实践、

展现多元价值的重要途径。作为文化

传播的主要场所，高校承担着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音乐教学也在其中占据重要

地位。在此视角下，民族音乐文化的融

入，能深化音乐文化资源的挖掘，并从

高校场域逐步拓展音乐文化的传播范

围，借助音乐教学的实践，在师生充分

参与中实现音乐文化的创新传承，以教

学活动展现民族音乐文化的多元价值，

深化文化培育和精神引领，促进民族音

乐文化的高质量发展。从高校音乐教

学角度看，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入能在丰

富教学资源的同时创新教学模式，并在

二者的有机融合中强化时代新人培育

质量。从教学层面看，民族歌舞作品、

民族音乐电影、舞台剧等都可成为音乐

教学的素材，其能在开阔学生文化视野

的同时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引导学生在

多元教学实践中深刻感悟民族音乐文

化的精髓，在民族音乐文化潜移默化的

影响下培育文化自信，实现音乐教学更

全面的育人目标。

民族音乐文化

融入高校音乐教学的策略

促进民族音乐文化融入，高校应立

足地方实际，结合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

需求，以新时代新形势为导向，深挖资

源、创新形式，关注不同教学主体之间

的密切合作，营造浓厚的民族音乐文化

氛围，以全方位实现音乐教学目标、高

质量传承民族音乐文化。

1.提升音乐教师文化认知水平，在

教学中凝聚音乐文化精髓

教师是高校音乐教学的主要引领

者和实施者，其音乐文化认知水平对

教学效果具有重要影响，也决定着民

族音乐文化的融入进程。基于此，高

校应结合必要的培训锻炼及合作交

流，全面培育教师的民族音乐文化认

知，提升教师文化育人水平，带动教师

音乐教学理念创新，使其在教学中凝

聚文化精髓，在实践中传承音乐文

化。对高校而言，其应在宏观规划层

面重视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入，强调音

乐教学的通识性，在音乐专业课程教

学之外设置面向全体大学生的音乐课

程，以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的模式

支撑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入，拓展音乐

教学范围。同时，高校应为音乐教师

提供必要的文化培训，结合内容多元、

形式多样的民族音乐文化，全面深化

教师的文化认知。高校还可与其他高

校及相关音乐文化机构密切合作，定

期开展学术交流、教学研讨，在经验交

流和总结分享中全面提升教师的音乐

文化素养，为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入提

供坚实引领。对教师而言，其应意识

到民族音乐文化融入的多元价值，从

文化传承、教学创新等角度发现民族

音乐文化的深远影响，并养成重视文

化传承、创新教学活动的自觉意识，在

日常教学管理工作之余积极参加相关

培训，主动开展音乐文化研究，在不断

学习和实践锻炼中深化民族音乐文化

认知，以此引领民族音乐文化的高质

量融入。

2.深入挖掘特色民族音乐资源，在

传承中丰富音乐教学内容

民族音乐文化具有较强的地域性

和民族性，将其融入音乐教学，需重视

不同音乐文化资源的挖掘，在高校与地

方音乐文化机构的深度协作中丰富教

学内容，以音乐教学实现民族音乐文化

的有效传承。一方面，高校应立足本校

音乐教学实际，结合地方音乐文化特

色，强调与相关机构的合作，带动教师

更深入地开展音乐文化资源挖掘，拓展

音乐教学内容。为此，高校应着眼于地

方特色，以民族音乐文化学术研究的形

式挖掘资源。高校可通过民族歌舞剧

团实地考察、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人交

流、共同参与民族音乐作品创作等形

式，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民族音乐文化资

源，并将此类音乐资源纳入音乐教学，

从文化传承、文化自信培育等角度开展

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以为音乐教学提

供坚实的内容支撑。另一方面，高校及

教师应立足多元化的民族音乐文化资

源，灵活调整教学内容，在音乐教材的

