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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 颖

国产爱情电影中的时尚服饰与价值审视
■文/咸 悦

电影作为文艺作品，带有鲜明的意

识形态，担负着向大众传递正确价值观

的重要责任，逐步引导大众“向善向

美”。中国当代电影在叙事中体现出叙

事伦理与人文意蕴。具体而言，从电影

叙事内容、叙事符号、叙事形式中都可

以窥见叙事伦理与人文意蕴。

中国当代电影叙事内容中的

叙事伦理与人文意蕴

中国自古便有“三纲五常”，确立起

“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标准，发

展至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续着

古老的伦理道德规范。“伦理”有“天伦”

“人伦”，而究其核心则涉及的是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中国当代电影在叙事中同样折

射出叙事伦理中对各方关系之间的理

解与阐释。《热辣滚烫》通过讲述一位大

龄毕业生毕业之后无所事事，整日宅在

家里到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开始工作

以及寻找自我的故事。影片在叙事伦

理中阐明的是寻找自我，为自己而活，

至少赢一次的人生信条。影片向观众

传达“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只要你肯

开始”的人生哲理。影片结局并非“大

团圆式”，而是主人公杜乐莹虽然站上

拳击舞台，但是最终未赢得比赛胜利。

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胜利，从她报名拳

击比赛不合格到合格到她站上舞台，已

经是她努力奋斗的胜利时光。而作为

《热辣滚烫》主演和导演的贾玲，也在此

次拍摄中成功减肥一百斤，用实际行动

向观众传递“寻找自我、为自己而活”的

信念。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利用陌

生化的叙事为观众揭示善恶非天定，而

是来自自己内心的信仰，“自己的命运

把握在自己手里”。魔丸转世的哪吒在

最后危急关头没有变成恶魔，反而成为

拯救陈塘关百姓的善人，这来自他内心

善的信念。而灵珠转世的敖丙却由于

家族发动了陈塘关的灾变，给百姓们带

来灾难。影片通过构建新的故事向观

众传递向善向美的精神价值。《独行月

球》更向观众传递了中国的“中庸”思想

以及鲜明的集体主义思想。中国当代

电影不仅在叙事中传递中国所流传至

今并传承的美好品格，同时也在叙事中

剔除糟粕，启发观众深刻思考。《我的姐

姐》反映出新旧伦理的抗争，也反映出

当代人们对老旧伦理思想的反思。“长

姐如母”“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影片中时

常出现，姐姐的抗争只是在表达自己的

合理诉求，控诉重男轻女的不平等思

想。影片最后将选择权交给姐姐，是一

个开放式的结局，引导观众重新审视个

人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对于“男女平等”

的真正践行。

中国当代电影叙事符号中的

叙事伦理与人文意蕴

电影中的叙事符号亦有深意，与电

影其他要素共同表达叙事伦理。中国

电影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注重借助中

国元素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拥有中国自己的话语表达权。中国当

代电影在叙事符号中传达的叙事伦理

是中国文化自信和中国的责任担当。

《大鱼海棠》中富有地域性和民族特色

的福建土楼，《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山

河社稷图，《流浪地球》中的春节、饺子、

舞狮，《疯狂的外星人》中的酒文化，《长

安三万里》中的长安、扬州、黄鹤楼等都

直接将中国意象具象化，彰显出中国文

化的地域美、意境美、文化美。除此之

外，中国当代电影中带有中国传统文化

的叙事符号串联起人们的共同情感和

记忆，铸牢人们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电

影《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中贯穿着人工

智能与人类情感间的博弈。作为人工

智能 Moss 能够快速搜集一切相关信

息，作出预判和决断，强大的算法和资

源库是人类所无可比拟的。因此Moss

在预测到“流浪地球”计划的不可行时，

数据直接让他做出放弃“流浪地球”，放

弃地球上的人类这一决策。但是从航

天员刘培强，到外交官周喆直，再到地

球上的所有中国人都坚持“流浪地球”

