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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屏世界》征稿启事
《声屏世界》是由江西广播电视台主管主办，是全国广播影视十

佳学术期刊，荣获“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2年）”称号。《声屏世界》
1988年创刊，全国公开发行。

广告

电影《满江红》中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
■文/朱卉平

影视作品鉴赏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探究
■文/曹丽娜 曹晓丽

新时代高校“思政+影视“课程育人模式探讨

电影《满江红》是2023年1月上映的

一部贺岁电影，其以“古装+悬疑+喜剧”

的方式演绎了一个历史题材的故事。电

影以奸臣秦桧将“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岳

飞，至岳飞在风波亭含冤而终，岳飞的岳

家军借秦桧与金人会晤的契机，展开对

秦桧“复仇”的计划为背景展开。影片以

全军传诵岳飞在临终之际写下的《满江

红》为结局，揭示了“精忠报国”的主题。

电影《满江红》获得极高的口碑，其中最

重要和最成功之处便在于电影叙事中处

处渗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体现出的价值观引起了观众的

情感认同，激发了观众的高度共鸣。

传统电影叙事“虚与实”之中的

价值认同

电影将史实与虚构进行融合，历史

人物岳飞是真、秦桧是真，影片故事却是

基于历史真实性对史实进行合理想象的

虚构故事，正如影片一开头便点明的“这

是一个虚构和传奇的故事”。电影故事

虽然是虚构的，但依旧获得观众的一致

认可，在于电影所传达的情感是真，价值

观是真，精忠报国的爱国思想是真。南

宋时期，为何秦桧被俘却安然归朝，究竟

秦桧是否与金人勾结，我们无从知晓；岳

飞的《满江红》作于何时、何种背景，至今

仍是历史之谜；岳飞身上的“精忠报国”

