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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于大众文化消费与主导意识形态之间

【作者】冯 岭

 军事影视作品，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它们都以恢弘的气势和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震撼着人们

的心灵。尤其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它更受到中国电影制作者和电影观众的青睐，成为当时的一

种潮流与时尚。“八一”厂副厂长安澜导演回忆说：“新中国电影是在解放战争中诞生的，在创作战

争题材电影中成长起来的。从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1949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至上世纪80年

代末出品的影片几乎近半是战争题材。能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受到观众追捧的绝大多数也是战争

题材的影片，除上面提及影片外，还有《甲午风云》、《董存瑞》、《上甘岭》、《南征北战》、

《血战台儿庄》、《战上海》等等。” ①  

  的确，军事题材影视作品曾艺术地再现了那些精彩的、传奇的历史情境，在建国17年中曾出现过

繁盛的景象。这些影片的所指内涵都是意识形态，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宏大主题被整合进国家意识

形态的话语体系中。不过，其中的类型元素也曲折地承载了当时大众的娱乐功能，因而使得当时文化

消费处于卖方市场情况下的这些作品依然赢得了大量观众，其轰动性与娱乐功能完全发挥了类型商业

影片的作用。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和文艺观念的局限，那些影片包裹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外壳，毕竟

不能以正常的类型片模式运作出品，因为它们的制作及运作方式不是商业渠道，其文化生产与市场需

求是一种疏离关系。所以在大众文化消费与主导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军事电影作品处于复杂、微妙、一

时难以言说的状态。  

  到了市场化逐渐确立的今天，视平面化、标准化、商品性和世俗化为其总体格调的大众文化逐渐

成为主流文化，它推崇快感和经济，从超功利化和精神升华的传统模式里走出来转而满足人们日常的

快感追逐，从经典艺术的创造想象到当代文化的视像复现，从遵循理性的原则到服从于资本的规律。

它追求文化的商品性，遵循投入产出市场经济规则，对文化消费市场进行目标化定位和包装，把文化

变成一种制造娱乐效果的高级商品。处于这种文化现实中的电影工作者在创作军事影视作品时揣测文

化市场的动向，琢磨世俗社会中人们的情感变化，重视大众文化消费和对娱乐、快感意义的认识，进

而主动开掘其功能，同时，运用主导意识形态中的本土化叙事的智慧，双管齐下，在打动主流意识形

态的同时用娱乐吸引观众，以达到其应有的宣教诉求，为消费者搭建了一个提升思想境界或者实现梦

幻或者宣泄情感的虚拟空间或者现实舞台。  

    

  一 多重文化语境下视像的生产与消费  

    

  在诸多影视题材中，军事影视作品的银幕效果，即作品所可能拥有的吸引观众的魅力，历来被认

为是独特而多元的，因为它特别注重营造那些气势恢弘雄浑、令人目眩神迷的大场面，“大场面”有

相当多的成分是要靠战争来造就的，战争最能传达人类生存处境的极限领域，关于人的一切，如生与

死、勇敢与懦弱、忠诚与背叛、正义与邪恶，乃至一个民族的繁盛与衰落等等，都可能经由惊心动魄

的银幕战争故事而获得直观的、富有冲击力的传达。观众亦形成了对此类影片的这种观赏期待。人们

观看它们，很大程度上不是冲着主流意识形态所指而去，而是那里面“会意”的类型元素所带来的视

觉快感。  

  当然，过去那种对无功利性的快感的强调，现在变化为越来越强烈的利益化诉求。近年来，与人

们视觉满足和满足欲望直接相关的“视像”的生产与消费，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核心。

在迅猛发展的现代高科技的强力支持下，在扩大市场以赚取更大利润的雄厚资本操纵下，高科技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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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所制造出的以假乱真的“逼真效果”，使原先天才式的想象力成为现实。许多进口大片以现代武器

与高科技制造的战争场面不仅给观众极大的刺激，也吊高了观众的胃口，这些无疑给中国军事影视作

品的创作出了一道道难题。  

  在这样一种特定文化现实与时代背景下，中国军事影视作品面临着意识形态和经济规律的双重压

力。巨大的竞争压力使得它更加紧密地和商业元素结合，制造带有暴力美学意味的影像。比如，《北

纬三八线》、《我的长征》、《笑傲苍穹》、《壮志凌云》、《导弹旅长》、《突出重围》等作品都

强化了它们独特的观赏性。许多导演比如冯小宁充分发挥大制作的优势，着力于表现波涛汹涌大潮中

的众多人物，展现历史上宏伟壮丽的社会景观、自然景观和战争奇观，描绘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做