这一计划。在电影中“Moss”作为叙事

符号体现出与中国所奉行的人道主义

相悖的倾向，在两相博弈中体现出中国

所坚持和奉行的“人”之伦理，更是中国

担当的体现。

中国当代电影叙事形式中的

叙事伦理与人文意蕴

中国当代电影在不同的叙事形式

中对叙事伦理有不同的表现。“单行

式”的叙事形式往往以一条线展开，影

片围绕主人公展开，影片中的其他人

事物都是为主人公而服务，起到衬托

和凸显主人公的作用。“单形式”的叙

事形式对叙事伦理的表达往往在影片

最后揭示出来。《热辣滚烫》中除了女

主杜乐莹，其他出现的所有人物都是

为了衬托女主最后的蜕变，实现电影

中的叙事伦理。杜乐莹的妹妹是为了

映衬女主开始的“无所事事”，她的好

友和男友的出现则是表现她爱情和友

情的失去，她的远房表妹直接利用女

主的善良来帮助自己转正，她所倾心

的拳击教练是诱发她勇敢迈出第一步

的人。影片以“单行式”的叙事方式在

最后让女主为自己赢了一次，实现叙

事伦理的阐述。电影《满江红》也是以

“单行式”的叙事形式树立了岳家军

“忠君爱国”的伦理意旨。

“并行式”的叙事形式往往有多条

线索同时展开，影片中的人物与故事

皆围绕某一个主题展开，最后揭示的

是共同的主题，自然而然其叙事伦理

亦为同一个。《第二十条》中有三起案

件，同时发生，一起是村霸刘文经长

期霸凌王永强、郝秀萍一家，王永强

出于正当防卫杀害了刘文经；一起是

韩明之子韩雨辰看到学校暴力，见义

勇为，将对方打伤成为被告；一起是公

交车司机因为乘客对女乘客实行性骚

扰，打伤骚扰者。三起案件并行展开

想要说明的是同一点，即“法不能向不

法让步”。“并行式”的叙事形式在叙事

伦理中是通过多条线索强化同一伦理

道德。

（作者系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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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产爱情电影在国内外

影坛上崭露头角。除了跌宕起伏的情

节设置和扣人心弦的情感描绘，电影

中的时尚服饰也成为一大亮点。从早

期的《爱情麻辣烫》，到新世纪初的《将

爱情进行到底》《甜蜜蜜》，再到近年来

的“前任”系列、《后来的我们》和《喜欢

你》，国产爱情电影不仅在情感描写方

面更加细腻和多样，还在时尚服饰设

计方面体现出显著的艺术性和文化内

涵。通过运用色彩、款式和品牌等元

素，与影片的叙事、情感和主题紧密结

合，形成一种独特的视觉语言。透过

电影中的时尚服饰，观众在窥见角色

个性和情感的同时，能够深入思考当

代社会的审美取向和文化风潮。

象征符号：

国产爱情电影中的时尚服饰镜像

电影评论家路易斯·贾内梯在

《认识电影》中说：“服装是影片中的

另一语言系统，如同电影导演使用的

其他语言系统一样，它可以是复杂的

和具有揭示作用的象征性表达形

式。”

