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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集 结 号》为 例

周 雪 珍 王 瑛

摘 要: 近年来，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片模式相互整合，出现了票房和口碑双赢的新主流电影，它在

传统主旋律电影的拍摄样式、叙事方法、美学观念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变革，一方面强化娱乐性、
观赏性以及市场运作，另一方面着重注入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核，从而在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消费

文化和价值观念之间取得平衡，调和商业性、艺术性与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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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主流电影的缘起

电影历来被视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和宣传思想

文化的重要载体。自 1980 年代中期开始，电影开始有意或

无意地与政治有所疏离，娱乐片的突飞猛进使当时的电影

界从业者特别是领导者产生一种危机感———主流意识形态

在电影银幕上的缺失。面对这种局面，1987 年 2 月举行的

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首次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
的口号，试图在新的环境、新的形势下调和政治与艺术、宣
传与市场等一系列早已存在但此时被认为尤其突出、迫切

的问题，这是最早公开提出主旋律这一重要概念的文献之

一。①对于主旋律电影这一概念进行更为详细的界定和描

述则是在此之后，其中一种解释是“通过具体作品体现出一

种紧跟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时代潮流，热爱祖国，弘扬优秀民

族文化，积极地反映沸腾的现实生活，强烈表现无私奉献精

神，基调昂扬向上，能够激发人们追求理想的意志和催人奋

进的力量。”②1991 年广播电影电视部、财政部等部门联合

颁布了《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暂行办

法》《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上缴的实施细则》等规章

制度，标志着主旋律电影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扶持，在某

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从政策和法规上把主旋律创作作为一

种制度固定下来。”③1994 年 1 月 24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

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四个一

切”的标准，对于“主旋律”的范畴进行了更为宏观、更为明

确的界定。④在此前后，主旋律电影成为电影界关注和研究

的热点，如有的论述者将其细分为创作精神和题材要求两

方面进行把握，并认为它主要是针对指导思想和创作方向

而言⑤，有的研究者将主旋律与时代性相结合，认为其就是

反映时代精神或社会本质⑥。类似研究无疑是一种有益的

探索，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主旋律”的认识，澄清了

一些模糊的观念，扩大了“主旋律”这一概念的包容度，为

主旋律电影与其它形态电影的融合互渗提供了理论依据

( 当然在实际操作中还会遇到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解决)。
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意识形态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

器———学校、出版、电视、文学、教会、党派等等把个体召唤

或询唤为主体，并利用其镜像结构的双重映照使个体臣服

于主体，互相认识和互相担保，被安顿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的仪式所支配的实践中自动工作。⑦依据这一理论，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主旋律电影就是官方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召唤

和质询。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承担了官方意识形态质询

的重要职责，因此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载体在相当的

历史时期拥有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但也因为政治形势

的变化而失去曾经的地位。尤其新时期以来，“左”的意识

形态及其思想文化被彻底否定，人们普遍对乌托邦构想、阶
级斗争为纲等曾经统帅政治意识形态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宏

大命题产生怀疑，主旋律电影可以被看作是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政治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再次询唤的努力。但是经过一

段时间的实践，无论电影生产者、发行者还是管理者都不约

而同地发现，曾经被寄予厚望的主旋律电影面对激烈的市

场竞争似乎显得无所适从，充满政治说教和道德劝谕的观

念图解式影片在与娱乐片的竞争中一败再败，根本无法适

应商业化和娱乐化的电影市场，实在不足以实现期望中的

召唤民众、整合社会的功用。人们( 主要是电影生产者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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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 开始意识到主旋律电影的拍摄样式、叙事方法、美学

观念等一 系 列 根 本 问 题 都 需 要 进 行 一 场 广 泛 而 深 刻 的

变革。
虽然人物形象高大全、宣传意味浓烈的老派主旋律电

影不受市场欢迎，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观众却对

以革命、英雄为主要题材而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都比较新

颖的电视剧抱有极高的热情。如《激情燃烧的岁月》( 2002
年)、《历史的天空》( 2004 年)、《亮剑》( 2005 年)、《士兵突

击》和《走出硝烟的男人》( 2007 年)、《光荣岁月》《天下兄

弟》《我是太阳》( 2008 年) 等电视剧在取得高收视率的同时

也收获了良好的口碑，既与主旋律电影的尴尬境遇形成极

大反差，也与市场运作成功但社会反响不佳的“雷剧”“烂

片”形成了强烈对照。
这种状况促使电影生产者和管理者重新思考主旋律电

影的定位和模式。按照传统的观点，新世纪以来电影的后

现代主义倾向和追求感官刺激的景观化趣味，与强调政治

正确和正统叙事的主旋律之间似乎并不那么契合。但随着

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以影视为代表的文化产业的繁荣，

主旋律电影在政治意识形态之外也必须考虑观众需求、市
场份额、投资回报等因素。一些创作者开始尝试把商业性

的、诉诸大众视听消费欲望的叙事模式、拍摄风格与主流意

识形态的思想内核、价值取向融合在一起，力图在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之间取得平衡。由此，商业电影和主流意识形

