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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上的职业风采
及其美育价值

《好东西》：

重新定义的“小妞电影”
■文/周 夏

■文/徐 璐

三年之前，《爱情神话》刷新了我

们对上海、对女人的认知，都市风情

如此风姿绰约、散漫闲适、灵巧轻盈，

在苦大仇深的中国电影传统中实属

少见，那现代摩登又浪漫不羁的小资

调调，那幽默风趣又不乏犀利的女性

表达，让我们领略到中国电影少有的

灵巧轻盈。正在大家期待“爱神2”的

诞生时，谁也想不到一个“好东西”从

天而降，送给女观众一个意外惊喜的

好礼物。很少听见女性观众在电影

院大笑连连，这其中也包括我和我九

岁的女儿，刚走出影院就迫不及待

“二刷”，兴奋、欣喜、欢乐，逢人便“安

利”，变成滔滔不绝的“自来水”，观影

后连续几天都洋溢着一种幸福感，这

在我的观影体验中少之又少。

电影中的女性美丽、大方、随性、

友善、自洽、聪慧、洒脱，时常给予我

滋养的能量，这不就是我身边闺蜜的

画像嘛！还有小茉莉，一个聪慧又天

真的“清醒脑小孩儿姐”，不就是我身

边的小玲珑嘛！所以，后来听到有人

评价此片悬浮不真实，刻意又造作就

感觉莫名其妙，还有人拿之与《出走

的决心》相比较，感觉不如前者。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息茧房，电影也有

它的不同圈层和受众，对于被女性主

义熏陶过的女性观众来说，《好东西》

当然是达到了与当下观众恰逢其时

的某种共识和默契，产生节拍精准、

情绪呼应的共鸣效应和强烈震荡，带

来一种女性观众快乐感染快乐的狂

欢。而对于固守传统道德价值观的

受众，《好东西》无疑是大胆、先锋和

前卫的，它直率、坦荡、锐利，明晃晃

地描画出都市饮食男女本来的生活

面貌，超出了许多人的认知和接受范

围。

有一点，我必须承认，电影非常

“刻意”，甚至每个角色都是创作者的

分身，说着创作者想说的话。但是我

也必须承认，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女性

电影的学者而言，我喜欢这份主观的

“刻意”，这样的文本在中国实在太稀

缺了。因为稀缺，所以珍贵。创作者

邵艺辉有强烈且丰沛的表达欲望，集

编剧、导演、剪辑于一身的工作使电

影充分体现了她的“作者性”。

《好东西》引发“女性狂欢”，很容

易让人联想到去年风靡全球的真人

版《芭比》。这两部电影确实有不少

相似之处。首先，主创都是编导一

体、才华横溢的青年女性创作者，具

备清醒自觉的女性意识，有强大的女

性团队支撑。《芭比》是编导格蕾塔·
葛韦格和主演兼制片人玛格特·罗比

亲密合作之果，《好东西》是编导邵艺

辉和制片人叶婷继《爱情神话》之后

又一次默契合作之花。在电影之外，

她们也在践行着Girl Help Girl的女性

