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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１９１０ 年丁福保主编的 《中西医学报》 及医药学会创办的 《医药卫生报》 等。［４］ 这些医学报刊主要

是围绕疾病治疗， 介绍专业的医学知识， 即所谓 “治疗性传播”。 如， １９０７ 年春在上海创办的 《医学

世界》， 曾连载汪惕予精心编撰的 《解剖学生理学译异名同表》， 为西医解剖学在我国的发展起到积极

的启蒙作用， 它的阅读对象主要为医生； 丁福宝创办的 《中西医学报》 也是以研究和交流中西医学知

识为宗旨， 其中仅有一部分内容为通俗医学常识。 在这样一个医学信息极为匮乏的时代， 上述医学期

刊在传播西医药知识、 促进国内现代医学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 这些报刊都有

着很强的专业性， 而对日常生活中的健康知识传播不足。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 辛亥革命前， 国内出版

的医学刊物仅有十多种， 医学科普期刊更为少见。［１］（１６）也就是说在这些医学期刊中， 面向大众， 以通俗

的文字传播医学知识和公共卫生知识的刊物是非常缺乏的。 《卫生白话报》 不仅创办年代早， 而且恰好

是属于被人称为 “少见” 的 “医学科普期刊” 中的一种。 罗杰斯指出， 凡是人类传播的类型涉及健康

的内容， 就是健康传播。 他认为， 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 并通过态

度和行为的改变， 以降低疾病和死亡率、 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

为。［５］ 《卫生白话报》 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它与同时代其他医学报刊显著的区别在于： 首先， 它明

确地将普通大众确定为其传播对象； 其次， 它用白话的语言将深奥的现代医学知识转化为简明易读的

健康知识； 第三， 它采用 “言论批评” 等多种传播策略传播 “卫生行为”， 旨在改变人们落后的生活态

度和不良的生活方式， 传播的目的是改变人们旧有的不良行为而不仅仅是生产知识。 因而与当时以传

播医学知识为主的大部分医学期刊有明显区别， 可谓中国近代健康传播兴起的标志， 是近代健康传播

刊物的滥觞。

三、 《卫生白话报》 的健康传播特征

（一） 《卫生白话报》 以公众为传播对象， 以传播 “卫生” 为己任

《卫生白话报》 第一期就明确地将刊物的传播对象定位为 “公众” 即普通大众， 刊物的主旨是 “关
于卫生”。 第一期登载本社 “告白 ”： “无论公众事情、 个人事情， 只要是关于卫生的， 有下问者， 请

用白话函达本社， 经本社认为于公众有益的就详细奉告”。 这一则 “告白” 明确地体现了 《卫生白话

报》 为公众传播卫生的办刊目的。 不仅如此， 凡是在 《卫生白话报》 登载广告， 只要广告内容与卫生

有关， 就可得到格外的优待： “本社为便益公众起见， 凡有关于卫生的欲登广告者， 将广告费格外酬

量”。
《卫生白话报》 围绕 “卫生” 这一核心主题， 首先单独设置 “卫生” 栏目， 并对 “卫生” 这一概

念从 “防疫” 的角度给予了重新解读： “卫生是什么意思呢？ 保卫生命的意思， 是要避开有害健康的事

情， 又要有抵抗有害健康的障碍， 以防患于未然。 所以， 要想不生病， 要想长寿的人， 一丝一毫不可

以疏忽卫生。” ［６］因此， “卫生” 在这里的含义就是 “保卫生命的做法”， 即它一方面要丢弃那些有害生

命的事情和行为， 另一方面它又要抵抗有害健康的障碍。 为此， 《卫生白话报》 在 １９０８ 年的一至四期

内容中， 集中介绍细菌学、 传染病、 预防学、 卫生习惯等方面的知识。 关于医学观念的介绍有 “徵菌

说”、 “生产详说”、 “传染病略说”、 “预防说”、 “普通传染病预防法” 等 ５ 篇文章。 关于养成良好健康

习惯的有 “家庭的卫生”、 “社会卫生谈”、 “妊娠的卫生”、 “喝酒的害处”、 “烟草的害处”、 “婚姻谈”
等 ６ 篇文章， 而且 “喝酒的害处”、 “家庭的卫生”、 “婚姻谈”、 “妊娠的卫生” 为连载文章， 《卫生》
栏目因而占据了 “卫生白话报” 的主要篇幅。 正如有学者指出： “２０ 世纪卫生的含义有所转变， 它包

括生物医学、 公共卫生及个人礼仪。” ［７］ 《卫生白话报》 中 “卫生” 栏目所涉及的内容也体现了这一特

征， 《卫生白话报》 运用细菌、 病毒、 卫生、 防疫等西医概念代替传统中医的 “气”、 “血”、 “阴阳”、
“五行” 等概念向普通民众传播关于疾病和健康的科学知识， 范围涉及细菌医学、 公共卫生学和生活方

式疾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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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卫生白话报》 特别强调 “卫生” 与 “健康” 及 “寿命” 的关系。 国人长期受传统文化的

熏陶， 对生死有着强烈的天命观思想， 所谓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但是 《卫生白话报》 告诉人们：
“年纪大了死的， 那是天命， 没有法子好想的。 （而） 有许多因自己或是父母不注意以致身体单薄， 生

病死的， 或者夭折的， 这种人很不少， 一向都说是天命， 不晓得这是因为卫生疏忽的缘故， 不是什么

天命。” ［６］因此， 一定要有保护生命的意识， 才能延年益寿。 ２０ 世纪初的中国， 正值霍乱、 鼠疫等烈性

传染病猖狂肆虐之时， 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抵御这些凶残的时疫。 《普通传染病的预防法》 一文为了强

