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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 琳

非遗戏曲的影视化传播与教育功能耦合研究

■ 文/王大利

从中国电影看英语跨文化交际教学
——文化互鉴与教学创新的双重视角

电影《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以下简称：《封神

二》）于2025年春节档上映，该片仍然在延续着乌尔善

特有的东方神话史诗风格，通过建构多重的父子关系

推进情节发展，力求通过“质子”姬发英雄成长过程，将

改朝换代的宏大历史事件，转换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父

与子的冲突。

一、守正·神话原型的现代讲述

荣格在讨论艺术本质时说：“艺术作品的本质所

在，在于它超越了个人的生活领域——以艺术家的心

灵向全人类的心灵说话。”《封神》系列电影根据神魔小

说《封神演义》改编，而《封神演义》主要内容来源于中

国古神话传说，其中的神魔故事也表达了后世人对原

始神话世界的向往。所以从神话原型去阐释《封神》系

列电影的故事主线及精神内核也就成为了必然。

（一）神话史诗与民族记忆

荣格是这样定义集体无意识即原型的概念的：“除

了我们的直接意识之外, 还有第二个精神系统存在于

所有的个人之中，它是集体的、普遍的、非个人的。”每

个民族都是从神话时代进入历史时代的，每个民族关

于早期历史的记忆，都离不开神话，华夏民族也不会例

外，《封神演义》被后世不断地改编为各种艺术表现形

式也是因为它是华夏民族记忆的重要传承之作。

《封神》系列导演乌尔善的创作风格其实一直具有

对中国神话史诗视觉上的理解与解构，从他的《刀见

笑》《画皮2》，到《寻龙诀》，有一种清晰可辨的魔幻视觉

风格在里边。到了《封神》系列，乌尔善说，用电影“魔

法”重塑中国神话史诗，《封神演义》是对华夏民族原始

记忆最好的继承与演绎，对《封神演义》的改编是了解

中国文化最好的方式，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记忆。

(二)“父与子”矛盾关系的驱动

乌尔善在接受采访时曾说，站在创作者的角度，要

找最打动自己的人物关系和事件。在电影创作中，首

先要找到牵起整个“封神宇宙”的叙事主线，乌尔善选

择了最使他“感受到”的“父与子”关系——姬昌与儿子

伯邑考、姬发，纣王殷寿与儿子殷郊。乌尔善选择从

“父与子”进入他的“封神宇宙”。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父亲的形象总是与宗教偶

像的形象叠合在一起的，人们通过对宗教的崇拜，

来完成对自己父亲敬畏的伦理关系得以体验与固

化，故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父亲情结”：上帝，是人

类的“Father”。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流转之中，这种

集体无意识流传下来，就形成了在西方人认知中，

对苦难的隐忍、生活的习惯，都是对这一“Father”的

模仿，在电影《封神》系列的叙述与结构中，带有鲜

明的西方古希腊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式”

的风格与命运悲剧模式，构建了一个古希腊式“父

与子”弑父主题。

在中国人的世界里，也是有了父亲的存在，确定了

亲子关系，才有了伦理上的“孝”。“子曰：父在，观其志；

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在《封

神》电影中就是一个原型符码，乌尔善通过“ 隐喻”“象

征”的手法，对这个符码注入了自己的人文思考，给“父

与子”这一关系赋予了代表民族、代表文化的大意。

二、创新·父子之“命”神话原型演绎

父子、君臣是中国古代伦理生活中的两大伦，“父

与子”这一关系是非常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符

号。《庄子·人间世》提出父子之“命”与君臣之“义”的观

点，分别对应于“不可解于心”和“无所逃于天地”，其代

表着华夏文化基因中蕴含对人伦关系的客观理解，这

种观点代表了道家对人伦的基本解释。小说《封神演

义》恰恰是深受中国道家文化影响的文学作品，甚至可

以说是一部精彩的道教宣传品。

（一）中希“杀子”神话

1、“杀子孝父”

有关“父子”之伦最早呈现在中国上古神话是在

《郭巨埋儿》（出自《24孝经》）。那是一个大灾之年，孝

子郭巨为了节省粮食给自己的老母亲，而把自己的儿

子给活埋了。《24孝经》还有一个《尧舜禹》故事：舜是

一个具有才干的人，很得尧的赏识，但舜的父亲瞽叟

却不喜欢舜，宠爱舜继母所生的儿子象。为了除掉

舜，瞽叟制造了一系列的“意外身亡”现场，舜凭借着

机智勇敢而死里逃生。这则上古神话故事正好贴合

了父子之“命”“不可解于心”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

中“杀子孝父”的父与子关系模式即是由中国神话传

说中的神话原型积淀而成的，这种人伦认识也延续到

《封神演义》中甚至是《封神》系列电影中几对“父与子”