主义理念。

其次，电影都是以女本位来呈现

的都市喜剧，具有鲜明的女性视角。

虽然《芭比》是一部虚拟幻化的童话

电影，《好东西》在讲“沪漂”一族的当

下现实生活。但二者对男权世界的

高级嘲讽、对女性世界的理想建设都

如出一辙。并且都以类型化和流行

元素为包装，将女性主义的内核和真

义普及给大众。喜剧无疑是一颗包

着子弹的糖衣。两部电影都以女性

为第一性、男性为第二性颠倒了传统

常规的性别关系，制造了大量的笑

点。《芭比》以玩偶走入现实世界的奇

遇和落差来反思这个看似正常的社

会规则，并以说唱、游戏大战来娱乐

大众，看似俗套，实则有效。《好东西》

则以妙语连珠的台词和精彩的饭桌

群戏来输出观点，解构自以为是的男

性世界，重构温暖互助的女性世界。

因此，“小妞电影”的归类并不准

确，虽然看似都是轻松活泼的大女主

电影，但内核精神完全相左。在传统

的“小妞电影”中，类似《律政俏佳人》

《穿越时空爱上你》《曼哈顿灰姑娘》

《非常完美》《失恋33天》《一夜惊喜》

等等，都是以男性为起点或终点的浪

漫爱情叙事。在《芭比》和《好东西》

中，喜剧只是策略和手段，男人也只

是陪衬的配角，芭比世界里号称救生

员的肯是站在海滩上什么都不用做

的摆设，铁梅的前夫是嘴皮子强、行

动力弱的“女权表演家”，铁梅的现任

小马则是女主工作中的“课间十分

钟”，甚至让前夫和小马在铁梅面前

上演争风吃醋的雄竞戏码，就连“恋

爱脑”的小叶最后也拒绝了她迷恋的

小胡医生。女性以自我为中心，爱自

己，重视自己，取悦自己，每个行动都

是自我主体性的选择，所以才会活得

这么潇洒、惬意、舒适。

最后，两部电影都指向了未来女

性组建的新世界，闪耀出理想主义的

光芒。传统“小妞电影”中的女性通

常都具有竞争关系，面对移情别恋的

男友，她们付诸行动，笑料百出。但

是《芭比》和《好东西》着重描写的是

彼此温暖、互帮互助的女性情谊。两

部电影里都出现了一个小女孩，也都

组建了一对母女关系。芭比到现实

世界寻找她的主人，并且调解了母亲

和女儿的矛盾，使二人互相理解，彼

此拥抱。单亲妈妈铁梅和女儿茉莉

相亲相爱；小叶和茉莉假扮母女，情

同姐妹；铁梅和小叶一刚一柔，彼此

陪伴。铁梅、茉莉和小叶就像绿叶和

两朵鲜花，彼此映衬、互相扶持，在生

活的道路上答疑解惑、共同成长，俨

然组成了一个美好温馨的母系家庭。

对女性表达激赏，但也不排斥男

性。《芭比》和《好东西》都展现出多

元、包容、平等、乐观、友好的生态女

性主义观。芭比乐园里的肯一开始

并没有攻击性，但是走进现实社会，

他迅速把男人世界的暴力革命带入

和平伊甸园，最后还是芭比巧化矛

盾，平息了战乱，并鼓励肯找到自己

的人生价值。《好东西》还在试图塑造

新世界里的新好男人，具有竞争关系

的前夫和小马在网约车里谈论遭受

网暴的铁梅，二人流露出真情实感，

彼此言和，也都有了新的成长。

有评论说电影矮化、丑化了男

性，或者男性观众感觉到被冒犯，我

觉得电影只是给男性英雄形象祛魅，