在国产爱情电影中，时尚服饰作

为传达信息的媒介和符号，其功能远

超过简单的装饰性，而是深度融入电

影叙事和文化表达中，成为一种重要

的象征符号。服饰的色彩、样式和材

质等元素，不仅构建出角色的视觉形

象，更象征着角色地位、性格以及情

感状态。

以电影《爱情神话》为例，由马伊

琍饰演的李小姐作为职场女性的代

表，其在片中的行头大多质地好、剪

裁精良，没有一点花里胡哨的装饰，

烘托出这一角色的人物设定就是低

调不张扬。影片中出镜率最高的

Jimmy Choo高跟鞋，虽不扎眼却能抓

眼球。又如电影《重庆森林》，导演王

家卫用敏锐的美学眼光编织故事，呈

现出一个个富有质感的画面。画面

中有穿着蜡笔绿色裙子的女孩，有穿

着黑色高跟鞋的女性，还有身穿蓝色

心形 T 恤的孤独女服务生。导演在

服装选择上非常有掌控力，通过不同

颜色的服饰展现人物的身份与地位，

同时暗示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

服装与人物相互呼应，既展现出被时

尚都市生活染上的外在绚丽，又通过

这些鲜艳的颜色反衬出喧嚣城市中

人物的孤独感。而电影《小时代》中

的奢华时尚场景，从高端时尚品牌服

饰到昂贵的配饰，不仅为观众献上一

场炫彩梦幻的时尚盛宴，而且通过精

心设计的服装，将角色的社会地位、

性格特征和情感状态展现得淋漓尽

致。剧中顾里常穿着剪裁严谨的黑

色西装或长裙，于无形中强化角色高

冷御姐范的特质；林萧在从学校走向

职场后的穿搭，象征着由邻家少女向

职场能手的转变，此时她的着装更为

精致、利落。另外，林萧在经历失落、

悲 伤 、背 叛 之 后 ，在 雪 地 中 穿 的

Bottega Veneta 红色长裙更是凸显出

人物内心的悲情。影片中南湘的穿

衣风格则素雅简单，从学生时代的白

衣长裙到后来的极简风格，无不透露

着文艺气息。作为一名服装设计师，

南湘身穿一款Fendi水墨色长裙搭配

灰黑混搭的皮草外套，而水墨元素也

呼应了她极具艺术气息的设计师身

份。在四个“时代姐妹花”中，唐宛如

的性格可爱真实又有一丝“神经大

条”，她的服饰一直都以运动风为主，

影片中有一款 Masfer.SU 的条纹连衣

裙，糖果色配上俏皮可爱的条纹设计

与唐宛如的性格十分契合。

时尚服饰背后的隐喻：

国产爱情电影中的文化透视

在国产爱情电影中，时尚服饰常

常作为一种隐喻符号出现，深刻反映

着现代社会的审美观念和文化风潮。

一方面，爱情电影中的时尚服饰既是

角色的外部包装，又是文化的载体，深

刻体现和反映着现代社会的审美倾向

和文化价值。比如《重庆森林》中女主

角身穿宽大的碎花T恤或衬衫，一头

干净利落的短发正是20世纪90年代

的潮流装扮，其在表现剧情的同时也

彰显出丰富的时代和文化精神。另一

方面，国产爱情电影中的时尚服饰是

反映市场需求、引领时尚潮流的重要

媒介，直接影响着观众的消费行为和

时尚观念。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本身就具有强大的传播

力和影响力。电影中的服饰设计和品

牌选择，往往紧跟当下的时尚潮流，甚

至引领新的时尚趋势。例如，《小时

代》系列电影中，主角们频繁穿着的名

牌服饰和前卫设计，不仅展示了角色

的高端品位，也通过视觉上的冲击力

吸引了大量观众的注意力。在电影上

映后，片中出现的时尚单品迅速成为

市场上的热销商品，直接影响了观众

的时尚选择和消费行为。此外，爱情

电影中的时尚服饰作为一种文化表

征，还可体现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气

质风采、生活习俗以及民族审美，其以

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极具民族特色

的服饰造型和色彩，成为电影不可或

缺的视觉语言。其中旗袍作为东方服

饰的代表之一，以其深厚的民族文化

底蕴，展现出独特的东方艺术审美特

性，现已成为电影中不可或缺的时尚

元素和文化标志。王家卫爱情电影

《花样年华》中通过摇曳生姿的中式旗

袍造型勾勒出20世纪60年代的上海

图景，既是对东方美学的完美诠释，也

是民族情结和民族审美的深刻体现。

综上所述，在国产爱情电影中，时

尚服饰不单是角色个性和情感的外在

表达，更深刻地映射了当前社会的消

费主义趋势、社会地位标识和个人身

份的构建。这些服饰通过其设计、品

牌、与角色互动的方式，成为传递复杂

社会和文化信息的媒介。随着中国电

影市场的日益成熟，这些电影所传达

的时尚与价值观也愈发成为社会和文

化互动的一部分，值得我们深入理解

和思考。

（作者系四川传媒学院戏剧影视

美术设计学院讲师）

■ 文/孙晓珍

红色微电影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路径
红色微电影以红色题材为主，展示

革命党人及其光辉事迹。红色微电影制

作成本低，内容精、时间短、传播快，育人

效果强。红色微电影所包蕴的关于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以及艰苦奋斗、坚持不

懈等品格都与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内容高度契合，是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