关系构建中。

2、“食子弑父”

西方文学中循环着这样一个母题：父食子，子弑

父。最早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从初代天神乌拉诺斯被其

子克洛诺斯阉割窃得神权到克洛诺斯为了维护神权吃

下自己子女的行为，都在重复这一神话原型母题。最

有名的当属经典古希腊戏剧《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

陷入“杀父娶母”命运泥沼之中，验证了命运神谕。这

样“弑父”主题在古希腊神话中还有很多，而后世西方

文学也在延续这一神话原型母题，如在《哈姆雷特》《钮

可谟一家》《变形记》等。

原型批评理论家弗莱曾说，所有艺术创作都是同

样程式化。无论是中国文学第一种表现阶段神话所奠

定的“父与子”文学母题，还是西方文明第一阶段古希

腊神话“弑父”主题，都体现出后世文学对话原型母题

的重复与延续。那么，这种“程式化”创作的延续自然

而然通过“集体无意识”延续到了《封神演义》中构建父

与子的关系。

（二）《封神》系列中的“父与子”

父与子是人类关系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关系，自电

影诞生那一天，有关“父与子”母题的描绘不胜枚举，从

最单纯的父子：《我是山姆》，到家喻户晓的《当幸福来

敲门》；再到中国导演李安的“父亲三部曲”《推手》《喜

宴》《饮食男女》，都在探讨着人类文化中永恒的母题：

“父与子”。乌尔善谈到自己创作时曾说，“父与子”关

系是他最想表达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1、帝乙父子

纣王也就是殷寿的父亲叫帝乙，《封神一》中，帝乙

偏爱嫡子殷启忽视殷寿，甚至当有暗杀时，他是被随意

舍弃的弃子，这一点在《封神二》交代得更为清楚，同时

也圆了为什么《封神一》中殷寿骤然升起的弑父欲望。

而压倒殷寿最后一丝理性的是殷启在庆功宴中近身笨

拙舞剑，帝乙一味夸赞：“启儿，启儿为我舞剑助兴。”情

节到这里，与那个《尧舜禹》神话如出一辙。而接下来

的剧情突转急下，从小到大的不公平积累成了幽深黑

暗的欲望具体表现为电影中的“妲己”形象，引出殷寿

的“弑父”行为设定，显然是承袭了西方文学的“弑父”