到一般影视剧制作难以做到的事情。冯小宁的“战争三部曲”《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

都十分重视视觉性表达，使观影者在枪林弹雨、刀光剑影中，产生了强大的革命／复仇／胜利的真实

快感。  

  随着数字特技的使用和大制作理念的传播，电影工作者营造视觉奇观上的意识比过去有所增强，

宁海强在《壮志凌云》实地拍摄中运用不同时代不同机型的飞机一千多架次，辅之以大量的电脑动画

特技，在荧屏上展现出各种飞机激烈的空战场景，充分展现出威武之师搏击长空的豪迈气概。《突出

重围》总共动用了10万人次的部队，100架次的飞机和60多辆坦克，用了三个半月的时间进行前期拍

摄。影片《淮海战役》多次运用空中拍摄的长镜头来全景式地展现宏大的战争场面。《大转折》刘、

邓大军强渡黄河，揭开鲁西南战役序幕是全片第一个战争场面，采用的是大全景加航拍同时多台机器

跟拍的立体拍摄，用了5000多部队官兵，在200多米的河段摆放了50多条船，水上水下埋了1000多个炸

点，拍摄时，摄影机由上至下，然后从左至右横移过去，营造出一个大气磅礴的恢宏场面。“八一”

厂厂长明振江将军曾介绍拍摄“中国首部抗战大片”《太行山上》中奇袭阳明堡这场戏时，一下子打

下去27架飞机，另外，运用现代电影视听语言，过去一个电影七八百个镜头就可以了，但是这次用了

1800个镜头，用了148个高科技的镜头，在这上面花了将近300万人民币，因此有人说拍得完全可以和

《珍珠港》媲美。  

  如此看来，当今军事影视作品充分利用已有的技术手段和物质基础营造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战争

奇观，产生了再现往昔战争情境的真实效果，全景式地展现了革命战争的各个重要阶段，力图实现宏

大场面、历史事件与英雄人物的有机结合，在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对娱乐、欲望、快感追求之间游

走，以便寻求到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和“17年”电影创作相比，这些影片所具有的高瞻远瞩的视角、

恢宏开阔的手笔、磅礴浩大的场面及千军万马的气势是以往的军事作品所无法企及的。  

    

  二 多样的文化选择和创作策略  

    

  在中国，军事影视作品，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形态多样的复合体，将其剖开来讨论，是符合中

国影视发展的历史国情的。它的一种形态是电影类作品，特别是属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中的军事影片

如《大决战》等基本上都是作为一种“主旋律影片”，它的性质不仅存在于电影本身中，还源于我们

特定的文化，特定的社会政治体制，在这里，国家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起着最关键的影响。这种电影

并不是像通常的类型影片那样是一种电影企业的商业行为，而是一种由国家投资、政府指令、电影制

片厂完成的既定任务。其文化生产固然最终也要进入市场化的电影发行放映渠道，也相应地产生它的

经济利润，但是从根本上讲，它们以社会效益为主，有着浓郁的国家民族意识，主要是宣扬国家意识

形态，尽情抒写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还有一种渗透着文化反思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影片，如

《晚钟》、《战争子午线》、《走出硝烟的女神》、《血性山谷》等“把人类的祸福苦乐堆积在”胸

上，“使自身扩展为人类的自身”，特别是在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方面，它能够带来

哲学意义上的启迪，其文化生产的态度是严肃的，至于影片的经济效益并不是这类影片追求的主要目

的。但作为迎合大众文化消费的文化产业所追求的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子命题在今天也显得日趋重要，

文化背后就是巨大的商业动机和利润逻辑，是社会决定了电影最终的历史归属，决定了电影的娱乐性

和大众趣味需要智慧的表达。   

  另一种形态是军事题材电视剧，如《DA师》、《突出重围》、《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等

已经从一种主旋律的军营文化走向了大众，它的制作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创造空间，可以尽可能地按照

大众文化的规律去设置情节、塑造人物，满足观众对视听艺术的日常消费需求，它把军人的精神变成

一个全民共享的文化资源，成为了一种时尚的大众文化消费。这种文化选择不仅仅是投资经济回报问

题，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文化思想的绵延、民族精神的传播问题。  

  由此可见，军事影视作品游走于大众文化消费与主导意识形态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矛盾关系需

要认真处理。它包含着主导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的控制和诱导，与大众文化消费的非政治化的要求，