本土化编写、音乐课程的特色化创新中

呈现多元化的教学内容，丰富音乐教学

的内容展现形式。为此，教师应在教学

中优化调整教材的资源来源和内容编

写，在音乐理论知识教材中增加民族音

乐作品、展现民族乐器，在丰富音乐教

学内容的同时创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

承形式，在教学活动的实践中培育学生

民族文化认同。

3.运用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方式，提

升民族音乐文化的感染力

民族音乐文化具有多样化的展现

形式，将其融入音乐教学，能在丰富教

学内容的基础上创新教学形式，深化文

化引领，展现其特有的感染力和影响

力，营造浓厚的音乐文化氛围，便利其

隐性育人作用的有效发挥。针对当代

大学生的学情实际，高校及教师可设计

兴趣导向教学法、中西碰撞教学法、情

景体验教学法等模式，在重视学生主体

地位的基础上，以特色民族音乐文化激

发学生参与热情，带动亲身体验，以多

种多样的教学方式展现民族音乐文化

的感染力，促进音乐教学实效的提升。

例如，教师可设计情景体验教学法开展

音乐教学，针对音乐教学主题，选择恰

当的民族音乐作品，使用虚拟真实、5G

等信息技术直观展现民族音乐作品的

创作历程，为大学生提供直接参与作品

创作传播的途径，帮助学生直观感知作

品蕴含的文化精神，深化文化认同，提

高音乐教学效果。同时，教师可借助各

类民族音乐电影作品丰富教学形式，在

音乐课堂中展示《半个月亮爬上来》《笙

声》《大河唱》等代表性音乐电影，提升

音乐教学的吸引力，以此承载民族音乐

文化与音乐教学的有效融合。

（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莫斯科艺术

学院讲师）

《大洋之间的灯光》根据英国作家

M.L. 斯特德曼的同名小说改编，小说在

美国出版后，很快便登上了《纽约时报》

畅销书榜单。电影中三位主要人物汤

姆、伊丽莎白、汉娜各自对应着三种不同

的人生选择值得我们深思，他们三人在

一场变故中共同经历着人性、道德、情感

的挣扎，在一切最终归回原位后，他们的

人生也如大海般归于平静。

一、汤姆：在道德的漩涡里坚守

电影的主人公汤姆·舍伯恩是一个

将道德视为人生准绳的人。他从第一次

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经历并参与过一

场世界大战的人，通常会走向两个极端，

一是性格变得暴虐易躁，冷酷无情；二是

厌战情绪和道德观念占主导，不愿再面

对任何伤害，反思战争的不道德，由此沉

默寡言，甚至远离人群。汤姆就是后者

的典型代表。退伍后他寡言少语，选择

了看守灯塔这样一份默默无闻的工作，

想远离那些战争带来的伤痛记忆，远离

喧扰的人群和事物，过一种纯粹简单的

生活。他来到贾纳斯岛，他的工作便是

如实记录海上发生的一切，为过往船只

亮起指引方向的明灯。重复的生活没有

让他丧失希望，他甚至享受这种孤独，沉

淀下来与自己对话，找到了生命的真

谛。在他以为生活会这样一成不变地继

续下去时，伊丽莎白的出现将他的人生

全部改变。他们举办了浪漫的婚礼，婚

后伊丽莎白随汤姆来到贾纳斯岛，两人

相依为命，因为有了彼此的陪伴，孤岛生

活幸福而美满。故事的转折出现在伊丽

莎白意外流产，她性格大变，沉溺于悲伤

之中无法自拔。而第二次流产更让伊丽

莎白再也无法面对生活的重击，从此一

蹶不振。这时，辽阔的大海漂来了一艘

小船，里面有一位已经死去的男人和一

个啼哭不止的婴儿。在伊丽莎白的不舍

情绪和母性天性作用下，汤姆放下工作

的职责，没有将这一切记录到海上日志

中，而是埋葬了男人的尸体，把孩子据为

己有，并取名露西。

孩子一天天长大，汤姆一边享受着

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一边却始终没能

放下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一直担忧小露

西的身世之谜。在一次偶然机会下，他

回大陆后在墓地偶遇一位母亲在祭拜

死去的丈夫和女儿，她面前的那座墓碑

上分明刻着的，就是露西的真实身份，

和她曾经在父亲怀中漂流海上的过

往。汤姆此后再也无法直面他看似幸

福的生活，因为那是剥夺了别人的幸

福，用他人家庭的破碎换来的自己家庭

的圆满。最终，他主动揭发了自己的过

错，选择接受法律的制裁，在监狱中反

省自己，以获得救赎。

二、伊丽莎白：在欲望的余烬中重生

影响电影故事发展的另一个重要

人物则是女主角伊丽莎白。她的出现，

改变了汤姆的一生，她的行为也改变了