母题。殷寿因长久被打压与忽略，最终被欲望所裹挟

致使人性丧失，进行了惊世骇俗的“弑父”行为。这一

人性的转换过程，参考了于莎士比亚伟大戏剧《麦克

白》中麦克白如何从忠臣走向“弑父”之路的人性毁灭

原型。

2、纣王父子

已经被幽深欲望所吞噬的纣王变成了无心之人，

自然也被欲望所驱使，他不相信所有人，他要毁掉所有

美好的父子之情，而殷郊就像最初的舜，无条件爱戴父

亲，在殷郊说出：“请父王传位给我，我愿代父王自焚献

祭”时，纣王知道要对殷郊动手了。纣王成为了那个瞽

叟。接下来，借由妲己之手，制造了殷郊“弑父”之局，

给了他除掉儿子之绝佳理由。最后看清一切的殷郊发

出了振聋发聩的诅咒：“殷寿，我死也不会放过你！”《封

神二》也延续着殷郊这一誓言并在最后彩蛋中殷郊应

该也付诸了行动，可能在《封神三》中俨然是“纣王第

二”，这种叙事原型模式显然借鉴了中国上古神话与西

方神话模式的现代结合与演绎，以贴合现代观众的审

美与价值需求。

3、西伯侯父子

这父子三人的关系在《封神一》中从西伯侯姬昌与

伯邑考开始讲起。父子二人临行话别，画面的色调也

更偏暖色调，象征着这对父子关系的“父慈子孝”。而

姬昌与姬发的关系则还掺杂一个“假父亲”纣王。由于

纣王极善于PUA，致使少年姬发更把纣王当做自己的

“父亲”。但随着大殿上其他父子之间的残杀，姬昌表

现出对姬发的脉脉温情：你是谁才重要！这种道德与

价值观的传递与感染，使姬发产生了动摇。后来伯邑

考惨死，姬昌疯癫，影片中最美好的父子之情被纣王以

最惨痛的方式破坏，姬发成长，父子归心。回归了中国

文化中最传统的父子模式。

小说《封神演义》故事主线来源于《武王伐纣平

话》，但有较大的改动，《武王伐纣平话》中最后是殷郊

砍掉了殷寿的头。《封神演义》中，殷寿见大势已去，点

燃摘星楼自焚而亡。作者碍于所处时代推崇“忠孝节

义”做了这样的修改。到了电影《封神一》更是延续中

国传统神话“杀子孝父”模式，殷寿砍下殷郊的头（殷郊

在《封神二》中吸取元始天尊法力复活），殷寿却被姬发

这个西伯侯之子一剑刺死。可以说，无论是明朝时期

的《封神演义》还是最新的《封神》系列电影，无不延续

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主题与精神内核。

三、传承·神话永远是当代的

（一）父子关系主题的执念

如果说最早的《武王伐纣平话》文本探讨的是

“人＋神”共同征讨“暴虐”帝王的故事，那么《封神演

义》这部神魔作品则是在强调“神与妖”“父与子”“君与

臣”的界限与秩序；《封神》系列电影呢？它承担着更为

深远的文化传播与推广的意义。

可以说，《封神》系列是一个英雄成长的故事主线

中，探讨的父子关系的电影。在系列电影中，把中华民

族文化中最矛盾也是最动人的两个母题“少年成长”与

“父子关系”作为主要内容融汇进电影中，以激起华夏

民族的原始记忆与共同感受。

（二）讲好中国的神话故事

“封神”故事是一个神话故事，而中国神话故事有

着非常丰富的结构与内容，要在当代讲好中国神话故

事其文化意义是非常深远的。神话是一个民族长久以

来精神内核的积淀与隐喻，是需要世代传颂与讲述下

去的。乌尔善说：“神话故事之所以历久弥新，是因为

它以民族心理为原型结构，以故事来传承某种价值

观。它超越了具体的现实，用一种美妙的方式，讲一种

真理、一种共识，有着跨越时代的力量。”

（苗迪系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文学院讲师，赵丹

系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文/苗 迪 赵 丹

从神话原型父子母题论《封神》系列电影深层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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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

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与独

特的艺术价值。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发

展与变革中，戏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影视媒介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和广泛

的受众，为戏曲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本文将深入探讨非遗戏曲在影视媒

介中的传播效果及其对文化教育的促进

作用，进而为戏曲艺术的现代化转型和教

育传承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一、非遗戏曲影视化传播的

历程与特征

中国电影与非遗戏曲的百年互动，呈

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1905 年《定军

山》的拍摄开启了“以影存戏”阶段，当时

的创作，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多为固定

摄影机于剧场观众席的机械记录。电影

在此阶段主要作为存储介质，其核心价值

在于突破戏曲艺术的时空限制，为后世留

存了众多表演大师的珍贵影像。这一简

单的技术手段，实则完成了文化抢救的基

础性工作，为后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的文献

资料。随着电影语言的成熟，二者关系进

入“戏影共存”的辩证阶段。贾樟柯在《一

直游到海水变蓝》中将晋剧片段融入当代

叙事，使戏曲从被记录的客体转变为激活

集体记忆的叙事元素。这一阶段的突破

在于发现戏曲程式化表演与电影蒙太奇

美学的相通性，如秦腔的高亢唱腔与黄土

高原影像的并置，促成了传统艺术与现代

视听语言的融合。张艺谋的《满江红》进

一步将豫剧唱腔转化为悬疑叙事的节奏

引擎，使传统音乐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内

在动力。至此，戏曲与电影超越了记录与

被记录的关系，形成了新的美学共同体。

进入“以戏造影”阶段，戏曲元素从电影中

的文化点缀转变为创新的基因库。《白蛇

传·情》利用数字技术重构粤剧虚拟美学，

使传统水袖在 CG 渲染中呈现超现实美

感；《天书奇谭》将京剧脸谱转化为角色心

理的外化符号，赋予传统文化元素现代心

理叙事功能。本质上，这是文化基因的重

组，实现了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这三

个阶段层层递进，既展现了技术革新，也

反映了文化自觉的深化，最终实现传统艺

术从被动保存到主动再创造的范式转换。

二、非遗戏曲影视化传播的

教育功能

非遗戏曲的影视化传播不仅是一种

文化传承，更是一种多维教育的媒介实

践。从教育学的角度，其功能主要体现在

文化认知、审美培育及价值观塑造三个层

面。其一，影视化传播通过叙事重构与视

觉呈现，将戏曲的历史背景、程式化表演

和艺术特色转化为直观的视听符号，降低

了受众对戏曲欣赏的专业门槛。例如，

《梅兰芳》以传记片形式系统展现京剧的

唱念做打，使观众沉浸式完成戏曲知识的

习得。其二，影视媒介通过特写镜头、蒙

太奇等手法增强戏曲审美效果，如《廉吏

于成龙》中逆光与侧逆光的运用，营造了

紧张压抑的气氛，凸显了人物内心的矛盾

挣扎。其三，影视化传播实现了传统伦理

与现代精神的对话。戏曲中“忠孝节义”