调健康对抵御传染病的重要性， 特别赋诗一首： “健康呀！ ／ 健康呀！ 健康实在是传染病的预防法， ／ 健
康实在是长寿的基础， ／ 健康实在是人生一世求名利的根本。” ［８］

（二） 《卫生白话报》 运用白话化解医学术语， 使医学传播通俗易懂

清末， 西医医学报刊已大多采用了白话文， 但是， 许多用白话文叙述的西医报刊仍然充斥着大量让

民众看不懂的专业术语。 《卫生白话报》 中 “白话” 的特色更多地体现在它以普通民众为对象， 用通

俗、 简明的文字， 传播西医的新观念和医学知识。 如 《传染病略说》 一文是这样介绍传染病病原的：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 世界各国的医家平日专心研究的都只是疾病的治疗法， 研究病原的很少， 若是同

一个地方， 有许多人同时得了一样病死了， 大家称这种病为之瘟疫。 它的病原大家也不去研究研究，
都说这是天命， 是地气， 甚至于说， 是鬼神的法力。 后来医家卫生家稍有进步， 才晓得瘟疫是由于各

种一定的病毒 （Ｖｉｒａｓ） 侵入人身体里头就生出病来。” ［９］ 又如在 《徵菌说》 中介绍细菌的繁殖： “细菌

的繁殖有两种， 一种是徵菌里面生了萌芽， 发育到一定的时候， 即生出一个徵菌来。 还有一种是徵菌

的一部分， 先裂开来， 成了萌芽， 萌芽就变成了徵菌。 这样的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四个， 四个变八个，
八个变十六个， 繁殖得非常之快”。［９］ 只要略识文字的人， 就能很快明白传染病的起因和细菌繁殖是怎

么回事了， 这样的知识传播也很容易深入人心。 这与当时大多数以针对治疗的医学知识传播的医学期

刊有了明显区别， “针对治疗的传播” 大多介绍对疾病的治疗方法， 以陈述医案为主， 传播语言较为专

业， 传播的对象主要为各类医生， 而不是没有医学知识的民众。
（三） 《卫生白话报》 采用多种传播策略， 着力改变人们的愚昧观念和不良生活行为

辛亥革命前的医学报刊， 多关注医学知识的传播， 报刊内容主要是围绕一些常见病、 流行病和传染

病， 解释这些疾病的病因和治疗方法， 专业性较强。 《卫生白话报》 恰好避开这种专业传播， 它从保护

生命、 预防疾病的视角传播医学知识， 尤其侧重纠正日常生活中的愚昧观念和不良生活行为， 并告诉

人们应该怎样做。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卫生白话报》 采用多种传播策略。
策略一： 设置系列议题， 集中传播医学新观念， 促使行为改变。 如议题一： 破除传统观念， 传播正

确的医学知识。 旧时女孩子最怕两件事， 一为少时缠足， 另一件事就是为人之妻后生孩子。 清末， 禁

缠足已成为维新变革的社会议题； 而对女子生产， 许多人仍然认为这是每个女人必过的鬼门关。 《生产

详说》 一文则用清晰的医学知识破除这一传统观念， 消除人们对女子妊娠的恐惧： “其实这生产是女人

应该有的事情， 仿佛那月信一样， 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就医学上论起来， 是在子宫内的胎儿十分

成熟之后， 由天然的巧妙机械的作用排出身体之外， 并没有什么危险。 然而神经过敏的妇人往往自己

生产的时候以为我的身子是立在生死的歧路上吓得了不得， 心慌意乱。 力气也乏了， 家族们都皱着眉

头仿佛这产妇要快死的样子， 这种想头实在是愚昧的很。” ［１０］ 类似这样改变人们愚昧观念的文章， 在

《卫生白话报》 中还有不少， 如在 《婚姻谈》 中告诉人们血族 （近亲） 通婚的危害。 再如议题二： 关

于控烟和戒酒。 《卫生白话报》 在第一期的 《本社告白》 中提出了控烟和戒酒的主题： “本社因现值戒

烟时代， 特专设戒烟实验谈一门。 若有将自身或他人戒烟的实在情形或是用什么法子戒的或是用了许

多法子戒不脱的， 详细用白话函告本社。” 围绕控烟主题， 《卫生白话报》 第一期至第三期， 连续刊载

《王太太忍耐勉强的戒烟》 一文； 第二期登载 《薛穆茹君之决心戒烟》 一文， 刊登 《上海将开万国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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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会》 的新闻； 第四期刊登 《烟草的害处》 一文。 围绕 “戒酒”， 《卫生白话报》 的第一期至第三期连

续刊登 《喝酒的害处》 一文。 中国人嗜烟爱酒， 有悠久的酒文化， 而现代医学已经证明烟酒危害健康。
《卫生白话报》 在我国早期的健康传播中就抓住控烟和戒酒， 可谓独具慧眼。

《卫生白话报》 还连续载文传播如何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如 《卫生白话报》 连载日本医生绵贯与三