此类所谓缺乏男子气概的男性在主

流男性形象中属于少数人群，被搬上

大银幕进行表现就更少了，因此有点

不习惯。其实，《爱情神话》里徐峥饰

演的老白已经开始进步，他善于倾听

女性的声音，渴望理解女性真实的想

法，还代表中国男导演向女性道了

歉。客观来讲，《好东西》只是破除了

旧习气而已，展现了本该男女平等的

性别态度，还原日常生活中本就多种

多样的男人、女人，并没有矫枉过

正。就像电影里铁梅可以接受没有

工作在家带孩子的家庭主夫，只是前

夫自己接受不了传统的主流性别定

位而选择了离婚。

而“小孩儿”则代表着希望，未来

在她们手里，就像《好东西》台词里说

的那样，玩一个新的游戏，那就是建

立一个维护女性权益，性别平等，没

有战争、没有暴力、没有歧视和不公

的清朗明净的新世界。可以说，格导

和邵导重新定义了“小妞电影”，这是

自觉清醒的“小妞”创作出的21世纪

的“新女性主义电影”，代表了新一代

女性电影人卓越不凡的勇气、见识和

创新、开拓的精神，与日益觉醒的女

性观众达成一致，掀起女性主义电影

的潮流。

徐浩峰的“武行电影”已有七部，

2016 年前公映了《倭寇的踪迹》、《箭

士柳白猿》和《师父》，今年放出来的

《门前宝地》拍摄于 2022 年，是第六

部，还有 2017 年的《刀背藏身》、2018

年的《诗眼倦天涯》以及去年拍摄的

《入型入格》均仍未定档。《门前宝地》

是武者参与最多的一部，放置于民国

武行最昌盛的 1920 年代，说的是老

辈权衡，迫弟子改行。就武行的生态

与心态，它给出的加减法，又经一番

拆洗。

“坐看重围”

相比徐浩峰其它几部影片，《门

前宝地》搭的景最多，且不管室内户

外，几乎为每场动作戏都提供了一个

仪式要素齐备的封闭空间。这个仪

式要素就是武行比武的四面围墙与

见证者。四面墙的空间秩序，指的是

屏蔽不相关者，给武者武行以尊严和

观者地位。见证者如武行会长孟大

人所说，要有公证人、担保人、裁判，

如片中武厅比武一场，三者各列一

壁，礼数最周全。最简约的，也要突

出坐看打斗的上位者，如银行比武里

的法国行长等洋人，不尊重武者，但

围观是有的。

片头第一场比武，坐看者只有沈

父一人，除了大徒弟齐铨与公子沈

岸，武行里一概人都被拦在了堂屋和

院外回廊。因为这场比武解决的是

沈家拳馆继承人的事，打轻打重真打

假打，沈父掌握。“拦”，强调规矩，更

摆明拦人者孟大人的行内地位。片

尾最后两场打斗，发生在商铺街与邮

局不远处蜿蜒的灰墙巷子，两处都被

齐铨收编的三教九流和大个运货木

车截断街巷两端，拉出一根长凳观战

的只有一人，就是笑看的齐铨。既是

裁判又是运动员，是齐铨对武行比武

的模仿，也是冒犯。这是他找回场子

的方式。之前最为正式的武厅比武，

他被女人暗中设局，恼羞犯规，在整

个武行的见证下，被沈岸一次次掀翻

在地，还让女人挡了刀——不管是作

为要拓展武行事业的大师兄还是作

为武者本身，里子面子尽丢。所以他

要在街面组织“自己”的场子，“坐看”