等核心价值通过电影叙事实现了语境的

重塑。如《满江红》运用豫剧唱腔构建叙

事节奏，不仅保留了“忠义”的传统内核，

还通过悬疑叙事框架为其注入当代的解

读空间与活力，这种双重编码机制使教育

功能从显性说教转向隐性渗透。由此可

见，非遗戏曲的影视化传播本质上构建了

一个“教育场域”，其通过认知建构、审美

体验与价值内化的三重机制，实现了传统

文化教育的现代性突围。

三、非遗戏曲与教育的融合路径

非遗戏曲与教育的融合是传承和弘

扬非遗戏曲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影视

化手段，可以将戏曲艺术的精髓与现代教

育理念相结合，实现艺术本体与教育目标

的深度融合，构建双向赋能的创新模式。

具体从以下维度展开：

其一，内容创作是影视戏曲与教育融

合的根基。在尊重戏曲本真的基础上，融

入教育功能。一方面，深入挖掘传统故事

中的诚信、家国情怀等当代价值观，引发

观众情感共鸣。通过戏曲名家讲座、社团

辅导等进校园活动，构建“看戏、聊戏、唱

戏、演戏、品戏”的创新教学模式，增强学

生的学习参与感和体验感。另一方面，利

用纪录片、动画片等多种影视形态，通过

角色对话、镜头特写等方式，巧妙嵌入流

派特色、脸谱含义等戏曲知识，实现自然

传递。其二，形式创新与媒介融合是影视

戏曲与教育融合的“放大器”。开发戏曲

电影、网络短剧、综艺节目等多样类型，运

用VR/AR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同时，

设计互动影视作品或轻量级游戏，结合弹

幕互动引导知识讨论，并整合影视、图文、

音频资源形成数字化教育资源，以满足不

同受众需求。其三，精准传播与平台建设

是影视戏曲与教育融合的关键通道，需依

据不同受众群体的特点制定针对性策

略。针对学生群体，将戏曲内容融入校园

美育课程体系，利用校园网、在线学习系

统等数字平台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并组

织戏曲社团活动及校园演出，激发学生对

戏曲的兴趣。面向公众，与文化馆、图书

馆等机构合作设立戏曲展示区，借助主流

媒体及视频网站的专区播放戏曲节目，同

时深入社区举办演出与票友会，营造浓厚

的戏曲文化氛围。

未来，将结合教育学、传播学、艺术学

等多学科视角，为非遗戏曲的传承与发展

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持。使其在影视化

传播的助力下，成为激活文化传承、提升

公众文化素养的重要力量，进一步夯实文

化自信的根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持续发展和创新。

（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课题项目：陕西省教育学会 2022 年度课

题“ 基于新课标的高师音乐师范生核心

素养培育模式及实施路径研究”（课题编

号:SJHYBKT2022194）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文化交际能力

已成为现代人才的核心素养之一。英语

教学作为培养这一能力的重要途径，正逐

渐从单一的语言技能训练转向文化认知

与价值观融合的深层次探索。近年来，中

国电影以其独特的文化表达和叙事方式，

成为英语跨文化教学中的优质资源。

中国电影：

跨文化交际教学的“文化教科书”