郎撰写的 “家庭的卫生”， 在讲饮水时谈到： “饮料水在卫生上是一定不可缺的东西， 古圣人也说， 人

民不可一日无水火。 夏天炎热的时候， 若是不饮水， 就容易生热射病， 或是全身衰弱。 然而若是饮得

过多了， 也不好的。 不但多发汗， 多小便， 并且消化液会稀薄。 消化液稀薄， 消化也就不良了， 就容

易生停食下痢胃弱等各种疾病。” ［１１］ 另外， “家庭卫生” 一文详细地向民众介绍 “寝具、 衣物的清洁方

法、 食品的储存方法” 等方面保持卫生的做法， 而 “社会卫生谈” 一文则从 “住家问题、 乳儿死亡问

题、 肺结核问题、 酒精问题、 花柳病问题” 等谈在日常生活中应如何保持卫生、 防御疾病。
策略二： 开辟 “小言” 栏目， 对民众的不健康行为和政府的不作为进行批评， 促使人们改变不良

习惯。 《卫生白话报》 在传播科学的医学观念的同时更重视用 “批评” 的方式向民众传播怎样做才能更

“卫生”、 更 “健康”， 它重视 “行为” 的传播。
我国古代对凡能够传染人的疾病统称为 “疫”， 古人对疫有一定的认识， 如秦汉时人们认为气候不

正常是产生传染病的主要原因， 宋元医家则有 “瘴气说”、 “胎毒说”， 明代医家则提出 “戾气” 从口

鼻而入体内致病的观点。 然而， 这些观点都不能解释传染病的真正原因， 特别是对导致传染病的致病

原因和传播途径如水污染、 接触传染、 食品传染及虫媒传染没有明确成系统的解释。［４］（８０） 同时中国传统

医学没有 “公共卫生” 的概念， 在传统中国的行政模式中更是缺少对公共卫生的管理和建制。 因此，
迄至清末， 中国给人留下的总体环境印象是 “不卫生”， 对此美国传教士 Ｅ·Ａ·罗斯在 《变化中的中

国人》 中描述到： “城市的街道狭窄、 弯曲、 凹凸不平、 肮脏不堪、 臭气熏天。 ……城市中没有公共用

水。 在那些位于河边的城市中， 未经处理的河水便是居民的公共用水。” ［１２］ 由于缺乏公共环境的卫生治

理， 痢疾、 霍乱、 鼠疫、 肺结核等传染病成为 ２０ 世纪初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主要流行病和传染病。
１９ 世纪末， 西方病原微生物学传入我国后， 人们才最终明了传染病的病因和传播途径， 公共环境

的卫生治理遂成为现代医学关注的重点。 １９０３ 年， 普澄在 《江苏》 上发表 《卫生学概论》 对 “卫生”
进行分类， 并较早地探讨了什么是 “公共卫生”： “居今之世， 计今之事， 卫生学之类， 已不可胜数。
有关系一人者， 有关系于他国者。 约而分之， 可为二类， 曰个人卫生， 曰公众卫生。 ……公众卫生者，
言多人公共之卫生也。 因其关系之大小， 亦分二类， 曰团体卫生， 曰国家卫生。” ［１２］（４） 公共卫生学的兴

起和传播是近代医学的重要成果， 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 公共环境卫生的知识传播

既体现了清末医学观念的现代化转型， 同时也是其作为健康传播刊物的重要标志。 在 《卫生白话报》
中， 公共卫生传播是其一个重要的传播主题， 在对公共卫生知识的传播中， 《卫生白话报》 主要指出日

常生活中人们的不良生活行为， 揭示它们与各种疾病传播的关系， 警示那些曾被人们视为常态的行为

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是必须要纠正的。 例如一至四期的 “小言” 栏目中有这样几则写道：
上海西门外某学堂门首有个卖熟牛肉的摊子， 牛肉颜色是黑的， 苍蝇飞来飞去， 学堂里的

人和过往的人， 统统买了吃， 你想吃了这种东西要不要生病的？
本社记者有天走过英租界浙江路， 看见一个卖甘蔗的生了一身大麻风。 想他削甘蔗皮的时

候， 一定会碰着他的皮肤。 若是大麻风的徵菌， 沉在甘蔗上， 人若吃了岂不是要传染大麻风的

么， 所以， 爱买水果吃的人要留心留心。
上海西门外斜桥左， 近开了一个西园。 园内地方宽敞， 空气新鲜， 不过园门首河这里的水

甚不干净， 以致园内各处苍蝇甚多， 所以平常人看这西园于卫生上是很合宜的。 但是， 照卫生

学家看起来， 似乎还有些欠妥贴的地方。 望西园主人把河道收拾得干净些。 那就这西园可以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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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个卫生花园了。
以上几则 “小言” 分别以民众日常生活情境为例， 生动地呈现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行为往往是

导致人们生病的 “元凶”。 “小言” 是 《卫生白话报》 的言论批评栏目， 它以温婉的语言对民众的不良

生活行为给予批评或劝导， 这些言论既传播了变质的食品、 虫蝇、 麻风病人、 污水是流行性传染病重

要传染源的医学知识， 也警示了民众对这些行为进行自我纠正的重要性。
《卫生白话报》 除了纠正民众的不健康行为， 还委婉地批评政府在 “公共卫生管理” 上的失

职， 如：
上海城内外小河道的水都很肮脏， 冬天还好， 年年一交春， 就非常臭。 夏天格外利害 （原

文如此， 应为 “厉害” ———引者注）。 这都是不拘甚么东西都倒在河里， 又不去收拾的缘故。
很容易做瘟疫的媒介。 于公众卫生上是大有妨害的。 现在天气一日比一日热起来了， 河里的水