（也有“尽忠报国”之说法）究竟是何人、

何时所刺，我们同样不可知。但是我们

知道的是岳飞是爱国之将，有着铮铮铁

骨，拳拳报国之心。无论当年的历史风

云如何，如今摆在世人面前的则是宋孝

宗为岳飞平反昭雪，将其改葬于西湖畔

栖霞岭，而秦桧的跪像至今仍在杭州西

湖的岳王庙岳飞像前。岳飞所带领的岳

家军和他所流传下的精忠报国之精神在

每一位岳家军子弟兵中生根发芽并流传

后世，如今人们都知道岳飞抗金的事迹，

都知道岳飞是爱国名将，都被岳飞的爱

国精神所感染。

电影以寻找金人密信为起点，这

一线索贯穿全剧，以岳飞的《满江红》

为结尾。金人密信为虚，是电影《满江

红》中的“麦格芬”（“麦格芬”即某人或

物并不存在，但它却是故事发展的重

要线索）；而岳飞的《满江红》是真。在

影片中，金人密信很有可能就是秦桧

通敌的证据，但是究竟密信存不存在、

内容为何，影片并未明确说明，最后只

以一个全景镜头一带而过。而后人也

并不关注这封信是否存在、内容为何，

金人密信只是历史中的梦幻泡影。但

岳飞的《满江红》及词中表达的思想感

情却流芳千古，永传后世，代代歌诵。

效用兵张大、舞姬瑶琴、打更兵丁三

旺、马夫刘喜等人设局牺牲，就是为了

岳将军的《满江红》。相比而言，影片

以假秦桧念出《满江红》全词，全军复

诵，点燃影片的高潮，《满江红》从此被

后人所铭记。

何为真？何为假？何为实？何为

虚？秦桧追求功名利禄，而他府中的总

管何立和副总管武义淳在看信与不看信

之间徘徊，亦是为了自己日后能依傍这

一秘密抓住秦桧的把柄，获得功名和权

势。但是最后被世人铭记的是岳飞，流

传下来的是忠君爱国之精神。正如效用

兵张大在临死之际对秦桧所说：“我赌

你，永世都背着骂名。这赌盘我愿开，押

天九注。只可惜，你我都看不到结果

了。”事实证明，岳飞在供状上留下的八

个绝笔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如愿

被后人知晓和铭记。

电影叙事“小与大”之中的

价值认同

电影整体以“以小见大”的布局展

开，电影基于小人物在困局中的挣扎，历

经多次反转，最后与观众达成家国情怀

的大共鸣。电影以“剧本杀”的叙事模

式展开，而观众在影片开头便以全知视

角知道了这些小人物的命运。秦桧授

命属下何立：“若时限到，事若办不妥，

斩！若办妥了，亦斩！”可见，张大、瑶

琴、刘喜等小人物如同蝼蚁一般，命运

被掌握在秦桧、何立等大人物手中。恰

是这些小人物引起观众的共鸣。究其

原因，小人物虽小，却怀揣着大情怀，他

们心中有家国道义，因而形象更显高大

伟岸；大人物虽身居高位，手握权势，但

他们心胸狭隘，为了一己之利明争暗

斗，遭人鄙夷和唾弃。站在历史长河，

这些大人物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因为

他们做的一切都是害人利己之事，终究

被历史所掩埋和遗忘。

影片中，这些小人物与大人物相比

几乎是没有胜算的，二者实力对比悬殊

显而易见。秦桧身旁都是一等一的高

手，他身处高位，无他命令任何人不得靠

近他。即使要上楼面见他，也要搜身，缴

械全部盔甲利器。甚至在有险情时，秦

桧便会让替身代替自己出面。如此周密

严苛的布局几乎找不出可乘之机，小人

物没有下手之机。但是影片选择让小人

物抗争搏斗，在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中凸显出电影主题。影片没有选择与秦

桧有同样位阶和身份的大人物，而选择

了主动谋划的岳家军子弟兵。全剧并没

有对岳飞的浓墨重彩，但是无时无刻不

彰显着岳家军的精神。影片中，计划之

所以成功，是因为在最后一刻孙均这个

小人物的反水。孙均在影片中算不上大

人物，甚至开始时他便是反方阵营中的

一员。他没有身份背景，唯宰相秦桧马

首是瞻；他手起刀落，杀伐果敢，只为到

达权利的顶峰。他拼尽一切，扫清一路

障碍，终于成为秦桧身边之人，获得了功

名和权利。但孙均的蜕变并未到此截

止，他作出改变，回归到了看似和原来一

样的籍籍无名之辈，实则完成了真正的

蜕变。孙均被自己外甥背上的“精忠报

国”四字触动，最终反水，完成了岳家军

子弟兵的背水一战。至此，岳飞的爱国

精神融入每一个小人物身上，感染并影

响了千千万万的人。于此，电影的主题

便彰显出来——大人物权位高，但没有

基本的礼义廉耻和家国情怀，终究是小

人；小人物心中有国有家，他们是伟大

的，他们传承的精神是伟大的。

电影叙事“生与死”之中的

价值认同

贯穿全片，推动故事发展的正是影片

中每一个人物都想要活的念头。秦桧想

活，所以势必要逼迫与此相关的人找出金

人密信；下边的人想活，所以只能听从秦

桧的命令，找出密信。影片中看似每一个

人都在求生，但是细细探究却发现，以效

用兵张大为代表的岳家军在布局时抱着

必死的信念。他们向死而生，看似拼命求

活，却一步步献上自己的生命。打更兵丁

三旺在影片开头诬陷亲兵营总统领王彪，

到影片中间以张大为人质想要逃跑，看似

一心求生，到最后却主动将自己之命送到

孙均剑下，只为将孙均逼入绝境，迫使孙

均入局；马夫刘喜在行动开始之前便已经

抱着必死的决心，交待了后事；瑶琴在刺

杀何立时便已经抱着与何立同归于尽的

念头；张大在狱中对孙均复盘整件事情时

便表明了自己不是最后一人，孙均才是，

已经知晓自己必死的结局。

影片没有出现料想中大快人心的场

面，没有秦桧被杀的结局，而是转而反

转，留下了秦桧的命。孙均也说：“他们

那么多条人命，换你一条人命，宰相觉得

