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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电影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电影中的英

雄形象塑造确实属于各类人物塑造中活跃积极的一

种，我们经常会热议电影中的这一类形象，叙述并探

索其中的含义。塑造鲜明生动的英雄形象，立体而

不是平面化地表现典型人物，是艺术创作、电影创作

中的核心命题。中国电影的英雄书写丰富多样，在

世界电影的版图中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它以一种

特殊的艺术方式，反映了百年中国电影从诞生、经

历种种艰难曲折，再到繁荣发展的重要轨迹，特定

的历史、社会、政治、时尚、情感相融合，从而成就了

不同电影人在创作中的英雄表现、英雄塑造。可以

说，中国电影中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和英雄典型的形

成，不仅各具特色，而且与不同时期的历史演进以

及中国电影本身的发展联系紧密。把“英雄”还原

成普通人，强调以独特的视角、崭新的面貌把英雄

的精神风貌展现在观众面前，这是现实主义电影创

作的新动态。了解这种动态，并且阐释这种动态，是

我们理解现实主义艺术观念在当今时代新发展的一

个重要窗口。

作为中国叙事性艺术的重要传统，在电影领域，

英雄叙事体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并且经历了多个阶

段的变化。从民族主体，到革命和群众主体，再到人

民主体，叙事主体的变化构成了中国电影艺术发展

过程中英雄人物的形象塑造和典型化创造的谱系。

这个谱系的日益丰富，体现了时代生活与电影艺术

之间多元交织的结果，也体现了英雄形象从“非同一

般”到“普通英雄”的转变。如何理解并阐释这种转

变，无疑是作为现实主义美学核心命题的“典型论”

的内涵在我国电影生产领域中的重要发展，值得给

予深切的理论关注。

一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我

国文艺创作和电影书写的主流。五四时期反帝反封

建的思想主潮以及要求人性解放的文艺创作，在这

一时期被民族主义诉求大量取代。而当民族话语和

民族主体进入电影的时候，它们和特定的时代、社会

空间发生直接的联系，构成了中国电影叙事模式和

精神内涵的内在变化。

九一八之后，国产电影丧失东北放映市场，多数

制片机构和电影院相继遭到破坏，民族危机激发了

电影人对民族命运的严肃而积极的思考。包括电影

杂志在内的不少报刊，强调电影创作首先是中国人

的人格问题或者国格问题，并且开始思考如何把社

会理论、时代观察，以及民族诉求的共鸣性与电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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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表达进行深度融合。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纪录电