也越发来的臭了。 望地方官各界工部局长热心善举的绅商， 赶紧设法把水道收拾， 免得又像往

年瘟疫流行， 人都死于非命才好。
查各立宪国自治局所办的事情， 卫生一节也负责任。 现在中国各处则设自治局， 卫生一节

毫不提起。 可见， 中国人还不把卫生当作一件要紧的事看待。 曷胜浩叹。①

在 ２０ 世纪初期的医学报刊中， 专门针对民众的不良生活行为和政府对公共环境卫生管理的失职进

行批评， 是不多见的， 在医学传播的报刊中更是独树一帜。 《卫生白话报》 寓健康传播于 “舆论监督”
中， 提升了健康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策略三： 呈现清末国家对大众医疗事业的权力介入， 促使民众行为改变。 卫生行政是指 “保护国民

之健康， 由政府以社会法令规定一定之制度而进行之” ［１２］（４５） 。 中国古代医政主要是处理宫廷的医疗事

务， 如医官的选拔、 宫廷医疗机构的设置， 而对民间诊疗行为基本处于放任状态。 １９ 世纪末， 越来越

多的有识之士认为， 人类的健康问题不仅是医学问题， 而且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 晚清末年， 清政府

学习西方国家的医学管理制度， 改革传统， 努力加强国家权力对医药卫生的行政建制。 《卫生白话报》
登载了这样一些新闻：

肃邸打算考试医生

民政部肃邸因为中国医学衰微得很， 往往有不通医学的人也挂起牌子来行医， 于老百姓的

生命上很有害处的。 现在打算把京城内外的医生统统考试过。 如果真有医学的方才许他行医，
不然就不许他行医了。 （ 《卫生白话报》 第一期）

卫生队

光绪三十二年， 南京设了一个卫生队速成学堂。 后为了经费支绌， 组织不能够完全。 现在

总参议舒直夫都统因为卫生队关系重大， 提议经费无论如何支绌， 这卫生队一定要在秋操前组

织完全。 （ 《卫生白话报》 第二期）
以上几则信息都摘自 《卫生白话报》 各期的 “国内之部”， 它们反映了在西医东渐和戊戌变法后，

晚清政府着手改变旧制， 突破传统民间医生无统一管理、 统一训练的状况， 将清末的医事逐步纳入国

家医药行政管理之中， 包括对从医之人进行严格的专业培训和筛选， 以及建立专门的传播现代卫生观

念的组织如卫生队， 或由国家权力机构如警厅对民众进行健康教育， 这表明加强民众的健康教育和卫

生知识的普及已成为这一时期的国家意志， 并逐步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这对国民改变不健康的生活行

为具有促进作用。 《卫生白话报》 在 “国内之部” 上登载的其他几则消息， 也体现了这一特征：
张相拟禁早婚

张相因早婚不但于种族上有疑， 且妨男子入大学， 而且女子也可以母仪， 决议二十四岁为

６８

① 《卫生白话报》， １－４ 期 “小言” 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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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期。 （ 《卫生白话报》 第三期）
学部严禁吸食纸烟

学部最近定章， 不过十六岁之童子， 不得吸食纸烟， 各学堂学生亦不许吸食纸烟。
（ 《卫生白话报》 第三期）

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劝谕卫生

北京外城巡警总厅近出告示， 说现在时当夏令， 天气炎热， 患时症病的很多， 这个病根都

是过于食凉， 种下来的。 你想一个人受了暑热， 再加冰冷的东西， 如生水不洁的水， 各种不热

的菜品， 或已坏的菜品等， ……许多冰冷的在肚子里， 夜里又当院当街的睡觉， 受了风寒， 怎

么能不发痧子， 不受霍乱吐泻呢。 ……本厅因为卫生起见， 特地将道理给你们讲讲， 你们都要

大家留神， 切不可过于贪凉反惹许多危险。 须知这个关系很大， 务必互相劝诫， 保爱身体才

是。 （ 《卫生白话报》 第二期）

四、 结 　 　 语

《卫生白话报》 是清末为数不多的传播通俗健康知识和医学知识的报刊。 作为早期健康传播媒体，
与其同时期的医学刊物相比， 《卫生白话报》 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首先， 《卫生白话报》 将传播对象

从专业人群转向普通大众， 在传播内容上将传播个体治疗知识转为传播通俗卫生健康知识。 其次， 《卫
生白话报》 旨在通过传播现代西医学知识改变人们的错误行为， 从而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它对健康

行为的传播更多于健康知识的传播。 第三， 《卫生白话报》 勇于担当社会卫生环境的舆论监督者， 以批

评性的语言监视环境， 矫正民众错误的生活行为， 监督政府在环境卫生工作中的行为， 促进官、 民对

卫生健康的重视。 第四， 《卫生白话报》 体现了传播者的专业性和传播内容通俗化的完美结合。 《卫生

白话报》 虽然是由训练有素的专业医生创办， 但它的内容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 可读性强， 大众易于

接受。 上述诸多特征说明 《卫生白话报》 是一份具有现代性、 特色鲜明的健康传播报刊， 是近代健康

传播在清末兴起的标志， 这一健康传播趋势到民国成立后即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

参考文献：
［１］ 陆江， 李浴锋  中国健康教育史略 ［Ｍ］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２７

［２］ 朱德明  民国时期的浙江医药史 ［Ｍ］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２６

［３］ 潘荣华  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 ［Ｄ］  安徽大学历史系， ２０１０： １６

［４］ 张大庆  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 （１９１２—１９３７） ［Ｍ］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６２