值吗？宰相的命，在他们眼里，一文不

值。”以张大为首的岳家军的真实目的由

孙均说出：“杀死你，便宜了你。他们要

留你这个奸臣在世上，背负世人的唾

骂。有些事，比生死还重要。所以他们

前仆后继，舍生取义，就是为了这首《满

江红》。”张大等人并不在乎秦桧的生死，

他们在乎的是死去的岳元帅留下的不死

的精神。张大等人虽然死了，他们是为

了心中的家国道义而死。秦桧虽然活

着，却只是为了一己之利而活。正如司

马迁的《报任安书》所言：人固有一死，或

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张大等人的牺

牲不是无谓的牺牲，他们正是为了岳元

帅的临终遗言，为了告知世人岳元帅的

豪情壮志和一腔报国热情。“三十功名尘

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岳飞在乎的不

是功成名就，在他看来那些功名如尘土

微不足道，正如他自己所言“誓将直节报

君仇”“不问登坛万户侯”。在征战沙场

与金人抗敌的那些岁月和路程中，走过

了八千里的路，看遍了这岁岁年年的日

与月。但岳元帅仍然觉得还不足够，害

怕“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他追

风赶月，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将国土收

复。他悲愤慷慨，“靖康耻，犹未雪。臣

子恨，何时灭”，往日的屈辱还没有洗

净。他壮怀激烈，期盼着“待从头、收拾

旧山河，朝天阙”，有朝一日要胜利归

京。这是岳飞的一生所求，也是岳家军

前仆后继一拨又一拨人一直在做的事。

岳飞、张大等人虽然死了，但是岳飞

所流传下来的爱国精神却永远不死，百世

流芳。岳家军的故事至今仍被传诵。岳

飞所带领的岳家军训练有素，有“守死无

去”的战斗作风，有“冻死不拆屋，饿死不

掳掠”的严明军纪，至今仍然流传着“撼山

易，撼岳家军难”的说法。岳飞的《满江

红》更是传遍大江南北，为后人所知晓和

纪念。秦桧虽然活着，却被万人唾骂。正

如臧克家《有的人》所言：“有的人活着，他

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岳飞

的爱国精神为后人所景仰，人们为岳元帅

立像，悼念岳元帅；秦桧留给世人的则是

他残害忠良，以“莫须有”的罪名使岳飞冤

死在风波亭的桩桩罪行。

电影《满江红》在一次次反转中实现

大义。张大说：“这计划堵的不是局，是

人。”电影的反转正是人性的反转。孙均

并没有真正剐掉张大背后的“精忠报国”

四字。张大说孙均：“你留下这字，便是

留下这心，留下这义。”电影以家国情怀，

以精忠报国，以人心与观众产生高度的

情感共鸣，完成电影的叙事使命。电影

《满江红》让观众看到了以东方美学的方

式讲述中国故事，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

实进行平衡，将文学经典进行改编和创

造，指向家国情怀的宏大主题，完成了主

流价值与商业价值的统一。电影《满江

红》既重视讲故事的能力，讲好中国故

事，又关注观众的审美价值取向，在“笑

与哭”中完成价值取向的传导。

（作者系陕西国际商贸学院文学与

教育学院副教授）本文系陕西国际商贸

学院2024年度课程思政专项教改项目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思政元素发掘及融

入 路 径 研 究 与 实 践 ”（编 号 ：

KCSZ-ZX202416）的研究成果。

融文本字幕、语音、图像等多种信息

传播介质于一体的影视作品是社会文化

的浓缩，是大众了解和感受不同文化的

特点、价值观、习俗等的重要窗口，在跨

文化教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有着

天然的优势，但具体如何利用影视作品

鉴赏，提高跨文化教学质效、提升学生跨

文化交际能力还需进一步探索。

影视作品鉴赏在跨文化

交际能力培养的作用

其一，影视作品鉴赏可辅助跨文化

概念、理论的阐释。跨文化教学中涉及

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陌生人理论、

文化身份协商理论、面子协商理论等抽

象概念，学生理解起来较为困难。而影

视作品鉴赏的合理运用，既可以多样的

视觉形象、扣人心弦的情节、搭配到位的

色彩激发学生接触不同语言的积极性，

还可以用原汁原味的外语原声对话通俗

呈现较为抽象的概念，加强学生跨文化

交际能力。

其二，影视作品鉴赏可有效呈现和

比较各种文化。从了解异国文化的表面

特点到发现本土文化与异国文化的细微

差异，再到试着理解、接受本土文化与异

国文化的差异，以及用当地人的眼光与

态度对待异国文化，这个认知过程的形

成需要学生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

饮食、身体语言、宗族、信仰等方面的差

异。而将影视作品以鉴赏形式融入跨文

化教学中，可帮助学生以更加通俗的方

式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

风俗习惯、建筑、音乐等，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文化观。如系统剖析《喜福会》中四

