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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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动画电影
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

■文/王 玉

■文/孙梦远

电影音乐的情绪价值解构

苗族题材电影对苗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展现
■文/于利静

电影音乐是影视艺术创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体现影片构思的手段。

当音画场面相互结合，音乐能更细致

的讲述电影内容，刻画人物性格、描述

故事情节、展现主人公心理状态、铺垫

情绪、渲染影片气氛，升华电影主题思

想，使影片获得最佳的视听效果和艺

术高度。本文即是对电影音乐潜藏的

情绪价值进行的解构。

一、思维因素

情绪价值来源于经济学，结合心

理学角度可诠释为：情绪价值=情绪

收益（积极的情绪体验）-情绪成本

（消极的情绪体验），想要在关系中给

对方提供情绪价值，情绪收益就必须

大于情绪成本。音乐本身的情绪也具

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属性。但音乐

的“消极”与心理学“消极”情绪不同的

是，悲壮的音乐反倒能使人获得亢奋

的精神力量，悲伤凄美的音乐也能获

得良好的审美体验。音乐能诱发基于

大脑感知区域的功能连接，触发脑干

反射，其声学特征吸引脑干识别为“愉

悦”“需引起重视”或“紧急信息”等

信号。

“恐惧感”是人类情绪中最强烈的

情感体验。在恐怖和悬疑电影中，音

乐和音效交替出现，承载着故事主线

发展与主演内心活动的作用，音乐与

音效接续不断地对大脑进行刺激，加

之观影者以第三方视角对主人公未知

的“恐惧”有一定预判性，大脑持续分

泌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等激素，诱发“警

觉”“威胁”等信号。据科学家研究表

明，神经系统未发育完善的儿童多次

观看此类影片会导致神经衰弱、恐惧、

抑郁、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而适度观

看恐怖电影的成年人大脑活动会处于

兴奋的峰值状态，反应能力增强、内心

强大。关闭音乐和特效的恐怖片等于

未给影片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使氛

围感直线下降，严重影响观影体验。

二、主题与律动因素

一部影片中，音乐主题材料随着

情节发展常以不同形态出现，构建电

影非视觉形式的感受，触发观影者记

忆和联想空间，使观众脑海中将故事

情节串联，形成完整故事线。音乐主

题的形态可牵引观影者的内心活动，

音乐律动可深化认知，使观影者完全

沉浸在创作者的目标中，与影片形成

共鸣。电影音乐虽非可见，但呈现方

式可立体，可抽象，它能为人物特质与

内心活动赋予鲜活色彩，又能以多元

化融合的表现手段建构立体的视听空

间，使观影者沉浸式感受影片内涵，用

丰富的想象力拉进“演”与“看”的

距离。

在影片《消失的她》中，配乐《黑色

探戈》紧跟剧情需要，推动剧情发展。

这场戏中，男女主人公在海边沙滩牵

手、拥吻、舞蹈，作曲家胡小欧用电音

做底色，弦乐群的节奏轻重音交替出

现，与女主舞蹈性质的步态相吻合，暗

喻“与狼共舞”。小提琴用极具戏剧性

的演奏技法和钢琴律动铺垫环境声

场，强化影片黑夜与火的视觉冲击，构

建出画面外放的张力、潜藏与隐秘、暗

示与诡谲等对峙情绪，加深男女主人

公微笑对视气氛的暗流涌动，对将要

发生的故事情节复杂性起到预示作

用，为影片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提升

了画面的审美质感和艺术表现力。

三、审美感知因素

在影片中，人们可通过音乐接收

电影人的创作意图并感知作品内涵，

音乐提供的情绪价值可深化观影者的

感知程度。音乐风格、和弦色彩对比

度、力度、音色节奏型等会对观影者的

视听过程产生差异性刺激，不同成长

环境的受众群体在音乐审美差异影响

下，对影片的创作意图感知程度也有

一定差异，但由于电影音乐是围绕故

事情节创作，观影视觉被画面锁定，听

觉的画面感不可能另外构造，因此，感

受影片主题思想的差异性并不大。

电影《风声》中，配乐声场与影片

昏黄阴郁的画面基色契合，管弦乐合

奏以情绪压抑的和声渲染手法奠定了

影片扑朔迷离的剧情和悲剧的基调。

随着主人公一次次与日本人的较量，

隐忍、内心挣扎、彷徨等心理活动都通

过音乐情绪拉抻了表演张力，提升了

表现层次。片尾伴随着顾晓梦的遗言

“讯息是否传出，成败就在今日，我不

怕死，怕的是爱我者不知我为何而死，

我身在炼狱留下这份记录……只因民

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

挽救于万一……”这段 e 小调配乐以

戏剧化悲剧色彩勾勒了顾晓梦美丽、

智慧、勇敢的立体形象，副歌大气磅礴

的旋律线条体现出民族大义面前，信

仰的力量和慷慨就义的决心，随着旋

律不断推进，铿锵有力的管弦乐合奏

深化了中华民族积蓄着不可战胜的精

神力量。配乐的情绪使影片的主题思