［５］ 张自力  健康传播学： 身与心的交融 ［Ｍ］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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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家庭的卫生 （续） ［ Ｊ］  卫生白话报， １９０８ （１） 

［１２］ 范铁权  近代科学社团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 ［Ｍ］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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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电影的 “意识形态流”
———美国内战电影研究对谈录

李　 军　 王冰雪①

摘　 要： 美国内战是美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场战争， 令美国国内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形态发生重大转

折。 对于好莱坞来说， 这段战争史更是极其重要的电影题材， 映射出传往世界各地的美国精神和主流文化

价值。 以此为鉴， 本土电影可在深入探析好莱坞内战电影生产模式中反观自身， 积极推进本土战争题材电

影创作， 找寻贴合时代价值、 社会需求与中国文化精神的本土模式。

关键词： 好莱坞电影； 美国内战； 意识形态流； 电影传播； 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 Ｊ９０５ ７１２　 文献标志码： Ｄ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６５５２ （２０１５） ０５－００８８－０８

好莱坞电影多年来不仅是世界电影的 “标杆”， 伴随全球化浪潮的快速涌现， 其影响力更是通过影

像作品深入世界各地， 导致全球电影风格的 “好莱坞化”。 正如尹鸿教授所言： “在全球化和后殖民主

义的背景下， 好莱坞电影对全球电影市场的覆盖， 不仅吞噬着其他国家的本土电影工业， 而且影响着

这些国家的民族想象和文化认同。” ［１］ 在好莱坞如此强势的传播渗透下， 本土影视所触及的本土历史、
本土现实以及本土文化价值都成为当前引发关注与思考的核心。

作为好莱坞电影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类型， 战争片在百年好莱坞历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一方

面通过好莱坞战争片回望历史， 提升民族凝聚力； 另一方面隐含其中的国家主张、 价值观点、 意识形

态悄然释放， 在精彩的故事、 紧张的剧情、 焦灼的对峙、 凛然的情感中涵化电影观众。 这既是好莱坞

的魅力， 更是战争电影较之其他类型电影更为突出的特点与优势。
由此不禁追问， 美国历史战争与好莱坞电影之间究竟是如何联通并配合默契的？ 在好莱坞电影

中内战题材影片是如何传播其主流价值观的？ 又是如何在多达数百部的同类题材中突破创新， 在树

立独特影像风格的同时不断展现历史魅力与人文精神？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浙江传媒学院戏剧影视研究院

与浙江传媒学院博士协会、 浙江省传播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浙江省媒体传播优化协同创新中心共

同举办 “好莱坞电影的 ‘意识形态流’ ” 学术午餐会， 特别邀请李军②教授与各院系专家学者共同

展开讨论。

一、 美国内战与好莱坞电影

袁靖华③： 感谢各位参加我们的学术午餐会活动。 今天的对谈主要围绕好莱坞内战电影研究展开。
对于美国内战这段历史时期， 在座各位应该都不陌生， 但对于美国内战史以及好莱坞内战电影的研究

却并非人人深入。
因而此次戏剧影视研究院学术午餐会有幸特别邀请到对于美国内战历史， 特别是好莱坞内战电影

①
②
③

对谈整理： 王冰雪 （文学博士， 浙江传媒学院戏剧影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李军， 男， 博士， 教授。 浙江传媒学院。 《自由的新生： 美国内战风云录》 作者

袁靖华， 女， 博士， 教授。 浙江传媒学院戏剧影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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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深入研究与丰富成果的李军教授， 以及浙江传媒学院各研究领域的优秀学者： 方建移教授①、 李涛

教授②、 黄敏教授③、 向宇副教授④、 俞洁副教授⑤共同就好莱坞内战电影进行学术对谈， 希望各位今天

可以畅所欲言， 在影像世界中带领我们回望历史、 关照当下。
李军： 感谢袁靖华教授的开场引路。 我们都知道， 美国内战不仅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内战， 更是

被马克思称为 “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大战争。” 围绕这次战争， 美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 不仅改变了美

国国内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形态， 使美国内战具有美国历史上重要的 “里程碑” 意义； 另一方面， 对于

好莱坞来说， 这段历史也是重要的电影题材， 在多年的拍摄实践中呈现出经久不衰的魅力。
方建移：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就历史层面来说， 美国内战是具有历史性、 进步性以及革新性的重

要现代战争， 标识着自由解放与新生的革命胜利。 但是对于美国内战历史与好莱坞电影之间的发展其

实又引出了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在此我想要提出一点， 能请李军教授先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美国内

战史吗？
李军： 其实美国内战有许多名称， 常用的至少就有 ６ 个， 即内战、 叛乱战争、 脱离战争、 南方独立

战争、 州际战争、 兄弟之战。 不同的称谓反映了人们对这场战争性质的不同态度。 美国内战是第一次

世界大战之前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 双方直接卷入士兵超过 ３００ 万， 双方军队一共发生了一万多次战

斗， 其中比较著名的战斗有二三百次。 在 ４ 年战争中双方超过 １００ 万人受伤， ６２ 万名战士失去了生命，
相当于美国从独立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的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 当时美国总人口是 ３２００ 万， 意味着

全国每 ５０ 人中就有一人死亡。［２］

方建移： 具体数据的呈现其实是战争伤痛的另一种体会。 对于这样一场战争， 这样一段历史， 我们

都知道它不仅意味着一个时间阶段， 一段历史经历，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场战争， 国家、 社会、
人民都被卷入战争的漩涡， 带来了本质性的变化。

李军： 对于美国内战的性质， 美国民众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在战争期间以及战争刚结束， 南