态互相调整融合，逐步形成新主流电影。

二 新主流电影的特点

按照笔者的理解，本文所说的新主流电影并非是马宁

所提出的低成本的青年电影工作者创作⑧，而是更接近周

星、陈犀禾等的定义即“主流意识形态认可、国家政策倡导、
主导文化价值观体现、情态表现积极向上，表现历史与现实

健康情趣的电影创作”⑨。新主流电影尊重国家政治意识

形态的权威性，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在拍摄技巧和叙

事手法上又具有商业电影的娱乐化特质，逐渐成为电影格

局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新兴形态。这一电影形态经过数年的

探索尝试，终于在 2010 年前后收获成果，正如《2011 年中国

电影艺术报告》所说:“2010 年……主旋律基本转化为主流

电影创作模式。”⑩放眼全球电影界，新主流电影可以说是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的具有中

国特色的电影形态，它的出现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发展

最令人瞩目的特点与成就之一。
目前被多数学者公认的新主流电影的代表作有《云水

谣》( 2006 年) 《集结号》( 2007 年) 《建国大业》( 2009 年)

《十月围城》( 2009 年) 《唐山大地震》( 2010 年) 《秋之白

华》( 2011 年) 《金陵十三钗》( 2011 年) 《归来》( 2014 年)

等。这其中，《集结号》被认为是新主流电影的重要代表，

是“当代中国式大片中与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契合的

最好的一部新主流电影”。瑏瑡有学者将其视为中国大片的一

个转折点，对主旋律战争电影模式实现了突破，为主旋律电

影的艺术性和产业化融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瑏瑢在笔者看

来，《集结号》作为新主流电影的成功，主要在于它的以下

几个特点:

首先，抓住了电影作为视觉艺术的本质特征，具有相当

强的观赏性。电影用了各种方法渲染悲壮氛围，开场戏把

小说平淡的只有一句话的战斗描写扩充为一场异常残酷和

惨烈的阵地战，通过快速切换的瞄准、射击、前进等短镜头、
紧张的军人面庞特写、逼真的子弹破空声和人体中弹的闷

响以及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场景制造出惨烈的战争场景，

紧紧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除了影像的震撼产生的视觉快

感外，更是对英雄捐躯赴国难的赞歌，勾起了观众对烈士、
革命先辈的怀念和敬意。

第二，影片的思想倾向既与政治意识形态相一致，又体

现出具有现代性的价值准则。
电影中，谷子地对杀战俘这一行为的辩解是“要不是指

导员牺牲，我也不会这样”，他在关禁闭出来准备上战场之

前提出的首要要求就是“配一个新指导员”，上述情节无疑

对“党指挥枪”这一原则表现出了鲜明的政治立场。指导

员( 全称是“政治指导员”) 作为党在基层的代表，其主要职

责就是教育和带领官兵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级

决议、命令、指示，党支部的决议。谷子地对指导员的重视、
服从和依赖，实际上体现的是思想上对党组织及其政治理

念、路线方针的信奉和皈依。
《集结号》中撤退的“号声”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意象。

在原作小说《官司》中，谷子地战后就从老乡嘴里明明白白

地得知号声没有吹响。电影中，号声是否响起成了贯穿大

半部电影的悬念。谷子地一直对自己没有听到号声、未能

及时挽救战友的生命感到愧疚。保卫生命和服从命令孰轻

孰重，这一生死攸关的心理挣扎充满复杂人性的厚重感，表

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这无疑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价

值准则。
谷子地半生追寻，希望为自己和死去的战友找到组织，

剧中他一再叹息“别看了，一个人名都没有，全是无名烈士。
爹妈都给起了名，怎么全成了没名的孩子了”“咱九连，四

十七个弟兄，明明都是烈士，怎么就成了失踪了呢”。小说

中，谷子地苦苦寻求而无果，最后在无奈之下，想着“很难说

到底谁对谁错。也无所谓谁对谁错”，稀里糊涂地默默离

去。而电影中，谷子地坚持不懈的追寻终于换来了庄重正

式的追授九连烈士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奖章”的仪式，

九连全体指战员的烈士名誉与生命价值最终得到革命集体

的承认。这一情节向观众展示了个人只有得到国家、集体

的承认才有价值，但与此同时，国家和集体对个人的正当权

益也应该给予承认和尊重。
电影以个人化的视角切入战争，一反同类题材经常有

的“高大全”说教式套路，具有浓厚的草根气息。首先，《集

结号》对军人和战争的表现具有颠覆性。传统的革命战争

叙事多从宏观角度表现重大战役，洋溢着革命的英雄主义

和乐观主义，往往是我方视死如归、无往不胜，敌军望风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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靡、愚蠢可笑。而影片中，杀战俘的场面、梦见娶媳妇的连