想进一步深化与升华，英雄人物的形

象立体、饱满，使观影者深刻体会到一

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同样残酷，要将

这段历史铭记于心。

四、听觉与视觉的联觉因素

与视觉传达的直观性相比，听觉

传达更具遐想空间，它们之间是理性

与非理性的融合，是相互需要、相互作

用的关系。音乐本身是可营造画面

感、空间感、叙事感、色彩感的，当它们

与影片有机结合，观影者的视觉与听

觉同时收到信号，形成延续触发的

关系。

《太空电梯》是国产科幻电影《流

浪地球2》中的一段激情澎湃的音乐。

作曲家阿鲲将电子元素、电声和管弦

乐完美结合。随着舱门关闭、倒计时

开始，电影画面对太空电梯展开特写，

燃料点火喷出烟雾，巨大的发射轰鸣

声伴随着配乐声音渐强，随之取代了

机器轰鸣声。这段音乐的前奏中，电

吉他旋律以不完全乐句点缀的方式出

现，为主题旋律铺垫悬念，形成一种自

然的带有预示性的声画关系。电子音

乐与具有科技感的太空电梯舱内画面

完美契合，电贝斯音效低沉厚重的铺

垫让“起飞”过程的太空电梯有了“安

全感”，不间断的超重打击乐与电子元

素交织到一起推动剧情发展。伴随宇

航员在起飞负荷下的尖叫，太空电梯

急速飞升，背景音乐以超燃的视听效

果激发观影者的肾上腺素，同宇航员

一起升上了太空，至此也将配乐的情

绪价值发挥的淋漓尽致。这是一段能

体现中国电影工业技术发展高度的运

镜，也是科幻真实性的最佳体现。当

未来照进现实，相信观影者无不感慨

于中国科技的强大。这部影片将中国

式科幻与传统文化的浪漫主义色彩的

结合发挥到极致，其中自然呈现的文

化自信、科技自强、家国情怀、中国军

人的忠诚与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下

的中国方案是影片最大意义所在。

总之，失去音乐的电影是没有灵

魂的，只有好的电影配乐才能将情绪

价值提供给观影者，与影片产生共情

和共鸣。无论是表现民族气质、人物

个性和情感的刻画、剧情的推动与发

展，亦或对浪漫唯美画面和恢弘景象的

描绘都离不开音乐。音乐是精神层面

构建的虚拟世界，它不占空间却能搭建

空间，当虚拟世界的听觉画面与影片的

直观世界重叠之时，音乐如同对影片

故事发展脉络的镌刻和着色，使影片

升华至更宽广更有深度的境界。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流行音乐系主任）

从我国百年的动画发展史来看，中

华传统文化一直都是中国动画创作的

精神标识和文化根基，无论是题材选择

还是内在精神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传统

文化特征和审美风格。近年来，中国动

画更加聚焦深厚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文

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用

新颖的形式、生动的画面和精彩的故事

情节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演绎。本

文将深入分析近年来我国动画电影对

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以此来为中国动

画电影发展注入新动力。

一、在剧本创作上

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

文化创新离不开中华民族肥沃的

文化土壤，中国神话故事是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动人故

事成为动画电影创作的素材库，其本身

所承载的民族精神与深厚情感为艺术

创新提供了最本质、最基础的灵感来

源。近年来，动画电影在故事编排上逐

渐摆脱将文字版的故事用动画电影一

比一还原的创作方式，而是大胆创新，

以传统文化中的故事为蓝本通过“老

故事新表达”的形式来进行动画电影

剧本创作，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与

时俱进，融入当下时代中产生的新意

识、新表达，比如追求自我价值实现、

生活的感悟、成长中的阵痛、关爱与责

任等，最终实现对传统文化故事的现

代演绎。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

就运用了这种创作方式，在继承传统

文化中融入新的时代意识。该动画电

影故事灵感来自我国传统神话故事

“哪吒闹海”，但只是采用了原本神话

故事当中的人物，完全颠覆了原有哪

吒的形象和故事情节，塑造了一个与以

往正气凛然截然不同的哪吒形象，对哪

吒的身世进行突破性改编，以“魔丸”转

世为哪吒试图掌握自身命运埋下了伏

笔，最后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命运

之声。电影中哪吒父母也一改原著当

中严厉与刻板的形象，给予哪吒最深的

爱，成为哪吒最坚实的后盾，最终用爱

唤醒哪吒。该动画电影以传统神话故

事为创作基础，用现代价值观念和表现

形式进行剧本创作，打破古代与现代的

隔阂，升华了电影传达的主题，让电影

故事更加贴合现代社会，找到哪吒成长

历程中与当下现代人生活的契合点，散

发出社会正能量，让每一个年龄段的观

众都能找到情感共鸣。

二、在场景设计上

