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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主流电影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身份的构建与调试
鹿瀚文　孙　晨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山东 日照 276800）

摘要：新主流电影在全球化语境中，以其鲜明的文化属性与叙事策略成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本文从文化身份理论出发，探讨

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身份构建与调适机制。新主流电影既通过文化符号的植入强化本土文化的认同，又通过普世价值的表达架构与异域

文化的情感共鸣。在影像叙事中，民族身份与全球视野交错融合，既传递了文化的独特性，又展示了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然而，跨

文化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它需要在文化摩擦与误读中寻找平衡点，并在多元化观众的视角下持续调适自我。本文试图揭示新主流电影如

何在多层次文化语境中实现“本土 - 全球”的双向互动，并探讨其在跨文化传播中实现文化共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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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长津湖》《满江红》

等电影不断冲上热搜，并在国外票房上取得成功，近两年一种新

的“主流”电影类型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它不

似传统主旋律电影充满“说教”意味的样板戏模式，一味宣扬国

家主流意识形态，用固定的脸谱化形象和模式化的故事情节阐述

主题，而是进一步在电影的审美性和商业性上找到了平衡，用一

种全新的视角，在日益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宣扬东方美学及中式

英雄，为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探索出了新的出路。

“新主流电影”这一概念，最早在 1999 年由电影评论家马宁

提出，他认为面对好莱坞电影的直接竞争，应该考虑制作发挥中

国“主场”优势低成本高回报的“新主流电影”。在日后的发展中，

新主流电影虽反复被个体提及，但仍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

直到 2016 年 11 月 17 日，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北

京大学教授陈旭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赵卫防、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梁振华以及《当代电影》主编皇甫宜川围绕“新主流电影”

这一命题展开深入探讨，并发表《界定·流变·策略——关于新

主流大片的研讨》文章，由此业界才慢慢达成三个方面的共识，

第一是其意识形态表达由单一走向多元，表现出一种普世情感的

传递，如张卫特别指出：“新主流大片在观念上强调了中国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全球观念和人类意识，诸如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法制等”，第二是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达成

统一，能够在充满竞争的市场上取得成功，如尹鸿、梁君健认为：

“新主流要完成主流价值观与主流市场的统一，是价值观与商业

性的融合。”第三是新主流电影需要达到“新”的水准，应能代

表电影产业最新的工业制作水平，如梁振华就谈道：“制作水平

低下，投资规模与影响力偏弱，不符合当前电影工业水准的电影

也不属于新主流大片。”虽然新主流电影当今仍处于摸索阶段，

没有形成完整的影视产业链，但它身上在跨文化传播中凸显出的

强大潜力早已破壳而出，而尝试从文化身份理论的角度去解读它，

可能会为未来其发展带来新的启发。

一、新主流电影文化身份的建构

文化身份理论的提出是对多层次社会文化现实的反映，回应

了全球化、现代化和多元化语境中的文化张力和身份挑战。5 这

一背景促使学者们从动态、历史性和跨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个体

和群体的身份构建过程。文化身份理论的萌芽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虽其受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但英国文化研究