念教育的丰富资源库，也是红色文化的

重要载体。用好红色微电影，将红色微

电影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具有可

行性。当今社会，各种思想良莠不齐，冲

击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大学生尚未完全

形成成熟、稳定的价值体系。因此，高校

利用红色微电影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

教育具有必要性，可以坚定大学生的理

想信念、厚植大学生的家国情怀。

红色微电影与思政教育相结合，

强化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红色微电影一般与“革命、建设、改

革、复兴”等内容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和耦

合性，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内容上的共

通性和目的上的一致性。思想政治教育

的核心内容便是理想信念教育，从红色

微电影中挖掘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契合的

内容，探究与思想政治教育相适应的形

式，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强化大学生理想

信念教育。而红色微电影中的题材和事

迹可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素材和资

源。微电影《宣誓！宣誓》以三次面对党

旗的庄严宣誓为主线，讲述了三位代号

“深海”的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为革命

赴汤蹈火的故事。以三次宣誓彰显出革

命党人为了事业坚定的理想信念。思想

政治教师可以在讲述关于党的历史的内

容中引入此微电影，串联古今，让学生们

深刻理解到宣誓背后所承载的重要责任

和重大意义。

思想政治教师要利用红色微电影声

画结合的特点，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形

式。长征途中，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历经

重重困难，才终于成功胜利会师。思想政

治教师在讲述长征历史时引入微电影《在

场》，通过老兵到处找棉衣棉服的故事，使

学生对长征的艰难有具象化的体会。微

电影借助声画调动起学生的观影兴趣，又

设置情境性的故事吸引学生注意力，能够

达到良好的观影效果。学生通过观影了

解历史和红色文化，与传统枯燥乏味的讲

授法相比不会产生排斥和抗拒的情绪，能

够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也能

够在观影过程中领悟革命党人的精神信

仰，坚定理想信念。

随着网络的发展，思政教育亦离不

开网络。红色微电影可以借助互联网平

台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教师或者相

关负责人可以在官网的专门版块向学生

推荐优秀的红色微电影，还可以设置讨

论区，学生之间可以互动，在发表看法中

进一步深化对电影的理解。教师还可以

借助朋友圈、小红书、抖音等转发精彩的

红色微电影片段或镜头，传播红色微电

影，将红色微电影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

合。思想政治教师是有力促进红色微电

影与思政教育相结合的主体，因此思想

政治教师应注意挖掘红色微电影中的思

想政治教育成分，将其有机融入思想政

治教育中。首先，思想政治教师需要转

变理念，主动将红色微电影纳入思想政

治教育的素材和资源库中。其次，思想

政治教师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

进一步的熟悉和强化，如此才能在观看

微电影中敏锐并迅速地找到其中符合思

想政治教育要求的内容。最后，思想政

治教师需要提高自身将红色微电影与思

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能力。既可以多从

网络上学习有经验的老师的做法，或者

向优秀的同事借鉴学习，也可以通过参

加培训提高能力。

红色微电影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强化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各学科专业教师除了教授学生专业

方面的知识外，还要引导学生坚定理想

信念。学生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将

专业知识用在真正有需要的地方。各专

业教师要以本专业为主为重，探索开发

红色微电影中与本专业密切相关的内容

知识，落脚在加强专业教育和理想信念

教育上。各专业教师既要看到红色微电

影中理想信念教育的共性，又要看到各

专业教育的个性，注意把握共性与个性

之间的关系，实现“影视育人”与“专业育

人”的有机融合。例如，英语学专业教师

可以引入红色微电影，对红色微电影中

的台词进行中英翻译；艺术编导类专业

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与学生一起分析红色

微电影的制作，包括电影中的主题、人

物、色彩、空间叙事、运镜等；历史学教师

可以利用红色微电影讲解其故事发生的

时间和背景，与历史专业知识相结合。

微电影《信仰》主要讲述了皖南事变后，

新四军女战士程振翠被关集中营长达三

年，在这三年中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敢于

斗争、无畏牺牲的精神。历史学教师可

以在讲述皖南事变时引入微电影《信

仰》，从故事出发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和求

知欲。

各专业教师除了探究红色微电影中

与专业教育紧密结合的部分外，还要注

重在引入和融合时适时加强理想信念教

育。各专业教师担负着教书育人的责

任，只有夯实学生理想信念之基，才能帮

助学生更好地成长成才。

红色微电影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离不

开各专业教师从思想到能力的转变和提

升。首先，各专业教师需要强化对红色微

电影的重视，有意识地将红色微电影纳入

专业教育的资源库中，将适合的红色微电

影作为教学素材融入教学中。其次，各专

业教师需要提升将红色微电影与专业教

育相结合的能力，切忌将红色微电影生硬

地引入其中，为了引入而引入，必然会使

得结合不顺畅、不自然。各专业教师需要

找到红色微电影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契

合点，进行合理地转化和融合。

红色微电影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强化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高校应组织与红色微电影相关的社