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

场景设计是动画电影创作的一个

关键环节。近些年来国风动画电影掀

起热潮，这些动画电影创造性地将中国

传统文化当中的建筑、景观运用到场景

设计当中，实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再创

造，进而呈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与

魅力，再加上当前电影制作技术的迅速

发展，使得动画电影具备独属于中国的

古典之美，让电影观众走入一场与传统

文化的沟通交流的盛宴。动画电影《白

蛇：缘起》的场景设计就呈现出了中国

古典审美感受。电影当中对阿宣所在

的村庄作了全景展示，古老的村庄坐落

在一大片枫林中，时不时地升起袅袅炊

烟，美得仿佛画中仙境一样，大景深特效

的运用让观众看起来仿佛置身其中，好不

惬意。动画电影《新神榜：杨戬》中蓬莱仙

岛原型为蓬莱三仙山景区，瀛洲仙岛参照

月牙泉，人间的长安城就是以十三朝古都

西安为参考，而巫山神女瀛洲仙乐坊翩翩

起舞的场景以敦煌壁画为灵感，再现了敦

煌壁画中的绝美舞景，该场景还结合了

《洛神赋》和曹植的《铜雀台赋》作内部陈

列设计，为观众真实再现了中华传统文化

之美。除此之外，动画电影《大鱼海棠》

中以福建客家土楼为原型创作的神之

围楼，带领观众一睹客家围楼的建筑奇

观。这些动画电影中的场景设计一方

面丰富了电影的文化内涵，让大家感受

到中华传统文化之美，增进对传统文化

的了解；另一方面以传统建筑、古迹等

为原型的场景设计也激发观众的情感

共鸣，增强文化认同。

三、在动画音乐上

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

音乐是动画电影中不可缺少的组

成部分，优秀的动画音乐设计能够提升

整个电影主题的艺术表达。动画电影

同时也是音乐的重要载体，好的动画电

影在传播过程中也为动画音乐传播提

供了广阔的空间。近年来动画电影在

动画音乐创作中常常运用传统音乐文

化元素，为动画电影增添传统文化的色

彩。动画电影《白蛇：缘起》中，就采用

传统音乐元素设计动画音乐，使整个电

影都充满着东方古典艺术之美。该动

画电影在采用中国传统乐器筝、琴、箫、

阮、笛演绎的同时，将现代电子音乐也

融入其中，打造出不同于以往且十分贴

合动画电影主题的动画音乐，瞬间激发

了观众的新鲜感和好奇心。电影中许

宣和小白一起乘船踏上前往永州的寻

找记忆之路，河流两岸群山环绕，前方

又是一望无垠的水面，这样的环境让小

白的心情也茫然起来，这时许宣开口所

唱的《何须问》娓娓道来，自然悠长，安抚

了小白茫然无措的心。动画电影《西游

记之大圣归来》中妖王在妖洞中唱歌的

配乐《祭天化颜歌》也极具东方特色，这

首动画音乐在创作时将昆曲的唱腔与婉

转悠扬的曲调也融入其中，使得这一动

画情节更加生动，让观众回味无穷。

四、在人物造型上

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

动画电影是产生于现代的艺术形

式，是传播文化的一种载体，好的动画电

影不仅仅是这部电影的成功，更是创作背

后所依赖的文化传承的成功。当前动画

电影人物设计者已经认识到中华传统文

化在设计当中的重要性，基于传统文化

进行的人物塑造才能创作出具有中华民

族特色的人物形象。人物是动画电影的

主体，动画电影中人物造型的设计对于

人物塑造至关重要，既可以展现人物性

格，同时也能够向观众传达环境语言。

而在动画电影的人物造型设计中，服饰

设计是重中之重。中国传统服饰设计讲

究颜色、样式等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这是具有东方特色的审美风格，在进行

人物服饰设计时，对传统文化加以创新

性运用，就更能使动画电影呈现出中国

韵味。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一场大雨

场景中，主人公椿和漱的服饰设计十分

独特，充分展示出了男女主人公性格的

差异性，椿身着极具中国特色的红衣走

在雨中，热情而喜庆，少女形象更加生动；

漱着一身素衣，素净而质朴，服饰色彩的

强烈对比展现出了男女主人公之间个性

的不同，也为角色塑造增添了一抹不同的

视觉感受。《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小和尚

江流儿穿着青色的僧袍，圆圆的小脑袋天

真可爱，妖王穿着一袭黑色长袍，搭配着

惨白的脸，显得更加恐怖、可怕。

总的来说，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不

断为中国动画电影提供艺术滋养，中国

优秀动画电影的涌现也为中华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传播途

径。越来越多的中国动画电影注重对

传统文化进行创新运用，传统文化在这

种创新中也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作者系黄河科技学院艺体学部讲

师）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VR虚拟现实技术在中原文

化 遗 产 中 的 保 护 与 传 承 ”

（2019-ZZJH-577），黄河科技学院项

目化课程教学改革项目“后期合成”