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提出的“文化身份是流动且动

态的”观点，强调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历史、社会和政

治语境中不断重构。6 就像在新主流电影的发展过程中，新主流

电影一方面传承了传统主流电影的大众性与娱乐性，以通俗化的

叙事和高质量的制作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它又植

根于本土文化，注重展现民族特色、历史传承和社会价值，以增

强全球观众的文化认同感。电影通常以国际观众易于理解的方式

呈现复杂的文化意象，强调全球通用的主题，如爱、和平、奋斗

与希望，从而实现文化共鸣。那在新主流电影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

文化身份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是值得被思考的问题。

（一）用文化符号强调身份认同

文化身份不仅是个人或群体的自我认知，还是通过语言、行为、

图像、风格等符号在文化交际中建构和表达的。新主流电影在跨

文化传播时，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通过符号系统与国际观

众建立认同。其实，电影中的语言、服饰、历史符号、家庭关系

和传统仪式等，都可以通过特定的象征性表达传递本土的文化价

值观。7 而这种符号认同的构建不仅能够使观众感受到文化的根基，

还能通过熟悉的文化符号和情节产生共鸣，帮助跨文化理解。

（二）用故事叙事建构身份张力

新主流电影的故事叙事在跨文化传播中体现出鲜明的文化身

份理论，其独特之处在于兼容本土性与全球性的双重诉求。电影

善于通过叙事结构的精巧设计，将民族文化的深层意涵植入普世

价值的表达框架之中。例如英雄主义、家国情怀等主题在叙事中

被赋予象征意义，不仅唤起本土观众的情感共鸣，也为国际受众

提供了理解文化内核的切入点。

从整体来看，新主流电影在叙事语言上追求多元化与普适性，

在叙事主题上兼顾民族性与全球性。通过情节设置、角色塑造与

视觉表达的多层次融合，这些影片在彰显文化身份的同时，也让

中国故事以一种更具有吸引力的方式融入全球语境，完成了从“讲

好故事”到“讲好文化”的升华。

（三）用人物形象打破身份隔阂

新主流电影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将文化身份理论注

入叙事深处。这些形象兼具象征意义与人性共通性，不仅反映了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还在跨文化传播中搭建了理解和情感认

同的桥梁。从群体英雄到小人物，从传统家庭到现代女性，每一

种形象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符号，深刻诠释了中国文化身份的多

样性与复杂性。

1. 小人物：微观叙事中的情感力量

新主流电影擅长通过普通人的视角，展现宏大历史中的个体

命运。《我和我的祖国》便是这种叙事手法的经典代表。片中《相

遇》篇章，讲述了科学家高远因保密任务不得不与爱人分离的故事。

这一角色不仅还原了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历史真实，更通过细腻的

情感刻画，展现了个人抉择与国家使命之间的冲突。这种张力是

中国文化身份的生动体现：个人永远与集体命运相连。这样的微

观叙事为跨文化传播注入了情感共鸣的元素。高远的隐忍与牺牲，

不仅能引发本土观众的历史记忆，也让国际观众从人性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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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逻辑。 小人物的命运映照大时代的洪流，

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视角。

2. 父子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在《流浪地球》中，刘培强与刘启父子的关系塑造了一种富

有张力的文化身份表达。父亲刘培强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舍

己为人”与“家国同构”精神，他的牺牲不仅体现了责任感，也

象征着长辈对后代无私的爱。而儿子刘启则是新生代的象征，他

的叛逆、冲突与最终的成长，既呼应了现代语境下的个体独立性，

也通过代际传承的情感和解，强调了中国文化中家庭纽带的强大

力量。这种父子关系的描写，不仅让本土观众感受到浓烈的家庭

情感，也通过普世化的情感表达拉近了与国际观众的距离。父与

子的对立与和解，是东西方文化中都普遍存在的主题，但《流浪

地球》将这种情感置于全球危机的背景下，赋予其更深的文化层次。

二、文化身份理论助力新主流电影跨文化传播启发

新主流电影的崛起不仅彰显了中国叙事体系的自信，还在文

化身份理论的框架下，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全新启示。这些电影

通过多层次的叙事结构、符号化的文化元素以及情感共鸣的全球

化表达，开辟了一条在国际语境中讲好中国故事的独特路径。它

们的成功，映射出文化身份理论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深远意义，同

时也为其他类型电影的文化输出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要善于运用多元文化进行身份的动态呈现