影还是剧情电影，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

都和彼时左翼文艺工作者对社会意义的发掘、对更

多主体存在之意义的追求，以及创作者自身的身份

构建、价值选择、思想认同以及战时特殊的时空环境

结合在了一起。

战时背景，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特定的历史环

境和时代特征影响了当时中国电影叙事的特定结

构。左翼文艺作为一种具有公共话语特征的思潮，

它与民族精神结合，影响了很多人的选择。以无产

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作为旗帜，构成了这一环境

下的主流文学、电影等艺术表现形式的内在驱动，并

形成创作主潮。自我意识、时代意识的觉醒，融合了

民族意识、群体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这是在文学

艺术家，包括电影创作者在他者和自我之间建立积

极的互动之后的结果；而更具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

的是，这种最初以朴素自然的方式建立起的自我与

他者、个体与群体以及阶级之间的关系，渐渐成为一

种自觉的认知，成为一种价值和道路的选择。左翼

电影、国防电影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都以真诚的情

感、崭新的世界观将底层百姓的生活放置在了银幕

故事的核心位置，更在于它以底层百姓的生活以及

对这些生活的再现为基础，构建了新的历史时期的

民族文化的新样态。这种新样态既有具体的时代内

涵，又能够有效呼应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主流价值观，

具有很明显的普遍性。所以说，这一时期中国电影

中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其表征和含义既是具有确定

性的，也是具有开放性的。

民族危机不仅激发了电影人的民族意识和救国

愿望，也改变了观众的观影兴趣和精神诉求。无论

是像《风云儿女》《生死同心》《十字街头》这样的直接

表达抗战主题的电影，还是像《狼山喋血记》这样的

通过猎户们齐心协力打狼来隐喻抗日救亡主题的故

事，都体现了电影人捍卫家园和中华文化价值的愿

望。而观众对于这一类题材电影的热烈欢迎，也说

明了这些影片与战时环境和文化场之间的密切互

动。此后，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阳翰笙

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蔡楚生、司徒慧敏

等人拍摄的《血溅宝山城》《游击队进行曲》这样的影

片，直接以纪录电影的方式在普通民众中产生了重

大影响，这说明，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成为能够为国

家而战的人，这种英雄主义的激情深入大多数中国

人的内心世界。文艺界、电影界一方面身处这种英

雄主义的激情中，同时又能够自觉地书写这种激情，

让文艺创作直接服务于抗日战争，这是当时电影创

作和传播的重要特征。

在上述大背景下，抗战与电影，民族命运与艺

术，特殊的时代和新生的艺术媒介之间的关联和实

践，成为这一时期艺术家创作和民众接受活动中最

耀眼有力的一环。在那个时期成立的中国电影文化

协会等电影界的组织、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都是

这种艺术应为民族命运服务的初衷的表现。民众空

前高涨的民族意识，成为社会行为的根本驱动力。

因此，在电影叙事中，在时代现实中凸显国家大义的

主旨，成为中国电影塑造英雄人物过程中的主要模

式，并且多半会采用简单有力的叙事风格。很多观

众耳熟能详的、具有民族精神教化意义的历史故事

成为了电影故事的题材，如剧情片《木兰从军》《武则

天》《苏武牧羊》《孔夫子》和动画片《铁扇公主》等，它

们都聚焦历史上的仁人志士，在国家和民族遭受巨

大历史性创伤之际，心怀国家命运，敢于直面担当，

勇于以身殉国。这些影片讴歌了历史英雄、文化英

雄，其故事铺陈以及塑造的一系列“非同一般”的英

雄形象，呈现了当时电影世界中的民族主义的光度、

烈度和深度。

总体来说，在抗日战争作为大背景的中国电影

中，英雄形象的塑造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民族性”

特征。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塑造英雄人物形象的

重要特征，是它的“革命性”和“群众性”。

1949年之后，中国电影开始展现出与建设伟大

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一致的伟大愿景，文艺被视为

国家整体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叙事

聚焦国家政治和群众性运动，呈现了人民大众掌握

自己命运的正气和热度。在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

中，对“新旧中国”之间进行对比，是塑造具有“革命

性”的英雄人物的基本模式。在旧中国，外敌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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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频仍；新中国，阳光灿烂，人民群众广泛而深刻

地进入公共生活场域，成为公共言说的中心。文艺

作为整个革命体系的组成部分，成为团结人民、教育

人民、打击敌人有力的武器。在这种“革命性”的话

语体系中，新中国电影“对于现实所赋予的绝大的热

情”[1]79，表现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指导原则下，对革

命战争英雄的塑造。

新中国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生产了大量的以

革命英雄人物为主要人物角色的影片。从新中国建

立初期的《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党的女儿》，

到以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为契机而产生的《南

征北战》《上甘岭》《平原游击队》《董存瑞》《柳堡的故

事》《永不消逝的电波》《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

日》《地雷战》《地道战》《英雄儿女》等战争影片，“十

分注意展示战争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通过战争

题材显示时代风云与时代主潮”[2]。这些影片故事

建构的主要逻辑，就是讲述一个普通的战士是如何

成为常人所不能及的英雄。像赵一曼、董存瑞，在

角色命运的一开始，他们也只是个普通的战士，但

是在战争和斗争的环境中，普通战士的精神世界和

意志品质得到了升华，以艺术的形式成为一个时代

的偶像。许多作品中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和共产党

员形象，都是忠诚、担当而有智慧的，从而成为党的

形象的完美载体，“表达出群众对党的热情与热

望”[3]。他们都具有钢筋铁骨般的意志，是中国人民

在长期艰苦斗争之后获得伟大胜利的象征，是中国

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事业的艰辛过程的象征。这

些电影放映以后都获得很高的关注度、很高的话题

度，观影人次动辄以亿计。由此，“革命”文化和“革

命”审美，借助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电影放映渠道和

网络的畅通和不远弗届，从而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

传播。

十七年时期生产的另外一类电影是反映行业先

进人物或生产建设中涌现的先进人物，这就是这一

时期的电影创作中英雄人物的“群众性”特征。这些

角色性格、故事情节以及所探讨的问题，都有着丰富

的叙事视野。像《马兰花开》《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钢铁世家》《60年代第一春》《霓虹灯下的哨兵》《雷