（kg2022xm81）的研究成果。

随着电影产业的不断发展，苗族题

材的电影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些电

影通过视觉和情感的表达，向观众展现

了苗族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

苗族传统服饰文化是一个备受瞩目的方

面。本文将探讨苗族题材电影是如何通

过影像语言来展现苗族传统服饰文化，

以进一步彰显苗族传统服饰文化在当今

社会中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一、苗族传统服饰对于

展示苗族文化的重要意义

首先，苗族传统服饰在苗族文化中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象征着

苗族人民对生活、自然和宗教的深刻理

解。苗族传统服饰在苗族社会中具有

深厚的历史渊源，承载了苗族人民丰富

的生活体验和文化传统，记录着苗族人

民的劳动、婚嫁、祭祀等各个方面的生

活场景。例如，苗族妇女的服饰刺绣图

案和头饰不仅仅是装饰品，更是她们民

族支系符号象征，是她们的历史、图腾、

信仰的记录。不同的图案和颜色代表

着苗族不同的支系，形成了独特而复杂

的社会编码。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记

录，她们的历史、图腾、神话传说以刺绣

纹样的形式记录在服装上，进行文化的

传承。其次，苗族传统服饰在宗教和祭

祀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苗族人

民深信自然的力量，他们通过服饰来表

达对自然神灵的崇敬和敬畏。服饰上

常常绣有各种图腾和神话元素，象征着

对大自然、山水的感激和敬畏之情。在

一些重要的祭祀仪式中，苗族人民会身

着盛装，穿戴华丽的服饰，以示对神灵

的尊敬和对祈愿的诚意。这种在宗教

仪式中的服饰展示，使服饰成为连接苗

族人与神灵之间的桥梁。另外，苗族传

统服饰也承载了苗族人民的情感和生

活态度。每一种图案、每一种颜色都传

递着深刻的情感，如爱情、亲情、友情

等。婚礼上，新娘的盛装不仅仅是为了

彰显美丽，更是对婚姻和家庭的美好祝

愿。苗族传统服饰中的银饰更是承载

了财富和家庭福祉的寓意，成为传统文

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总体而言，苗

族传统服饰在苗族文化中不仅仅是一

种外在的装饰，更是一种文化符号、生

活态度和价值观的具体体现。通过这

些服饰，苗族人民传递着对生活的热

爱、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祖先文化的传

承。电影通过对苗族传统服饰的展现，

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更为全面、深刻的苗

族文化画卷，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

这一千年文明的瑰宝。希望这种对苗

族传统服饰的关注能够促使更多的人

关注和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推动

文化多样性的繁荣和发展。

二、苗族题材电影对

苗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展现

（一）深刻塑造了传统苗族服饰文化

的内涵

电影作为一种视觉艺术，通过画面

的视觉呈现对苗族传统服饰进行了生动

的展示，呈现出对这一文化瑰宝的深刻

理解和对艺术表达的巧妙运用。首先，

在苗族题材电影中，导演和摄影师通常

以精湛的技艺捕捉苗族传统服饰的细节

之美。每一帧画面都如同一幅精致的画

作，展示了服饰上独特的图案、绣花和色

彩。这些画面不仅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

受到苗族服饰的华丽，同时也展现了苗

族人对于细节的精雕细琢，对传统工艺

的独到娴熟。例如，《嫁衣》作为一部以

展示湘西苗族发展史、探索苗族文化内

涵为主题的民族题材电影，通过讲述苗

绣研究者托玛斯深入山江苗寨寻找苗族

珍贵手绣的故事，记录了苗族传习所两

代绣女传承的精湛苗绣传统工艺，展示

了苗绣久远而厚重的民族文化内涵，其

意义不言而喻。其次，电影通过运用镜

头语言，巧妙地展现了苗族传统服饰在

不同场景中的变化，从而更生动地呈现

出苗族人在不同生活状况下对服饰的选

择和搭配。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传统节

庆还是重要仪式上，观众都能够感受到