电影作为一种视听综合艺术，能够直

观呈现语言、行为、价值观等多维文化元

素，是“一本形象、生动、丰富、纯正的语言

文化教科书”。中国电影是中华文化的生

动载体，它不仅展现了中国传统的伦理观

念、哲学思想，还呈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

多元发展图景，为跨文化教学提供了丰富

的素材。

文化差异的镜像呈现。中国电影常

以文化冲突为叙事核心，例如李安的《推

手》通过中美两代人的家庭观念碰撞，揭

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深层差异：朱老

代表的儒家孝道与美国儿媳玛莎的独立

意识形成鲜明对比，而孙子教育方式的矛

盾则折射出中美教育理念的分野。而《刮

痧》以中医文化误解为切入点，展现中西

方对家庭权威、隐私观念的不同认知。这

些影片通过戏剧化冲突，将抽象的文化差

异具象化，帮助学生理解跨文化交际中的

潜在障碍。

文化自信的现代表达。近年来，《哪

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等国产动画

电影的成功，不仅在于技术突破，更因其

扎根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例如，《长安

三万里》以唐诗为脉络，通过动画重构盛

唐气象，既传递历史厚重感，又以现代审

美激活传统文化，成为跨文化传播的典

范。此类作品既能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

也为“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鲜活

案例。

双语字幕的语言优势。相较于英语

原声电影，国产中英双语字幕电影在跨文

化教学中具有独特价值：学生可通过对比

字幕，学习地道的文化表达方式。例如，

《喜宴》中“假结婚”的情节设计，既展现高

语境文化下的含蓄沟通，又通过双语台词

帮助学生掌握“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

等核心概念。研究指出，此类电影能有效

缓解“文化失语症”，提升学生用英语传播

中国文化的能力。

教学实践：

从观影到思辨的多元路径

将中国电影融入英语课堂，需兼顾语

言训练与文化思辨。

精选影片：文化内涵与教学目标的适

配。影片选择需符合两大标准：一是主题

明确，如《推手》聚焦家庭伦理，《刮痧》探

讨法律与习俗冲突；二是语言难度适中，

避免俚语过多或语速过快。例如，《白蛇：

缘起》通过神话新编传递东方美学，其台

词兼具文学性与通俗性，适合作为中级语

言材料。此外，教师可结合课程思政目

标，选取《我和我的祖国》等主旋律影片，

强化家国情怀与文化担当。

分层教学设计：从输入到输出的能力

转化。观影前：教师需铺垫文化背景，如

介绍儒家思想对家庭关系的影响，或解析

“刮痧”的医学原理，帮助学生建立认知框

架。观影中：采用“精看+泛看”结合模

式。对关键片段（如《喜宴》中的送礼冲

突）进行逐句分析，引导学生关注非语言

交际细节；泛看则侧重整体文化氛围感

知。观影后：设计思辨任务，如对比中西

方隐私观念，或围绕“个人主义VS集体主

义”展开辩论。

技术赋能：多模态教学资源的整合。

利用字幕切换、片段回放等功能强化语言

输入；鼓励学生制作短视频，以“电影解

说”“文化对比”等形式输出观点。例如，

学生可剪辑《长安三万里》中“将进酒”片

段，配以英文解说，阐释唐诗的意境与历

史语境。此类实践既能提升数字素养，又

能深化文化理解。

挑战与应对：

平衡文化传播与教学实效

尽管中国电影为跨文化教学提供了

新思路，但其应用仍面临三重挑战：

文化刻板印象的风险。部分电影为

强化戏剧冲突，可能简化或夸大文化差

异。例如，《刮痧》中美国医生对中国疗

法的误解，易使学生形成“西方人缺乏包

容性”的偏见。教师需引导学生辩证分

析，结合《喜宴》中高父的妥协与玛莎的

文化适应，说明跨文化交际的动态性与

复杂性。

语言与文化的失衡。过度聚焦文化

解读可能导致语言训练边缘化。对此，可

借鉴“语言—文化双主线”模式：在讲解

《推手》的餐桌场景时，既分析筷子和刀叉

的象征意义，也提炼“家庭和睦”“代际沟

通”等高频表达，实现语言技能与文化认

知的同步提升。

评价体系的滞后。当前英语教学仍

以四六级考试为导向，跨文化能力缺乏量

化标准。建议借鉴“课程思政”经验，将文

化思辨纳入形成性评价，如通过影评写

作、跨文化情景模拟等任务，评估学生的

文化敏感度与问题解决能力。

以电影为桥，构建文化互鉴新范式。

中国电影既是文化载体，亦是教学创新的

试验田。从《推手》的家庭伦理到《哪吒》

的神话新绎，从《喜宴》的冲突化解到《长

安三万里》的诗意表达，这些作品不仅为

英语教学注入文化深度，更揭示了跨文化

交际的本质——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碰

撞中实现融合。未来，随着更多“中国故

事”走向世界，英语教育者需进一步挖掘

本土资源，推动跨文化教学从“语言工具

论”向“文化互鉴论”的范式转型，培养兼

具国际视野与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人才。

（作者系西安外事学院国际合作学院

大学英语部副教授）基金项目：陕西省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数字赋能的跨文化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2025HZ08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