文化身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语境中不断被建构、解

读和重塑。新主流电影深刻理解这一点，通过多元文化身份的动

态呈现，让本土故事具备国际传播的可能性。这些电影打破了单

一文化叙事的局限，将本土文化符号与国际化表达有机融合，为

全球观众提供了更具吸引力的文化体验。回到《流浪地球》这部

中国科幻电影的里程碑之作，其文化身份塑造可以带来很多思考。

影片的核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的价值观——地球被

拟人化为需要守护的“家”，人类集体利益高于个体得失。然而，

影片并未停留于对传统文化的封闭性阐释，而是通过对全球化语

境的巧妙嫁接，将这一理念扩展为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象征。在

影片中，“推动地球逃离太阳系”这一壮阔的科幻设定不仅是剧

情发展的驱动力，更是对“东方文化身份”进行动态诠释的工具：

它将中国传统的牺牲与责任精神放置于全球背景下，使其成为全

人类可以理解的价值观。在刘培强的个人牺牲中，父亲的责任被

升华为拯救人类的使命，这种情感表达突破了文化边界。而联合

国多国科学家的出现，进一步体现了多元文化合作的可能性，强

调了在灾难面前的人类共存意识。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方面，

《哪吒之魔童降世》提供了另一个典范。影片以中国古代神话为

蓝本，却在叙事上进行了极大的颠覆：哪吒不再是天命所归的英雄，

而是一个不被世界接纳的“异类”。这一设定让观众既能感受到

深厚的文化根基，又能对其产生现代性共鸣。影片中，哪吒的反

叛姿态打破了传统神话中“天命论”的束缚，展现了现代观念中

的个体自主性与抗争精神。这种塑造使其文化身份不再局限于“中

华传统”，而成为一种具备普世价值的叙事——在任何文化语境

中，渴望挣脱偏见、追求自我认同的故事都能够被理解和接受。

   文化身份的动态性呈现出一个核心启发：跨文化传播并非简单

地输出文化，而是通过重新审视、解读与重构，将自身文化转化

为具有全球意义的符号体系。这种动态构建能让新主流电影在国

际传播中占据了独特的文化高地。

（二）文化自信与传播策略的创新

文化身份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启发是对文化自信的强调。文化

身份理论确实强调个体或集体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身份认同和文

化归属感，它认为文化身份是个体或群体在文化的作用下形成的

一种关于身份的认知，它为人们提供一种归属感和同盟感。这一

理论框架为新主流电影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其如何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有效传播，并塑造文化自信。首先，文化自信

在新主流电影的传播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仅是

对传统文化的肯定，更是一种自我认同的力量，是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主的体现。在全球化背景下，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承担着传播本土文化的使命。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自信可以帮助

电影产业建立起对外传播的信心和能力，使得在呈现文化内涵时，

既不失其独特性，又能引起跨文化观众的共鸣。例如，中国电影

在近年来的崛起中，正是凭借着对本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对文化

自信的坚持，逐步走向国际舞台。总的来说，文化身份理论对新

主流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独到的启示。在文化自信的引领下，

电影制作方能够更有信心地展现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而精准的

传播策略则帮助其跨越文化边界，赢得全球观众的认可。通过高

多样性和高节奏感的方式，电影能够有效地调动不同观众的情感

与认同，最终实现文化的广泛传播与共鸣。

三、结语

电影中的文化身份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它并非单一的符号

或象征，而是在文化互动中不断流动与变化的过程。特别是在跨

文化传播的背景下，新主流电影通过细致入微的人物塑造与情节

设置，使得文化身份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民族文化认同，而是进一

步拓展为全球视野中的多重交汇点。在这一过程中，电影不仅揭

示了文化认同的构建机制，还展示了身份认同在全球化浪潮中的

演变轨迹。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中的文化身份建构并非一成不变，

它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对话的过程。电影制作者通过不同的叙事

方式和视觉语言，激发了观众对文化多样性的重新思考。传统文

化与现代文化、地方文化与全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正是新主流

电影所呈现的独特魅力所在。通过这种文化冲突和融合，电影赋

予了文化身份新的定义和维度，打破了单一文化叙事的局限，展

现了多元文化共存的可能性。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身份构建不仅

是对电影艺术的探索，更是对文化交流的深刻反思。在全球化进

程中，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建构不再是单向的传播，而是多元的互

动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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