北两方的态度截然不同， 这是很自然的；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特别是到了电影诞生之时， 美国民

众中南方人坚持认为自己打的是一场 “正义的战争”， 北方的民众也基本认同， “度尽劫波兄弟在， 相

逢一笑泯恩仇” 这种心态在当时的美国社会都有， 而且当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 美国人需要团

结， 他们需要一种民族的、 国家的认同。
袁靖华： 对于历史的关注， 特别是高度集中、 始终聚焦于某一个学术领域、 学术问题是需要很大毅

力的。 现在的研究有很多是快、 近、 急的， 而真正沉下来收集资料， 在大量的文献、 史料、 案例耙梳

整理中做学问的正在减少， 但这往往是学术研究， 特别是对于战争史、 影像史的关注研究更为重要的。
李军： 说到学术聚焦， 我个人关注美国内战和内战电影也是一个渐进深入的过程。 ２００２ 年我在美

国访学的时候， 有一天在大学图书馆门口的旧书摊上看到一本 Ｂｒｕｃｅ Ｃａｔｔｏｎ 的 《美国内战史》。 之前我

对美国内战没有太多注意， 买了这本书慢慢去看。 随着阅读的深入， 我发现自己对美国内战史越来越

感兴趣， 就开始有意识地关注美国内战和美国内战电影。 不仅阅读大量这方面的书籍， 还观摩了很多

美国内战电影， 算是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李涛： 顺着李军教授的话说， 我们知道好莱坞电影有百年的历程， 在这其中其实我们稍加关注或梳

理就会发现， 其实美国内战题材的影片不仅数量多而且影片分量都很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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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建移， 男， 博士， 教授。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李涛， 女， 博士后， 教授。 浙江省传播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黄敏， 女， 博士， 教授。 浙江传媒学院话语与传播研究中心。
向宇， 男， 博士， 副教授。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
俞洁， 女， 博士， 副教授。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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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 是的， 从默片时代开始至今， 美国拍了大约 ７００ 部以内战为背景的故事片， 包括电影、 电

视。 其中默片约 ５００ 部， 有声电影约 ２００ 部， 另外还有 ２６０ 余部新闻电影和数十部电视纪录片。 我根据

ＩＭＤｂ 网站与维基百科等英文网站的材料， 做了一个美国内战片目录提要， 有点类似于 《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 我自己也收集了大约 １３０ 多部主要电影素材， 有声电影这部分几乎都有了解。
向宇： 这一点我很认同， 在美国， 内战一直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好莱坞一直以来拍了非常多的

内战电影， 最近就有 《林肯》、 《为奴 １２ 年》、 《被解放的姜戈》 等影片都是反映美国内战的题材， 其

中 《林肯》、 《为奴 １２ 年》 都是近年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 可见这段历史在美国的重要程度。
李军： 站在好莱坞内战电影史的角度， 我认为讲美国内战电影， 一定要讲 《一个国家的诞生》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 大卫·格里菲斯的 《一个国家的诞生》 是最著名的内战电影。 这部电影改编自

托马斯·迪克森 （Ｔｈｏｍａｓ Ｄｉｘｏｎ） 的同名小说 《同族： 三 Ｋ 党的罗曼史》 （ Ｔｈｅ Ｃｌａｎｓｍａｎ： 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ｕ Ｋｌｕｘ Ｋｌａｎ）。 美国内战电影专家布利安·维尔斯 （Ｂｒｉａｎ Ｓｔｅｅｌ Ｗｉｌｌｓ） 在 《随风而逝的

光荣： 电影中的美国内战》 （Ｇｏ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ｌｏｒｙ：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ｉｎ Ｃｉｎｅｍａ） 一书中， 选出六部最好的内

战片及六部最差的内战片， 《一个国家的诞生》 均名列第一。
俞洁： 我记得法国著名导演和影评人让·吕克·戈达尔 （ Ｊｅａｎ－Ｌｕｃ Ｇｏｄａｒｄ） 说过一句名言： “电影

始于大卫·格里菲斯。” 可见格里菲斯及其影片在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
李军： 从商业片角度讲， 格里菲斯通过 《一个国家的诞生》 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票房价值， 从而催

生现代电影工业的诞生； 从艺术片角度讲， 这部影片将电影从市井娱乐提升到艺术殿堂； 从影响力角

度讲， 这是一部任何一本 《美国电影史》 以及 《世界电影史》 教科书都无法回避的电影。 这部影片当

时投资了 １１ 万美元， 格里菲斯倾其所有， 之后影片为他赚了几百万， 这在当时几乎是天文数字。 这部

影片一直到 １９３７ 年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问世之前都是最赚钱的电影， 受到美国观众 （除了黑

人， 包括南方人与北方人） 的热烈追捧， 说明这部影片很好地体现了当时美国民众对于内战历史的 ｍａ⁃
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二、 好莱坞电影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流

袁靖华： 这里出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核心概念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好莱坞电影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 在学

界、 业界对于好莱坞电影的讨论与研究特别多的都在关注影片中所蕴含与传播的美国精神和文化价值。
这便是一种美国主流价值、 意识形态的电影传播与呈现。

李军： 是的， 袁教授提到了好莱坞电影的意识形态， 关于意识形态，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简单地说， 就是思

想观念的集合。 美国人喜欢用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来表述， 这个词在美国学术界是广泛使用的， 反映的就是它的

意识形态。 现在我们经常用的 “主流意识形态”、 “主流文化”、 “主旋律” 等表达就是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关