也包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与民族特质这些趣味与审美因素。一方面，中国军事影视作品需要宣扬国家

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片”，歌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但仅仅关注其社会意义和价值，会

局限中国军事电影的空间高度，使其难以获得世界性价值，所以需要韵味悠长、意境幽远和个性独

特、具有文化反思意味的作品，这种样式的艺术作品有时能够在思想的深度上超越一般通俗的艺术作

品而获得较高的思想价值。导演翟俊杰就认为：“战争电影是电影王国里不可缺少的类型，世界上的

电影大国都出现过很多战争电影，比如前苏联的《战舰波将金号》、《夏伯阳》，美国的《巴顿将

军》、《野战排》、《拯救大兵瑞恩》等等，都是很优秀的战争电影，这些电影都是各个国家民族的

历史写真，它真实地反映了战争中的人性，关注人性的发掘，好的战争电影不在于它战争场面的如何

惨烈，如何壮观，而是在于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对人民的伤害，同时人性在战争中如何真实地反映出

来，这才是战争电影的真正意义所在。” ②韦廉导演也谈道：“我认为最深层次、最讲究的大片应

该是从历史事件和生活的特征内容出发以发掘人的特定的思想感情等内心世界和塑造活生生的人物形

象为艺术归宿，以人的性格、命运来体现历史的种种矛盾，并渗透出现实参照和精神启示等超越历史

的独特意蕴，包括历史价值、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 ③  

  另一方面，当今中国消费社会中大众文化十分发达，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正如尹鸿教授所说“市

场是最大的政治”，影视市场的商业化造成我们对娱乐性元素的选择越来越多。其实革命当中所包孕

的各种可能性，如所暗含的暴力、传奇、较量等观众非常乐于接受的娱乐元素，同样与求新求奇的商

业精神不谋而合，所以，追求主导意识形态与娱乐、欲望、快感的融合，是文化消费者愿意接受的。

因为一部叙事结构交叉、价值边界模糊、人物个性复杂的作品，虽然它可能讲述的是一个具有真实意

义的故事，但是由于它失去了主流文化产品那种清晰的价值属性和道德属性，很可能会使许多观众迷

失在它纷繁复杂的外在表象和扑朔迷离的主观意绪之中，对于那些在忙碌之中有限的休闲时间内寻找

心灵慰藉与娱乐的普通观众而言，这种真实的艺术往往并不能够获得普遍认同。  

  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现今有的作品主要通过离奇的情节包装、甚至战争暴力的渲染以及色情的

暴露，在诉诸大众心理及感官刺激的同时，迎合大众对娱乐消费文化的需求。比如，《南京大屠杀》

虽然取材于抗日战争，但这部影片最令人难忘的也许仅仅是极端血腥的暴力场面；叶大鹰的影片《红

樱桃》更以直接的女性身体的裸露来满足大众的日常性欲望，取得了商业利益的成功。  

  因此，中国军事影视作品需要在这种美学现实中，保留审美日常化和大众化的正面成果，提高军

事片的审美价值现代感，将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巧妙地融入观众的电影消费欲望之中。在多种快感体

验中努力恢复精神快感的触动与悠长，在保留其外在形式美和趣味多元化的同时，努力提高它的思想

价值和艺术品位，使中国军事影视作品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这也是中国影视产业历史发展的文

化战略问题，更是如何捍卫语言系统中精神价值体系的文化问题。  

    

  结 语  

  中国军事影视作品以丰富的艺术文本再次启示我们，在这样一种极端视觉化了的美学现实中，面

对市场，迎合或拒绝都只能是给艺术创作带来更大的危害。艺术家只有充分利用中外艺术发展过程中

一切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紧紧抓住民族心理和观众的审美要求，并以当下的或本土的眼光把它纳入

到自己的创作视野中去，在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消费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共振点，以军事影视剧

这一最具刺激力的视听魔方，最具感染力的英雄和情感故事，创造一个美妙绝伦的影像化世界。  

    

  注释：  

  ①赵娟：《“战争”也是个永恒的主题听八一厂副厂长安澜说电影》，《电影》2004年第21期第

33页。  

  ②欧阳琴书：《我的长征情结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翟俊杰专访》，《电影》2006年第11期第10

页。  

  ③张东：《用心灵感悟电影访八一厂导演韦廉》，《当代电影》2001年第4期第29页。  

【原载】 《当代文坛》 2008年第1期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校

级研究中心，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西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前身是1956年9月建立的

绍兴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教研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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