长、战前吓尿的文化教员、谷子地“谁他妈不怕死啊，头皮上

飞枪子，裤裆里头跑手榴弹，就是神仙也得尿了”的台词等

都与传统革命战争叙事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形象截然不同，

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弱点，充满了真实感和可信度。
其次，英雄也变成了褪去魅力、才能、运气等等光环的普通

人。主角谷子地幸存下来，却被怀疑是俘虏，付出了几乎被

地雷炸死的代价才换来新战友的信任; 战争使他伤痕累累，

在半聋半瞎腿还半残的情况下以大半生精力四处奔波搜集

证据，寻找原部队领导，甚至到已经成为煤场的原战场用镐

头寻找遗骸，无数次遭人白眼，受到冷落排挤，仍然矢志不

渝。正如研究者所说，“《集结号》则是冯氏平民主义影像

奇观与当下主导价值系统实现艰难而成功的缝合的分水

岭。正是在这部影片中，冯氏平民主义影像奇观与主导价

值系统倡导的‘民生’与‘社会和谐’重心形成有意思的交

融或‘缝合’。”瑏瑣影片使小人物身上充满殉道者的光辉和幸

存者的悲壮，以反精英、反英雄的平民视角加强了观众的代

入感和同情心，不能不使人感动和敬佩。
此外，《集结号》按照商业娱乐大片模式进行市场营

销，堪称新主流电影市场运作的典范。该片票房仅次于几

乎同期上映的商业大片《投名状》而成为 2007 年内地票房

亚军，这一结果可谓出乎多数人意料。在《集结号》上映之

前，舆论普遍认为该片与《投名状》同档期抢票房瑏瑤，多半会

一败涂地，其理由是: 首先，《投名状》集合了李连杰、刘德

华、金城武、徐静蕾等一批华语影视巨星，具有很强的票房

号召力和市场关注度; 而《集结号》主演张涵予刚从幕后走

到前台可谓默默无闻，票房号召力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其

次，《投名状》的制作成本高达 2 亿人民币，而《集结号》仅

仅 8000 万人民币，高成本确实可以保证前者至少在视觉效

果上的高质量，这点《投名状》无疑又高出一筹。第三，《投

名状》中商业片惯用的三角恋爱、兄弟阋墙等情节吸引眼

球，尤其是徐静蕾的“激情戏”可谓噱头十足; 而《集结号》
基本就是没有情爱戏码的男人戏，还是对年轻观众几乎没

有什么吸引力的革命战争题材。最终市场给出的结果是，

两部电影内地总票房相距并不大。在上述诸多“不利”条

件之下，《集结号》居然能虎口夺食，从《投名状》手里抢走

这么多票房，充分显示出新主流电影的市场潜力和发展

空间。
以《集结号》为榜样，新主流电影《金陵十三钗》《风声》

《唐山大地震》《归来》等均采取了相同或相近的策略，一方

面按照商业大片的生产和营销手法进行全程运作，如采取

明星阵容，运用轰炸营销，大手笔投入以营造视觉景观等;