于好莱坞电影中的 “意识形态” 这个命题， 有兴趣的人可以看法国人雷吉斯·迪布瓦的 《好莱坞电影

与意识形态》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４ 年版）。 大家注意到这本书是法国人写的， 而不是美国人写的。 “意
识形态” 最早就是法国拿破仑时代的托拉西发明的。 美国人不喜欢这个词， 也很少用这个词， 他们觉

得这个词太 “意识形态” 了。 所以就用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这个更为中性的词， 根据 《美国传统词典》 解释：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意思就是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ｉｌｌｉ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就是主流思想， 就是主流意识形态。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中

ｓｔｒｅａｍ 是 “流” 的意思， 这让我想到了 “意识形态流” 这一概念， 我是想以一种 “好莱坞式” 的调侃

来指称好莱坞电影中的意识形态内涵。
俞洁： 李教授刚提到的格里菲斯的 《一个国家的诞生》， 我们看到的许多评论多是集中在电影艺术

方面 （拍摄手法） 的影响， 如闪回、 特写镜头、 交叉剪辑、 宏大战争场面等。 至于影片为何产生 （产

生于何种社会背景）、 它对后世内战电影有何深刻影响？ 这些问题很少有人会去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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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 确实是这样的。 《一个国家的诞生》 这部电影是格里菲斯为内战结束 ５０ 年而拍摄的， 有点

类似于 “献礼片”。 ５０ 年当中， 美国人怎么去看待这场战争已经形成了一种主流文化， 形成了美国人对

于内战的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１８６５ 年内战结束到 １９１５ 年该片问世之间的 ５０ 年里， 美国人民的内战历史观从总体上说是 “南方

压倒北方”。 也就是说， 失败的南方人一直不停地构建着他们自己的内战历史观， 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包

括： 第一， 战前的 “老南方” 是自由温馨的家园， 南方人正直、 淳朴、 善良， 奴隶主与奴隶和睦相处，
到处散发着田园诗般的高贵气息。 学者称之为 “老南方” 的迷思 （ｍｙｔｈ）。 第二， 南部 “脱离” 行为并

非 “叛乱”， 而是基于宪法规定的州权自主的合法行动。 第三， 战争是北方人而非南方人引起的， 南方

将士的战斗不是为了维护奴隶制， 而是为了南方人的自治， 为了保家卫国， 抗击北方入侵。 第四， 南

方军队英勇奋战， 赢得了大多数战斗， 只是由于最后寡不敌众， 才败给北方。 南方人称之为 “失去的

事业” （ ｔｈｅ Ｌｏｓｔ Ｃａｕｓｅ）。 第五， 在南方人的奋起反抗下 （其中武力反抗的主要力量就是三 Ｋ 党）， 南方

重建终于在 １８７６ 年 （海斯当选总统） 结束， 南方人赢得了胜利。 这些观点亦非毫无根据， 但并非历史

的真实， 所以称之为 “迷思”， 所谓历史 “迷思” 就是似是而非的历史观。 问题是， 到了 ２０ 世纪初，
这些内战历史观不但在南方根深蒂固， 在北方同样广为流行， 成为了美国社会的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袁靖华： 《一个国家的诞生》 正好就反映了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美国历史观以及当时美国社会的 ｍａｉｎ⁃
ｓｔｒｅａｍ。 这个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是通过南北双方的共同努力基本形成的对美国内战的一种看法。

李军： 简单地说， 我认为这种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的核心就是 “和解”， 就是 “南北和解， 国家至上”。 当

然， 光表现 “和解”， 没有矛盾冲突， 无法构成电影的戏剧冲突。 所以， 格里菲斯还要表现 “冲突”，
所以他们把黑人作为 “敌人”， 这也成为 《一个国家的诞生》 最受人诟病之处。 它明显的种族歧视的色

彩， 令后人将其称为 “因其臭名昭著而名垂青史的电影”。
向宇： 很多人认为格里菲斯在技术上开辟了一个电影的新时代， 大部分技术是从他的影片中出来

的。 此外， 他很大胆。 当时很多电影时间都很短， 他的这部电影却有三个小时， 这在当时是非常冒

险的。
李涛：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很鲁莽， 但他一举成功了。 这些方面都是格里菲斯对内战电影， 甚至整

个好莱坞电影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也是他为何一百年来仍具有如此不可撼动地位的原因。
李军： 他对美国内战电影有很多方面的影响， 如在内战片的拍摄内容和模式上， 他就确定了很多固

有的东西。 比如 “强暴” 这个情节的设置。 美国很多内战片都有 “强暴” 的镜头， 这是一个隐喻， 一

个意象。 北方人认为， 南北战争就是北方人 “强暴” 南方人。 因为在南北战争中， 南方人认为， 第一，
我不想占领你的领土。 第二， 我也不想当你的总统。 第三， 我也没什么诉求， 就是想蓄奴。 因而南方

人认为自己是在保家卫国， 非常委屈。 说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格里菲斯是站在南方的立场拍摄 《一

个国家的诞生》 这部影片的， 构建了一种美国内战电影的叙事结构， 我称之为 “Ｃ－Ｃ 模式”： 冲突与和

解， 即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这种模式直接影响了 １００ 年美国内战电影的基本主题和叙事结构，
成为好莱坞内战片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的基调， 是主要的意识形态， 这个意识形态通过艺术的方式展现在大量的

美国内战电影当中。
袁靖华： 冲突与和解。 冲突是一部电影起承转合， 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 而和解又有一种心理映射