锋》《带兵的人》等等，这些电影讴歌时代主流，呈现

的人物形象努力实现由生活真实向艺术真实的升

华。尽管这些电影的人物和事件多有所本，有的

甚至是在真人真事基础上编写的，但同时又有色

彩丰富“剧场性”，以电影化的方式实现了将生活

中的普通人典型化，继而成为银幕上的英雄人物

的目标。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和平发展时期要求艺术

创作重新理解英雄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人民群众

对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新的历史阶段开始

凸显。可以说，在普通的人民群众身上，平凡和伟大

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使得英雄这一概念的内涵获得

了极大的拓展。

一般而言，从唯物史观来讲，我们坚持人民是历

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 [4]英雄有的时候被塑

造、理解为不食人间烟火、不平凡的人，“他们的行

动，他们的言辞都是这个时代最卓越的行动、言

辞”[5]69。英雄往往包含着明显的男子气概，甚至属于

“卡里斯马”型的人物，仿佛具有“超自然或超人的、

至少是特别罕见的力量或素质”[6]351。英雄的言说方

式特别，声音的音量和音色也比常人优越，缓急快

慢，抑扬顿挫，自成一种符号性的存在；再加上电影

的光与影、黑与白、浓与淡的色彩修饰，更能比普通

生活中的人物显现出典型所应有的完美特质。但

是，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而言，个人成为英雄的关

键条件，还是植根于人民。“我们知道个人是弱小的，

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整体是强大的。”[7]184应该说在

这个意义上，人民和英雄，人民史观与英雄史观是合

二为一的。

我们也注意到，新中国十七年时期也尝试着将

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进行一种具有创新性的塑造。

也就是说，不以上述电影中的那些“非同一般”的“完

美”的人物形象作为塑造英雄人物的唯一方式，而是

尝试着使用另一种艺术方式，实现英雄人物典型化

过程中的艺术创新。比如根据新中国建立初期“广

州第一大案”的真实事件改编拍摄的《羊城暗哨》

(1957)一片中的公安战士王练这一形象，就展现了人

物塑造上的较大跨越。

《羊城暗哨》的主人公王练，他需要顶替被抓获

的潜藏特务 209，打入敌方内部。在这一情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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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王练“历尽艰难，数度克险，在羊城的反特斗争中

做了一名‘暗哨’”[8]897，处境危急，面临生与死的考

验，但他身上却透露着机敏过人的独有的潇洒风

度。对于这个人物形象，饰演这个角色的演员冯喆

并没有将其塑造成一副流里流气的样子，反而是

“用了不少险笔”[9]塑造人物，安排故事情节①，在人

物身份未暴露的情况下，仍能使观众感觉到王练

堂堂正正的形象。人物有没有戏，有多少戏，角色

中融入了多少潜在的信息和价值判断，有没有经

过精心设计，有没有以辩证的观念呈现表现的对

象，这是决定一个典型形象的内在意涵是否丰富

的基础。从《羊城暗哨》可以看出，形式创新对于

丰富人物形象、加强观众对于人物行动的内在驱

动力的理解、体现角色性格的对比性和时代生活信

息的多元性都大有裨益，甚至可能推动一种新的阐

释视角的实现。

从今天的历史语境，回望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

中对于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我们可以看出，革命

性、群众性是其主要特色，而像《羊城暗哨》创作者

们那样，尝试着用一种具有创新性的方式塑造出

另外一个维度和另外一种欣赏趣味的英雄形象，

无疑为中国电影类型化实践过程中的“谍战片”这

一个类别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具有开拓性

的作用。

三

进入新时期，中国电影对英雄人物的塑造，也融

入了一种独属新时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想象。在

有些学者看来，狭义上的新时期，指的是 1978-1989
年这10余年的时间。笔者更倾向于从广义的意义上

理解新时期，那就应该包含改革开放、思想解放阶

段、市场化改革阶段和进入全球化等几个阶段。新

时期，中国人民的自我意识日益增强，对于国家和民

族身份的认同，也越来越明确。在40余年的时间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

更为接近。伴随着这样的历史新时代的到来过程，

大量英雄人物及其书写也以阶段性的方式呈现出种

种新的质素。

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曙

光》《从奴隶到将军》《南昌起义》《廖仲恺》《西安事

变》《巍巍昆仑》《彭大将军》《开国大典》《百色起义》

《李四光》《海外赤子》《孙中山》等影片的拍摄，吸收

了电影语言现代化大讨论和纪实美学的理论成果，

展现出“传奇性”和“真实性”相结合的审美特征。

1990年代，为庆祝建党 7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 50周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我国集中摄制了一

批重大历史题材影片，《大决战》《大进军》《大转折》

《开天辟地》《长征》等影片，均呈现出“巨片”样态，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成为亮点。