另一方面，重新编排故事( 尤其是针对原著的改编) 使情节

更加曲折，并在其中注入爱国主义、舍生取义、革命友情、集
体主义、军民鱼水等主流价值观念。上述影片都在取得票

房新高的同时受到普遍赞誉。

三 新主流电影的策略

从接受的角度来看，新主流化电影的改编模式使这类

影视作品具有打动观众的独特魅力。影视作品是现实的镜

像，人们通过对媒介中他者镜像的指认，确认自我的存在状

态，也就是说“电影的主要魅力和社会文化功能基本是属于

意识形态的，电影实际上是在协助公众去界定那迅速演变

的社会现实并找到它的意义。”瑏瑥当前中国主流受众表现出

一种独特的影视接受心态: 在消费文化、现代价值观熏陶下

形成反英雄、反精英、追求个人价值的观念，又因多年所受

的宣传教育，具有对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奉献精神的自然

而然的崇敬和向往，即使在有学者所总结的“告别革命”之

后，许多民众对红色主题仍然一往情深，对革命历史和英雄

叙事有割舍不断的精神认同。这其实是中国民众深层的集

体无意识的反映。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始终处

在剧烈的变革和不断的探索之中，从政治格局、经济体系到

社会阶层、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变动和调整，身处

社会转型期的人们既兴奋又惶惑的心理容易产生无所归依

之感。对红色经典、革命叙事的普遍的不同程度的留恋，实

际上是对共同的价值观和政治信仰的某种向往，是对权威

话语解释现实的某种深层渴望。这一状况无疑是我们的电

影需要适应和表现的，也是电影工作者需要重视和研究的。
依靠情节、台词、人物等方面的改动，电影《集结号》超

越了原著小说《官司》的艺术水准和思想境界，从个体的角

度重新阐释了革命与牺牲，影片思想主题既符合主流意识

形态的宣传教化需求，又具有现代个人主义、人本主义的意

识，迎合了中国观众的特殊文化心理，所以受到观众的高度

认可，在票房上全线飘红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从制约影

视生产、发行的政治、经济制度层面来说，除了前述迎合观

众、争取票房之外，这种改编的路径是电影产业化的题中应

有之义，它符合节约经济成本和实现政治正确的需要。
1990 年代之前的中国电影生产，政府是唯一的投资

者、审查者和销售者，对电影的评价主要不是看票房高低而

是看其政治倾向和宣传效果。经过新世纪以来十多年的发

展，中国电影已经成为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运转的

文化产业( 当然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意义依然没有削弱) ，

这一状况正如电影管理者所说，是“把电影从艺术形态属性

过多的境况中解放出来，明确电影就是可经营的文化产

品。”瑏瑦从 1950 年代开始将电影视为“政治工具”，到 1980
年代中后期承认电影有商业属性，再到新世纪以来明确将

电影定位于经营性的文化产品，中国电影走过了一段漫长

而曲折的道路。当前随着电影的生产和发行方式的转变，

政府部门对电影的监管并未放松( 实际上也未曾放松) ，只

是不再主要依靠传统的行政命令而是转向依靠影视审查

制度。
比起文学创作，电影制作无疑是高成本、大投入的领

域，一部电影动辄需要千万甚至数亿人民币的成本。不能

通过审查就无法公映，也就意味着巨额资金打了水漂，这就

使制片方在电影制作上慎之又慎。现行的电影监管体制主

要基于国务院 2001 年颁布的《电影管理条例》，电影制作环

节必须经过多层关卡: 首先，剧本备案，送达总部设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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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电总局有关部门，一般十天到十五天之后给予批复; 随

后，电影制片单位领取一次性的《摄制电影片许可证》; 在

拍摄完成之后，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审片; 审查合格之后，由

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发给《电影片公映许可证》;

最后，凭《摄制电影片许可证》与《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去

冲印厂冲印拷贝。瑏瑧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电影制作周期的

五分之一都用在审查环节。此外，影片审查过程不透明也

是制作方谨慎从事的原因之一。拷贝交到电影局以后，制

片方、创作者没有任何官方公开渠道获知审查过程中的任

何状况。在审查中，国内外形势变化、政策的临时调整、某
些部门的利益、甚至个别领导的好恶，都可能影响甚至决定

一部电影的命运。按规定审查意见要配合修改意见，但因

为种种原因，后者往往语焉不详、言不及义，对不能通过的

原因含混其词，只能靠制片方自己揣摩，这就使得修改后的

电影仍然可能无法通过下一次审查。因此，为了确保生产

和发行，电影改编在思想主题的表达上必须比原著( 往往是

小说) 更加谨慎，主创人员需要积极和自觉地向主流意识形

态靠拢，否则电影的命运堪忧，典型例子如根据苏童《米》
改编的电影《大鸿米店》上映之后两度被禁，根据王朔《我

是你爸爸》改编的电影《爸爸》虽几经修改却公映无期。新

主流电影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效地规避上述风险，既可以通

过审查又能够保证观众接受度，因此受到电影生产者青睐

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例如电影《集结号》就把小说《官司》
中或多或少流露出的对上级领导抛弃谷子地所在营队的不

满转化成了对领导两难境地的理解，把谷子地追寻无着的

失落变成了对组织的全心归依。在根据严歌苓小说《陆犯

焉识》改编的电影《归来》中，更是将原作主要情节———陆

焉识的劳教经历———虚化为故事背景，点到即止，影片聚焦

到陆氏夫妻相逢不识的伦理悲剧上，主题也就从对极左路

线扭曲人性的批判变成了对生死不渝爱情的讴歌。
总之，新主流电影以商业模式为手段，在文艺作品中注

入主流意识形态和时代精神内涵，从而在意识形态与市场

经济、消费文化和价值观念之间取得平衡，调和商业性、艺
术性与政治性。对这种电影模式的探索和完善，将为中国

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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