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感悟

精神、砥砺成长。高校可以举办红色微

电影大赛，鼓励学生结成小组拍摄红色

微电影。学生在拍摄过程中需要根据主

题研究历史背景、人物、故事情节，通过

文献资料查阅和调查研究，能够更加深

刻地理解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铸牢

理想信念之基。在拍摄中，学生亲自走

访红色革命圣地，采访有相关经历的红

色人物，聆听红色人物事迹，第一视角近

距离地接触和感悟红色文化。如若以

“井冈山精神”为主题拍摄红色微电影，

学生们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深入井冈

山进行采风，实地走访，并且还要做好文

献研读整理归纳总结工作。在阅读文献

和实地走访的过程中更能领悟井冈山精

神，了解到革命先烈为了理想信念而做

出的努力和牺牲，从革命先烈中汲取精

神信仰的力量，坚定自我的理想信念。

学校还可以在特殊的节日组织学生

观看红色微电影，如建党节、建军节、国

庆节等。在观看之后，教师可以组织学

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并选出小组

代表分享观影体验和感悟，各小组之间

互相交流，在交流和分享间营造浓厚的

红色文化氛围。高校还可以组织学生前

往革命圣地参观。学生在观看完电影以

后会有较深的感触，能够与微电影中的

情节相匹配，再次回忆电影情节，加深对

红色印迹的印象。例如，学生在观看完

微电影《忠诚》之后，了解到刘启耀的人

物事迹，随之可以前往江西省兴国县，探

访刘启耀曾经的工作和生活轨迹，向周

围邻里之人了解他们所听到的关于刘启

耀的故事。如此一来，将影像与现实相

重合，使学生更能领会当初的革命党人

在理想信念的感召下一心为公、克己奉

公的优良作风。

红色微电影与校园文化相结合，

强化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校园文化建设会对学生的思想、行为

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各高校必须重视校

园文化建设，营造积极良好向上的校园文

化氛围。红色微电影中充满积极向上的

正能量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案例，是对大学

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极佳资源。

学校可以在食堂、图书馆、教学楼、

宿舍等电子滚动播放屏上播放红色微电

影，并定期进行更换，根据特定节日选择

不同主题的红色微电影进行播放。在建

党节可以播放与建党主题相关的红色微

电影，如《宣誓！宣誓》；在纪念刘邓大军

挺进大别山之际可以播放《情系朱家

山》。在学校长廊、宣传栏中以海报、条

幅等形式向学生推荐红色微电影。校史

馆可以选择与本校或本地相关的红色人

物和红色事迹进行展览，并在人物和事

迹旁附带推荐的相关红色微电影。

学校可以鼓励学生成立红色微电影

社团，以社团带动校内更多的学生参与

到红色微电影的宣传中。邀请专业教师

加入社团中，对社团和学生进行指导。

如邀请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作为红色

微电影顾问，邀请编导类专业的教师作

为微电影制作的执导人。社团可以带领

社团成员一起拍摄红色微电影，在轻松

的环境和氛围中实现寓教于乐。在校园

文化节、校园艺术节、校园戏剧节等节日

中组织学生现场演绎红色微电影中的某

些片段，增强现实感和互动感。

打造虚拟仿真教育基地。如今，随

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高科技层出不

穷，学校可以利用时代发展优势抓住这

一机遇，建立虚拟仿真虚拟基地。引入

VR、AR、3D等科学技术，让学生体验红

色微电影中的场景，沉浸式体验当初革

命党人所经历过的困难，如此能够更加

深刻地体会到革命党人为了理想信念所

克服困难的决心和毅力。如红色微电影

《启汉，启汉》有李启汉被捕入狱后遭受

严刑拷打的情节，还有在滂沱大雨之时

家人们来到刑场上寻找遗体时撕心裂肺

的哭喊声。虚拟技术可以将学生带入微

电影的情境中，实现多人同场域互动，学

生们可以穿越到电影中，亲身体验电影

中的场景。由此更能体会到革命党人为

了党的事业所矢志不渝的坚定理想信

念，通过切身体验筑牢自己的理想信念

之基。校园文化在不知不觉中会长期对

学生的价值观、言行产生巨大的影响，因

此高校要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将红色微

电影与校园文化相结合，加强对大学生

的理想信念教育。

（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