与此同时，虽然影片《一个和八个》《喋血黑

谷》《大阅兵》《红高粱》等影片当中也有对英雄人

物的塑造，但是这些形象的塑造，呈现出显明的

探索性，和前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相比，展

示出迥异的形态，反而与现代主义的艺术理念产

生了共鸣。“现代主义的本质在于，它拒绝把某个

特定形式‘解决方案’视为最终方案，不管它如何

成功、如何激动人心。”[10]263 一定程度的自我省思

行为，开始与中国电影对于英雄人物的塑造，有了深

刻的结合。

可以说，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电影的英雄书

写形成了复杂、多元、相对整一化而又跨越规范的创

作景观。尽管1990年代以后中国电影与现代主义艺

术观念短暂结缘时所表现出的先锋性和探索性迅速

消失，但是颂扬现实生活中的杰出人物的影片，依然

保留了对个体人的生命经验的尊重：影片中常常出

现回归常人生活、照见真实情感的个性化努力。从

《焦裕禄》《孔繁森》到《中国机长》《我不是药神》，再

到2022年国庆档上映的《万里归途》《平凡英雄》，这

些影片不但记录了发生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塑造了影响生活与社会的历史人物，而且还让主流

电影兼具了艺术性的情感浸染与影响力。《中国机

长》中所塑造的机长、副驾驶以及客舱乘务人员等众

多人物坚守岗位，《万里归途》中外交官心手接力，临

危不惧，以生命赴使命，展现出实实在在的生命伟

力，由此种种可见，英雄未必都有着传奇的经历，平

凡同样能够铸就伟大，既能拥抱时代，又能体现文化

上的杂糅性，这恰恰是每个平凡的人都有可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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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银幕实践。

在不少创作者看来，了解现在的中国人到底在

想什么，了解他们的希望、他们的奋斗、他们的奉献

最重要。中国电影人试图创造出我们可以称之为

“普通英雄”的人物形象，这与西方“超级英雄”的概

念完全不同。首先，中国电影想要塑造的人物，是

活生生的人，不是有超能力的人，尽管某些时候，

他们会选择为了别人或者为了高尚的信念而牺牲

自己。在我国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人存在，有足

够的空间让普通英雄的世界得以充分“在场”。其

次，在中国电影中，这样的英雄形象塑造，一方面

是主流价值观的宣传所需，另一方面，在塑造这些

英雄形象的过程中，又必须借助过硬的艺术手段

增进这些典型形象的艺术性，以艺术的方式，把

“普通英雄”的形象推广到全社会，让观众进一步

了解不同职业的使命与责任，同时重新审视自己或

许平凡但绝不普通的工作岗位，这恰恰是现实主义

艺术最重要的社会功用。

生活是永远向新向前发展的。相对于那些光彩

夺目的，对于“非同一般”的英雄的书写，“普通英雄”

往往会显示出略显暗淡的色调；相对于“非同一般

的”的英雄所表现出的人生的轰轰烈烈的连贯性和

巨大的成功，“普通英雄”的故事，总会包容一些支离

破碎、鸡毛蒜皮的生活内容，从而更加具有经验性和

表象化的特点；而他们所应得的赞扬，也常常是姗姗

来迟。但是这些英雄人物，往往却更能使观众为之

共情动容，以有所省悟。

四

我们在上文梳理并分析了中国电影史上英雄形

象的塑造并逐步走向典型化的基本历史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由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为主要载体的“非同

一般”的英雄人物，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普通英雄”的

出现，得到了谱系意义上的丰富。

在近年来的中国电影生产中，传统意义上的“非

同一般”的英雄，再次大量出现。像在《智取威虎山》

《战狼2》《流浪地球》《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长津

湖》以及《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

父辈》三部曲等国产影片中，主要人物形象都被认为

是具有中国特性的英雄形象，是富有史诗气质的电

影，被评论家视为有效实现了人类价值的中国表达，

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风范 [11]，引起了很大的反

响。一方面，这些电影接续了十七年时期对于“非同

一般”的英雄人物的崇高美的强调；同时，“试图在各

方面去包围”[12]、去摸索与表现人物，从而使人物变

成一个个有思想、有性格、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人，这

是近年来被称为主流大片的国产影片中塑造人物时

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创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形