服饰与情境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这种

通过电影画面传递的细腻情感和环境交

融，使观众更深入地理解了苗族传统服

饰的文化内涵。同时，电影还通过特效、

音乐等多种艺术手法，加强了对苗族传

统服饰的视觉冲击力。音乐的运用能够

配合服饰的展示，营造出一种激发情感

的氛围。特效的运用则可以突显服饰的

细节，让观众更加聚焦于服饰的独特之

处。这种多层次的表现手法，使苗族传

统服饰在电影中的呈现更加生动、感染

力十足。此外，电影还通过角色的塑造

和情节的设置，将苗族传统服饰融入故

事情节中，赋予服饰更为深刻的文化内

涵。主人公身着不同的苗族传统服饰，

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服饰与苗族文化、

历史、传统信仰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

巧妙的情节设置，不仅使电影更具叙事

性，也让苗族传统服饰成为故事中一个

不可或缺的元素，为整个电影增色不

少。综上所述，电影作为一种视觉艺术，

通过其独特的表现手法，生动展示了苗

族传统服饰的美丽和文化内涵。通过对

服饰的精细描绘、情节的巧妙安排以及

音乐、特效等多重元素的综合运用，电影

成功地将苗族传统服饰带入观众的视

野，使观众不仅仅欣赏到了其外在美感，

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其文化背后的丰富内

涵。这种视觉上的展示不仅使电影更加

具有观赏性，同时也为苗族文化的传承

和推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二）实现了对苗族传统服饰文化的

现代化演绎

苗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展现不仅仅

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苗族文化传承

的一种推动。这一推动体现在电影中

对苗族传统服饰的现代演绎、对文化元

素的重新诠释以及对年轻一代的文化

传承引导。首先，电影通过对苗族传统

服饰的现代演绎，将传统与现代相融

合，为苗族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传统服

饰的元素被赋予当代设计的灵感，使其

更符合现代审美和时尚潮流。这种现

代演绎不仅使苗族服饰在电影中焕发

出新的生命力，也吸引了更广泛的观众

群体。观众可以从中感受到传统文化

的时尚性，激发对苗族传统的浓厚兴

趣，从而促进文化的传承。其次，电影

对文化元素的重新诠释使苗族传统服

饰更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和理解。通

过电影的表现，苗族服饰中的图案、颜

色和工艺得以重新诠释，更加贴近现代

观众的审美需求。这样的诠释不仅能

够保持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使其更

具包容性，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对苗

族文化的欣赏和传承中来。此外，电影

通过塑造年轻一代角色，引导他们对苗

族传统的文化传承。年轻人常常是文

化传承中的关键群体，通过电影中的故

事情节和角色发展，观众能够看到年轻

一代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发扬苗族传统，

并将其传承给下一代。这种引导作用

在电影中通过情节的巧妙设置、对年轻

角色的塑造，使观众对苗族文化的传承

更具代际性和生动性。最重要的是，电

影通过对苗族传统服饰的推动，使文化

传承不再停留在过去的回顾中，而是成

为一个融合了传统与现代、连接过去与

未来的不断进行的过程。

总的来说，苗族题材电影对苗族传

统服饰文化的展现是一种有益而有趣

的尝试。通过影像语言，观众能够更加

直观地感受到苗族传统服饰的美丽和

深厚文化内涵。这种展现不仅促进了

苗族文化的传承和推广，也为观众提供

了一个了解和欣赏多元文化的机会。

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电影作品关注并

呈现中国少数民族的丰富文化，为文化

多样性的传播做出更多贡献。

（作者系柳州工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讲师)项目基金：柳州工学院创新创业教

育专项课题《依托广西少数民族服饰课

程的少数民族服装服饰产品开发与实

践》（2022ZXZC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