对母女的相处，可帮助学生了解美国传

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

与文化融合问题。

其三，影视作品鉴赏可为学生跨文

化交际提供参考。从成功的跨文化交

际中获取信息、从失败的跨文化交际中

总结经验是跨文化学习的重要一环。

而乐于宣传“美美与共”，善于表现矛盾

和冲突的影视作品可为跨文化教学提

供丰富案例与直观参考，让学生在实际

交往中规避类似错误。例如，影片《岳

父岳母真难当》中北非女婿大卫的乐于

表达与中国女婿凌超的“沉默是金”“言

多必失”等观念构成冲突，无形中加剧

了双方的不和谐，可启发学生在不完全

理解对方文化的同时，尽量规避容易引

起争执的话题；法国音乐剧《摇滚莫扎

特》为符合中国文化与精神特质，在编

译版本中强调诗意化的含蓄表达，在中

国市场取得成功，启发学生在跨文化交

际中要根据对方文化适时调整表达方

式、转化主题。

影视作品在跨文化

交际能力培养中的应用问题

其一，在影视作品选择上，存在重

影视名气轻影视适用性的情况。受“热

点”“噱头”“社交媒体大 V”等因素影

响，教师习惯性认为被冠以“某某奖”或

“票房黑马”的影视作品一定是佳品，适

合学生观看学习，便忽略影片的情节设

置、语言表述、话题争端、宗教色彩等是

否符合学生成长规律、跨文化教学需

求。如部分影片语言过于晦涩、台词过

于密集、政治性较强，不仅无法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反而容易增加学生对外语

学习的畏惧感。

其二，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存在重视

影片观看而忽视影片赏析的现象，使得

影视资源在跨文化教学中的应用流于形

式，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如部分

教师并没有对影视赏析环节进行巧妙设

计，也没有对影视探讨环节进行精心指

导，使得影视作品停留于“看”的阶段。

其三，在影视作品解读过程中，存在

重情节轻文化的误区。当前部分教师在

解读影视作品时偏向于剧情分析、人物剖

析、主题价值阐释，忽视影视作品文化背

景与文化知识，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影视作

品的个性、削弱了影视作品对学生的深层

次影响。

提升影视作品鉴赏在跨文化

交际能力培养中的实用性

其一，选择合适的影视作品。一是

根据学生学习情况、课程进度，选择难

易适中的影片，避免无形中加大学生

的学习困难、增加学生对跨文化学习

的畏惧感，如教师可在课前将无意义

的、不健康的、太难理解的、太容易理

解的片段裁剪掉，留下适于当前学情

的片段，尽可能降低影视作品对学生

跨文化学习的负面影响。二是尽可能

选择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类型、

不同风格的影视作品，以及情节精彩、

扣人心弦、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励志

影视作品。

其二，引导学生分析影视作品。

一是在观看影视作品之前提醒学生影

视作品鉴赏，不必强求逐字逐句的理

解，不必细抠每一个细节，只要大体理

解故事情节、领悟影视文化中的幽默

之处即可，降低学生观看电影的紧张

感与负担。二是在观看影视作品之前

为学生板书一些关键词、讲解影片的

背景知识，帮助学生更好理解影片中

的文化知识。三是在观看影视作品时

适当暂停，提醒学生注意影片中典型

人物的用语，以及设置问题启发学生

思考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行为的文

化含义等。四是在观看完影视作品后

让学生进行片段配音与角色扮演，使

学生在语音模仿、语调模仿、姿态模

仿，以及思想投入、感情投入等行为与

过程中，实现口语表达能力、想象推理

能力的锻炼。

其三，引导学生讨论影视作品。

一方面引导学生评论所观看的影视，

并将评论内容与老师、同学进行分享，

让学生在独立思考与具体的交流活动

中进一步理解影视人物的语言表达习

惯、影视内容所折射的社会意义。另

一方面，引导学生在认真推敲原故事

情节的基础上发挥想象、拓宽思路，对

影视故事进行改编或续写，并鼓励其

与老师、学生进行分享探讨，让学生有

效理解影视的中跨文化交际行为、文

化冲突等。

（曹丽娜系空军工程大学讲师，曹

晓丽系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高校作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要