象的时候，努力实现了“非同一般”的英雄和“普通英

雄”之间的融合。

如 2021年上映的张艺谋的新作《悬崖之上》，就

属于将两种向度的英雄形象融合得相当成功的影

片。创作者有意摈弃了大写的英雄叙事模式，从小

写的普通人视角入手讲述了一个更生动鲜活富有情

感性的英雄。在《悬崖之上》的主创看来，“英雄之所

以是英雄，恰恰在于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也会感到恐

惧，但仍能够勇敢地战胜恐惧站出来”②。因此，楚良

看到恋人小兰被特务带走时，着急的他将小兰的身

份暴露给了对手。张宪臣本来已经逃脱敌人的追

捕，却在看到疑似自己孩子的乞儿时停留，因此被敌

人再次发现。周乙问张宪臣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事情

的时候，张宪臣拖着受伤的身体将寻找一双儿女的

请求托付于周乙。当王郁被敌人包围时，楚良驾车

及时出现，解救她于危难之间，自己却不幸受重伤，

并最终牺牲。这些种种显然已超出了大写的英雄叙

事的范畴。然而，正是这些小写的细节，使得人物的

一笑一颦一动都有内在性格依据，所以会更加地真

实动人。就像编剧全勇先谈到的：“观众不愿意看到

一个概念或者符号，观众想看的是有血有肉的人。”③

正是这富有人情人性的细节，凸显了英雄的血肉，满

足了观众对于看到一个既愿意崇敬，又能接近的英

雄人物的期待。

然而，电影创作者总是在试图继续拓展、丰富英

雄人物的边界。2014年，刁亦男编剧并导演的影片

《白日焰火》获得了国际国内影评人的很大关注。在

这一部影片中，英雄叙事更添一份“例外”和复杂，显

示出一定的悲剧色彩。《白日焰火》前后历时8年，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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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地做到了商业和艺术的平衡。与内地传统的犯罪

类型片不同，这部影片并没有刻意美化警察形象。

从情节来看，影片最后警察张自力做出了在法律层

面上的正确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是一名英

雄，也体现了一名警察的职业素养。然而，张自力并

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因为从道德的角度来

说，他显然不是完美的：工作上他出现了重大失误，

他很痛苦，内心空虚、低沉消极，他孤独地在城市里

游荡，和生活空间的关系，是不自洽的、尴尬的，甚至

是相互背弃的。他的自我救赎包括多个维度：侦破

案件、家庭关系、同事间的友谊以及男女之情等等。

在影片的最后，他的独舞和燃放的白日焰火，是其自

我救赎的出口，人物的复杂性也是在这些细节中呈

现出来的。与《悬崖之上》相比，张自力这个形象及

其气质更是颠覆了传统的英雄叙事，让一种饱含着

中国当代历史经验的新质素，进入了艺术典型创造

的理论场域。

综上而言，回顾中国电影对于英雄想象的塑造

及其丰富的典型化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电影史

的发展，人在社会中被动遭受的变化和人性里始终

留存的光华得到了比较丰富而生动的表现。他们在

说话，说自己的话，感情真实，为时代气氛所包围，凸

显批判现实主义的意绪，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具有普

遍意义的人文艺术与思想之美。只有当人充分是人

的时候，保持主体的彻底的自我意识，映照存在和真

实，回归生活，不拘成规，才有力量，才能真正地感动

别人，这一点，是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审美价值

的。因为，当这一种真实性与我们新时代所倡扬的

人民史观、与绝非虚无主义的新的认识视野的发展

相结合之后，就可以成为我们时代在新的共同认知

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来，并值得进行不断探索、努力

突破、勇于创造的崭新的“典型论”。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表现工农新人，到近10
年来的英雄形象创造中所进行的改造更新，中国电

影中的英雄形象不断丰富，既有主流意识形态宣传

的必要性，又与近100年来“典型论”发展过程中自身

的内在因果相关，和人民史观作用下的创造英雄形

象时的创新性转化联系在了一起。当下的中国电影

乃至其他类别的文艺创作中的英雄形象的塑造，仍

存在太过于统一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缺点，真实感不

足，赤诚之心缺乏，人为美化的痕迹过重，不仅不能

为观众带来新的审美体验，而且在典型论的发展过

程中，有不进且退的危险，这是我们在理论研讨和创

作实践中，都应该警惕的。

注释：

①当时有人批评影片存在“孤立主义”倾向，未能“反映出

公安工作的群众路线”，实际上反向地证明了影片在刻画公安

工作者的形象特点与长项。相关批评意见参见王其《应该更

好地表现公安工作中党的群众路线——评〈羊城暗哨〉》，《中

国电影》1958年第7期。

②参见《全勇先谈〈悬崖之上〉：观众不愿看到英雄只是一

个符号》，公众号“艺东西”，2021年5月6日。

③全勇先接受采访时的谈话，参见《全勇先谈〈悬崖之

上〉：观众不愿看到英雄只是一个符号》，公众号“艺东西”，

2021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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