沈岸的“重围”。殊不知“围”的要义

是武行规矩，规矩之外是租界秩序的

平衡，齐铨的街面之举，仍在他人局

中。贵樱先做局后挡刀的苦肉计，是

齐铨被武行驱离天津时才后知后觉

的。“坐看重围”在《门前宝地》中，变

质为荒诞一解。

小儿表演

《门前宝地》中打戏的视觉主体

不是齐铨，是沈岸。拳脚、长棍、武

当剑、八斩刀，全方位展示，对齐铨、

对洋人、对五哥等沈家门徒、对齐铨

招募的三教九流。沈岸的身法动作

被观众“吐槽”做成视频“笑梗”，关

键不在于沈岸的扮演者向佐打得好

不好看、准不准确，而在于《门前宝

地》调度复杂的摇臂镜头里，沈岸这

个角色非常被动。这份被动看似来

自人物善武好斗、莽撞执着的角色

设定，这种年轻武者的性格特征其

实在《倭寇的踪迹》《箭士柳白猿》

《师父》中的宋洋身上也存在。更重

要的是，沈岸的拳脚兵器乃至一举

一动，被置于几层的围观叙事之下，

成为预知预判的小儿表演。例如沈

岸出场时，利用同一扇窗与门帘设

置的两个景深镜头。先一个是大师

兄齐铨视点下的环摇变焦：中间经

过孟大人与老馆长的等人叙事、齐

铨与老馆长的师命叙事，然后才是

齐铨与沈岸在景深镜头两段遥遥相

对的比武叙事。后一个是武行会长

孟大人视点下的变焦摇臂：老馆长、

孟大人以及武行前辈对后景的沈岸

与齐铨构成三层围观。也就是说，

在第一场比武开始前的这两个移动

镜头里，沈岸作为最后的视觉客体，

需经过了多层人物关系的几重叙事

才被抵达。这决定了沈岸在影片此

后的叙事里，从未获得过视觉上的

主体性，他不仅置于老所长、孟大

人、齐铨以及整个武行的他者叙事

中，更受制于与他有着恋爱和婚姻

瓜葛的两个女人对他的叙事规划。

片中八场打斗，除中间一场围堵

贵樱的戏，其他七场都围绕沈岸展

开，围与见证的空间秩序非常清晰，

看似是沈岸挑事，其实只是他者看他

折腾，或给他空间，或不给。而齐铨

对贵樱的围堵，却落脚在一个桶状地

窖的囚笼中。摇臂镜头自上而下开

始，又自下而上结束，机位始终置于

囚笼内部，加上地窖底部的贵樱与窖

外齐铨之间的栅栏门决定的构图形

态，令二人这场决定此后大局的对

话，圈与套，谁在圈外，谁被套住，全

在镜头表达中。同样，齐铨与孟大

人、七奶奶几场戏的场面调度，也始

终是镜头中的被动角色。与沈岸不

同的是，齐铨心中有“门前宝地”的武

行叙事，面对三个强势女人，他有反

对，有周旋，甚至混混猞狸都有自己

的“改命叙事”，而沈岸只是少年负

气，永远置于他人的叙事之下。齐铨

不懂武行，沈岸不懂每一件事。

加法减法

在“坐看重围”的空间秩序下，

《门前宝地》的加法给了打，减法给

了女人。打，是指沈岸与齐铨的打

戏，武厅比武与街面围斗增加了很

多叙事重复的内容，重复一再推进

的是两个武者受辱与不甘的心态。

女人减法，一是指影片对孟大人背

后的军阀、洋人、帮派等包括“大梁

大柱”在内的社会背景交代不足，仅

仅托付给了这一人物每次出场时复

杂的镜头调度，来强调她在武行一

时无两的权势、谋略制衡的能力以

及说一不二的女丈夫性格。一是指

隐藏了贵樱的诸多布局动作，包括

她与孟大人的谋划与反杀，她与武

行尊宿四爷的联手与背叛。如此戏

剧性的内容，原小说本就做的是减

法，影片交代得就更为隐晦了。加

减法还来自电影对五哥角色的全面

改写，抹去了他的政府背景，也取消

了他的叙事视角，而争斗不断的沈

岸与齐铨，却仍被置于政治围观的

视角下。所以打戏越满，躲在大局

后景的女人越模糊。

徐浩峰电影中有三种女人：女丈

夫、奇女子、混血艳女，她们都是中国

传统家庭伦理之外的女人，她们都主

动介入男权社会的权力争夺与平衡，

是徐浩峰眼中的民国乱世的社会奇

观，各个都有文化出处。《一代宗师》

的宫二是奇女子，但不属于编剧徐浩

峰，她只能是王家卫的。这一人物的

命运底色和情感浓度是徐浩峰的人

物角色所不需要的。徐浩峰的女性

人物需得表达社会结构，却不实指某

一阶层，只抽象出他们对建制的态

度，认同的、抗争的或是生理性的。

女人们的态度决定了男人们的下场，

也决定了徐浩峰武打类型片的主

题。“门前宝地”，所谓门前百米，有不