阵地，肩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需

要将思政教育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全

过程，切实承担起自身政治责任和社

会责任。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还需紧

跟社会发展，为思政教育创新寻求更

多可能性。影视作品作为时代发展的

产物，具有较强影响力和吸引力，呈现

出文化性、社会性、现实性等特征，对

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念、坚定理想

信念具有积极意义。因此，高校还需

在“思政+影视”的课程育人模式方面

作出更多有益探索。

取之有道：优化影视资源选择

影视作品类型多样、数量繁多，

想要充分发挥“思政+影视”的育人作

用，还需科学合理地选择作品内容，

结合课程育人需求分析作品的思想

情感和价值追求。党史学习教育是

做好高校思政工作的“大课堂”，思

政教师需要向学生阐明历史选择的

内在逻辑、展示跨越时空的精神力

量、讲清百年党史的思想指引。基于

此，教师可以选择《青春之歌》《建国

大业》等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

电影；可以选择《冰血长津湖》《铁

人》等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的作品；可以选择《邓小平》《孔繁

森》等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的电影，充分借助光影

艺术的青春化表达优势，以特色党史

题材电影全方位、立体化呈现百年党

史的伟大与辉煌。理想信念教育是

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一环，一定程度

上 决 定 着 高 校 人 才 培 养 水 平 与 质

量。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思政教

师既要教育学生志存高远，在医疗科

研、技术攻艰等方面潜心钻研；也要

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着眼乡村，坚定

扎根基层、服务乡村的信心和决心。

基于此，教师可以选择高质量电视剧

《山海情》，将个体面对现实的困惑、

展望未来的期许、打败困难的勇气，

置于国家扶贫攻坚、对口支援、精准

扶贫的时代背景下，将当代大学生的

责任与使命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的目标中。总之，影视作品的选择要

坚持“因需而定”，紧密围绕思政育人

目标展开。

用之有节：守好思政教育目标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高校开展

思政教育旨在为培养政治可靠、素质

全面的时代青年保驾护航。影视作

品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有较强的代

入感和感染力，能有效吸引学生眼

球、提升课堂热度，为思政课程教学

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视角。但需要注

意的是，影视作品融入思政教育需要

坚持“用之有度”，尽量避免影视作品

“喧兵夺主”，削弱思政课程的育人属

性，更不能使思政课程沦为学生追剧

的娱乐所在。在“思政+影视”的课程

育人模式探索中，思政教师应利用影

视作品的特点，引入和拓展教育内

容，使影视作品成为教师开展沉浸式

教学的手段。与此同时，教师要正确

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关

系，提前研究、仔细斟酌影视作品中所

涉及到的历史、文化、人文、地理等内

容，以真实史料为依据给予学生正确

引导，以保障思政课程的严肃性和科

学性，强化思政育人效果。在此过程

中，思政教师应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

思想意识、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引导

学生客观看待历史与艺术，科学处理

影视资源和思政学习之间的关系，助

力学生自觉养成求真务实的良好习

惯，以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意识、创

新实践能力等实现全面成长成才。

行之有度：着眼学生能力培养

思政教育需要帮助学生夯实理

论基础、坚定理想信念，最终将所学

所思转化为实际行动力，使学生早日

成长为可堪时代重任的可靠人才。

因此，“思政+影视”的课程育人模式，

不能单纯停留于“看过即学过”的浅

显层面，而是要着眼学生应用能力培

养，使学生在实际生活中思之有物、

行之有度，能保持敏捷思维和客观理

性，能明辨是非曲直、坚持原则底线，

能规范自身言行，做到自律节制。基

于此，高校要积极开展与影视教育相

协调的配套活动，推动学生与影视教

育资源形成良性互动，加深学生对影

视作品内涵的理解，引导学生逐步将

获取的思政知识和个体成长反馈在

实践层面。一方面，思政教师可鼓励

学生撰写影视介绍、电影影评、观影

感想，围绕优秀影视作品制作宣传海

报、创作书法作品，激发学生参与“影

视育人”的主动性，加深学生对影视

作品的思想理解和内涵把握。另一

方面，高校可开展主旋律微电影、短

视频创作比赛，或将微电影、短视频

拍摄纳入实践学分，鼓励学生走出校

门，走遍大街小巷、走进山野乡村，用

脚步丈量祖国热土，用镜头记录爱与

感动，在光影变换中流下青春的汗

水，去悉心浇灌信仰之花；在虚实交

替中留下信念的火种，去努力点燃生

命之光。此外，高校可以进一步拓展

思政育人模式，将“思政+影视”延展

为“思政+艺术”，以主旋律为导向，组

织学生开展话剧编排、音乐剧展演等

活动，多层次、多维度创设思政育人

情境，在校园环境中擦亮文化底色、

厚植理想信念、汇聚精神力量，使学

生在接受艺术审美教育的同时，获得

思想成长与能力提升，从而以更饱满

的热情、更积极的态度投身社会实践

之中。

（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讲师）本

文系2023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时

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专

项“秦东非遗戏剧创作融入思政课教

学研究”（编号：2023ZS20）渭南师范

学院2022年人才项目立项“陕西非

遗 戏 剧 造 型 艺 术 研 究 ”（编 号 ：

2022RC27）的研究成果。

■文/战美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