自己的一生。他们结婚后，生活幸福。

若不是经历两次流产的致命打击，伊丽

莎白这样纯真善良的女孩一定能安然

度过她的一生。接连两次流产就使她

濒临崩溃边缘，她不再相信自己能再度

生育，甚至丧失了生活的全部信心，而

此时海上漂来的一个孩子让伊莎贝尔

重获新生，与其说是伊莎贝尔拯救了这

位失孤的幼婴，不如说是这个孩子拯救

了处于绝望境地的伊丽莎白。她像为

孩子取名露西，并祈求丈夫留下孩子，

隐瞒这场事故。

耶鲁大学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

师Barbara Almond在2011年出版了一部

颇具争议的著作《里面的怪物：母性隐藏

的一面》，提出“母性既包含正面情感，也

包含负面情感”的事实，认为母性是一个

不能够被谈论的罪恶，是房间里隐藏的

怪兽。“成为一名母亲”对于一位女性来

说无疑是合理的，无论介于女性自身的

生理、心理需求，还社会外界的普遍认知

和期待，“生育”都应当是育龄阶段女性

的人生追求之一。但伊丽莎白却以此为

执念，将自身的母性特质和“成为一名母

亲”的欲望无限扩大、曲解，甚至演变为

一种病态、变态的思想和观念，初次流产

后她拒绝汤姆为他请医生看病，她认为

一个女人保不住自己的孩子是一件可耻

的事，二次流产后她更是将露西据为己

有，在他人对她一个人在岛上也能顺利

生下孩子的赞叹中获取认同感。

但影片并未给观众如此绝望的结

局，伊丽莎白最后被汤姆的一封信所打

动，她终于醒悟，占有原本不属于自己的

东西就是不道德的行为，她应该珍惜能

抓住的东西，而放下逐渐远离的事物。

在情感、道德和欲望的困境中，她最终选

择承认了自己的犯下的过错，走出对于

孩子的疯狂渴望，和汤姆面对一切法律

上、心灵上的责罚与制裁。这样的转折

是作者和导演的关于人性、欲望和道德

的一次和解。

三、汉娜：在原谅的曙光中拥有

汉娜虽然在影片后半段才出现，但

丝毫不影响她成为整个故事出现转折的

关键性人物。汉娜是露西的生母，但丈

夫和仅两个月大的孩子却在一场事故中

漂流海上，丈夫不幸在途中去世，孩子被

汤姆夫妇救起并收养。汉娜对拿回孩子

的抚养权志在必得，可她没有预想到的

是，此时的孩子已经是被汤姆夫妇养大

的露西，而不是曾在她襁褓中安睡的格

蕾丝（孩子的本名），孩子只认伊丽莎白

为母亲，而拒绝亲生母亲汉娜的拥抱。

在露西的童年成长中，陪伴并给予她关

爱的是伊丽莎白而不是汉娜，所以当小

小的她逃离汉娜而去海边寻找灯塔和

“父母”时，她渴望的依旧是曾经给过她

乳汁的伊丽莎白，而不是面前这位告诉

她自己才是她亲生母亲的“陌生人”。对

于露西的出走，汉娜这才顿时醒悟。

一面是对终于失而复得的孩子的渴

望，一面是对孩子能否健康成长的担忧；

一面是对曾经占有她女儿致使母女不能

团聚的汤姆夫妇的憎恨，一面是丈夫曾

经遭遇坎坷却依旧乐观选择原谅的形象

不断闪回，汉娜最终选择了原谅这一

切。因为她明白，放下心中的怨恨和执

念，敞开心扉，才能重新开始生活，重新

给女儿一个快乐健全的家庭，她和女儿

的关系才能走向和解。宽容乃是人生的

灯塔，小露西虽然已经寻不回曾经照亮

她生命之初的温暖灯塔，但一定有一座

更加坚固与温馨的家的港湾在等着她，

陪她走过漫漫人生长路。

正如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景物描写

——苍茫的大海、蜿蜒的海岸、孤独的灯

塔，绝美的晚霞、赏心悦目的岛上风光，

影片也高度契合小说的描绘，营造了一

种令人神往的氛围，片中景物无一不象

征着人物情感的发展和故事情节的走

向，画面的设置会经常与人物内心独白

形成照应。此外，整部电影有着迷人的

色调，前半段的画面一直呈现出较低的

饱和度，常常像蒙上了一层雾霾，最终一

切归位之后，阴沉散去，汤姆和伊丽莎白

安度余年的小岛风光旖旎，阳光充足，象

征着人物内心的清明与豁达。

道德和法律是这个世界不至于坍

塌、人类不至于迷失的最后底线。正如

在影片中不断出现的灯塔意象，它矗立

在大洋之间，孤立海中，孑然一身，虽身

影孤寂，但其灯光又是明亮的，射向广阔

的海面，指引着方向，代表着希望，从容

而坚定地守护着人类的精神操守和道德

底线，守护着人世间不应丢弃的那些美

好。在海上迷途中的人们，正是因为有

了灯塔的指引，才不会迷失，最终找到美

好大陆与幸福人生。每个人心中都应该

有一座屹立不倒的灯塔，它是希望所在，

更是生命之所在。

（作者系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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