平之事，武行要管。齐铨与沈岸把它

看成武行荣耀，却被逐出。在女人眼

里，它只是租界政治的一部分，如八

斩刀的“假即真真即假”的“击东又击

西”，所以贵樱成功回到武行。

武者改行的故事，让《门前宝

地》仍然持续着武者对武术生态“礼

崩乐坏”的恐惧。在徐浩峰这里，

“礼崩乐坏”不是社会批判，而是贯

穿整部中华文化史的价值观，是维

斯康蒂的阶层溃散叙事，是武林逝

去的进行时态。

电影艺术中，职业形象塑造不

仅支撑着人物的行动和成长，决定

着叙事的走向与深度，还以潜移默

化的方式承载着美育功能。现实

主义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指出，电

影特别擅长于记录和揭示具体的

事实，“通过物质现象的各种心理-

物理的对应有效地帮助我们去发

现这个物质的世界”。好的电影能

够通过对职业境遇和职场心理的

艺术呈现，帮助观众发现各个职业

的专业之美与奉献之美，同时揭示

出维系世界运转、推动历史进步的

真实力量。

中国电影的职业形象塑造传统

华语电影存在着“立业为先”的

传统，即通过职业塑造来确立角色

形象，并推动整个故事的发展。往

往影片一开场，主角即处于职场工

作状态，或是施展出专业技能。电

影通过简练精准的职业刻画，表现

角色性格，铺陈故事背景，迅速地

将观众引入故事的核心。

1905 年面世的中国第一部电影

《定军山》，实为京剧大师谭鑫培进

行戏曲表演的影像记录。《马路天

使》开场，吹鼓手和卖唱女各自忙

着自己的营生，这是影片叙事的起

点，也是对角色命运的铺垫。《红高

粱》中，“我爷爷”抬轿子的职业，赋

予 了 他 与“ 我 奶 奶 ”相 遇 的 契 机 。

《饮食男女》的开场是男主角独自

在家做菜，手法和菜品尽显他的大

厨身份，由这位厨师做出的色香味

俱全的一桌好菜引出一个典型的

中国式家庭故事。我们本就是一

个吃苦耐劳、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的民族，所以我们的电影里满是

奔波劳碌的身影，也唯有那些对工

作兢兢业业、为事业不懈奋斗的角

色，才能真正引起共情，赢得尊敬。

《少林足球》的开幕戏尤为精

妙，周星驰在两袋废品上摆出一字

马，望着广场大屏幕的球赛说道：

“球，不是这么踢的。”只一个镜头，

就把主角过去、现在和即将从事的

职业都交代了出来。港片有大量

成 功 的 职 业 形 象 ：警 察 ，律 师 ，医

生，飞行员，演员，商业大亨，贩夫

走卒，以及古惑仔等边缘职业……

《阿飞正传》的主角没有工作，生活

脱离正轨，但王家卫导演不忘在片

尾借刘德华扮演的警察之口嘲讽

主角：“不是个个都同你一样，不忧

吃不忧用，不用工作。我还要工作

的，你知道吗？”此处王家卫是在自

嘲和警世，将观众从电影艺术的氛

围中拉回到现实。香港爱情故事，

也必须经受过“不上班行不行”“不

上班你养我吗”这类清醒追问。银

幕上这些为“一箪食”劳心劳力的

角色，他们的勤勉与斗心，他们的

智谋与良善，他们的悲喜与浮沉，

为东方之珠的传奇缔造作出了生

动的注解。

电影职业形象塑造的美育价值

职业不仅是人物身份的标志，

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动力。世界

上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手》的

开场，父母正在讨论是否要将儿子

杰克培养成为唱诗班领唱；紧接着

是主角杰克登场，他在酒吧里一展

歌喉，技惊四座。前面父母的对话

依然是无声配字幕，唯有主角优美

动人的歌声是声画同步，似乎有声

电影的发明就是为了展示主角的

职业天赋和职业风采，为了让爵士

乐的银幕表达真正实现声情并茂。

职业形象塑造是电影创作中不

可忽视的核心环节，它不仅影响角

色的可信度与可爱指数，还直接关

系到观众的情感共鸣和对影片主

旨的理解。悉德·菲尔德在《电影

剧本写作基础》中提出，人物塑造

应该注意三个关键词，即“职业的”

（Professional）、“私人的”（Private）、

“个性的”（Personal），而职业塑造又

被 放 在 了 首 要 位 置 来 加 以 强 调 。

主角职业的酌定、塑形和尽早交代

之 所 以 如 此 重 要 ，按 小 说 家 斯 蒂

芬·金的说法就是——人们总是喜

欢擅长做某个工作的人物。职业

不仅是个人身份的重要表征，更是

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

世界联结互动的主要方式，职场是

最能展现个人的聪明才智和道德

操守的场景之一。

职业形象不仅是对角色日常状

态的直观描绘，更是对角色内在价

值的深入发掘。按照马克思的劳

动美学，“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

证”“劳动产生美”。银幕上的角色

不是仅有光鲜亮丽的外表就够了，

而是应该在劳动中创造美，将逆己

的因素转为顺己的因素，以此确证

自身的力量。电影的成功往往源

于对职业的忠实描绘，挖掘出了职

业背后的社会意义与奉献精神，凸

显 了 劳 动 的 价 值 与 劳 动 者 的 尊

严。观众领略到角色的劳动之美

和创造之美，受到了感染和鼓舞，

会更加投入自己的工作，同时也会

更加理解和尊重他人的工作，而这

些正是电影的美育价值和社会意

义的重要体现。

新时代国产电影的职业塑造

近年来，一批高口碑的国产电

影虽然风格各异，但它们的成功却

有共通之处：精心刻画角色的职业

形 象 ，营 造 真 实 的 职 场 空 间 和 氛

围，形成影片的说服力、吸引力和

艺术魅力。

《长津湖》的志愿军战士在前线

英勇战斗，《悬崖之上》的共产党特

工在复杂局势中与敌人沉着周旋，

他们博取胜利的英姿跃然于银幕

之上，他们为万世开太平的功绩被

铭记于观众心中，影片也成为了新

时期的红色经典。《钱学森》将镜头

对准爱国科学家，《守岛人》关注默

默无闻的海防民兵，《人生大事》聚

焦鲜为人知的殡葬师……电影凝缩

了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苦

付出，展示了他们的职业素养和奉

献精神，让观众认识了这些平凡而

伟大的祖国建设者，也认识到何为

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力量。

工 作 是 一 个 人 的 安 身 立 命 之

本，围绕工作所需的本领，所面临

的挑战，所牵扯的社会关系，主要

的故事情节和戏剧冲突有了，人物

鲜活地立起来了，电影也具有了真

实的质感。这些遵从现实主义美

学的优秀电影，致力于让故事围绕

角色的生活线索和生存逻辑展开，

让劳动者专业的和敬业的形象活

跃于银幕之上，促使观众重新发现

丰富多义的生活世界，传递积极向

上的价值观。

反之，有些电影为了制造戏剧

冲突、笑料与奇观，或是为了追求

“爽片”效应，总是把主角放置在一

些远离劳动场景的情境里，甚至一

整部电影都没有明晰交代主角的

职业。结果，角色成了离奇到离谱

的故事线上摇摆不定的傀儡，角色

没能立住，故事和角色双双失真。

这类电影仅仅追求娱乐性，却遗忘

了人的本质是劳动，消解了现实的

厚重感，缺少好电影应有的摹写世

情、激动人心的伟大力量，也无益

于观众的认知进阶和精神成长。

概言之，从社会美育的视域来

看，电影是一个理应充分利用的艺

术媒介。首先，要选取敏锐反映社

会变迁、生动讲述劳动者奋斗历程

的影片，让那些真正优秀的影片进

入到学生和青年群体的视野，帮助

他们树立职业理想，引领他们走向

人 生 价 值 和 德 行 追 求 的 自 我 实

现。其次，通过探讨电影中积极进

取的职业形象，启发学生感知每一

个工作特定的责任、艰辛和光荣，

反思“躺平”文化的各种弊端，帮助

尚未进入职场的学生建立正确的

职业态度，培养爱岗敬业的精神。

再则，要充分发挥电影的“社会镜

子”功能，帮助学生深入认识新的

时代环境和社会结构，进而思考自

己应该如何提升专业知识、职业技

能以及团队协作能力，激励他们在

未来的生活中追求更高的职业操

守与卓越的工作成就。

（作者系湖北工业大学讲师、国家

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

《门前宝地》：

“坐看重围”另一解
■文/王 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