和主观意识的呈现。
李军： 这个冲突与和解主题， 包括四个要素。 其中第一个要素是： 没有坏人。 南北冲突双方没有好

坏之分———具体来说就是南北双方没有反面角色。
俞洁： 但是在多数的中国影视作品中， 特别是战争片中 “好人” 与 “坏人” 还是非常明确的。 而

您之前谈到 《一个国家的诞生》 的诞生时不是说为了电影 “冲突” 需要设置 “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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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 是的， 关于美国内战片和我们看到的本土战争题材影视作品还存有一些不同。 回到美国内

战， 电影没有坏人， 我指的是在美国内战电影中， 南北交战双方没有敌我， 没有正邪， 没有对错， 没

有是非， 他们认为南北战争是一场好人与好人之间的战争———当然， 这里的 “人” 是指 “白人”。
黄敏： 既然是好人与好人之间的冲突， 就注定是一场悲剧， 所以很多美国内战片充满了一种悲剧的

情怀。
李军： 这种悲剧情怀的 “教育意义” 就是希望今天的美国人不要再像当年电影中的悲剧人物那样相互冲

突、 自相残杀， 应该抛却矛盾， 团结一致。 这就引出我认为的第二个要素， 即： 兄弟之战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ｂｒｏｔｈｅｒ）。 在美国内战电影当中， 好人与好人打仗还太平淡， 不仅是好人与好人， 更是兄弟与兄弟之间的战

争， 这样不但更增添悲剧性， 而且正因为是兄弟之战， “相逢一笑泯恩仇” 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是必需的。
《一个国家的诞生》， 这部电影设置了两个家庭， 一个南方家庭， 一个北方家庭。 南方庄园主卡梅隆

（Ｃａｍｅｒｏｎ） 与北方政治家史东曼 （Ｓｔｏｎｅｍａｎ）， 两家原本是朋友， 他们的孩子之间也相恋了， 结果战争爆发，
男性全部去参军， 所不得不面对的是兄弟之间最为惨烈的兵戎相见。 生活中曾经的朋友、 同袍、 兄弟、 爱人，
却是战场上的敌人， 格里菲斯就这样开启了一种兄弟之战的电影叙事模式。

俞洁 ： 您说的 “兄弟之战” 这个模式， 国内的一些影视剧也开始尝试。
李军： 其实这类情节设置在美国内战电影中非常常见， 是非常经典的。 如拍摄于 １９８２ 年的电视连

续剧 《南北乱世情》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拍摄于 １９９３ 年的 《燃烧的土地》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６１） 都是同室操戈

内战片的典型。 《南北乱世情》 与 《根》、 《荆棘鸟》 并称为美国电视剧发展史上三大具里程碑意义的

经典作品， 拍得十分精致、 动人。 该剧讲了南卡罗来纳州蒙特庄园的奥里·曼 （Ｏｒｒｙ Ｍａｉｎ） 与宾夕法

尼亚州哈泽德铁厂的乔治·哈泽德 （Ｇｅｏｒｇｅ Ｈａｚａｒｄ） 之间因为战争爆发而产生的恩怨情仇， 而两人却是

当年西点军校的同学。 这里著名的西点军校， 也成为了兄弟之战、 同袍之战电影的常见场景。
俞洁： 国内有部电视剧 《人间正道是沧桑》 也是这样设置的， 将故事主人公设置为同在黄埔军校

的同学， 结果战争爆发， 两人成为了对立方。
李军： 对， 这样的情节设置在美国内战电影中是常常出现的。 除了兄弟之战， 第三个要素是： 南北

之爱。 所谓南北之爱， 就是南北之间爱上对方。 南北战争的电影， 偏偏要拍南北之爱， 这就是美国内

战片的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当然也是它的艺术魅力所在。
向宇： 内战爱情片和我们一般谈论的爱情片情节设置是有不同的。 不仅在于电影的叙事背景、 故事

情节， 当人物的情感被放置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与背景时有着完全不同的呈现。
李军： 这一点确实如此， 作为美国内战电影中的重要情感， 我将其中的爱情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同

一方男女之间的爱情， 如南方和南方之间的爱情， 北方和北方之间的爱情， 可以称之为 “前线与后方

之爱”， 如 《冷山》。 这是纯粹的爱情片， 一般旨在反映战争的残酷与爱情的伟大。 第二种是南方与北

方之间的恋情， 可以称之为 “南北之爱”。 如拍摄于 １９５４ 年的 《突袭》 （Ｒａｉｄ） 讲述了一伙南军士兵从

战俘营逃出， 来到佛蒙特州与加拿大边境的小镇圣阿尔本斯， 化装成北军士兵， 准备突袭一家银行，
为邦联提供资金。 当时为首的军官尼尔·本顿在小镇结识了一位北方寡妇凯蒂和她的儿子拉里， 两人

逐渐建立起了感情， 硬汉本顿原本坚强的心被微妙的情感所影响。 再如 《牡丹花下》 （ Ｔｈｅ Ｂｅｇｕｉｌｅｄ），
讲述一名受伤的北军士兵被一所南方女子学校的师生救下， 发生了一系列感情故事。 第三种不但是

“南北之爱”， 更是 “敌我之爱”。 这种男女之恋的难度最大， 或者说对编导的挑战最大。 不过， 如果电

影拍得好， 教育意义也越大。 试想， 刻骨仇恨的敌人都可以坠入情网， 南方人与北方人之间还有什么

解不开的疙瘩？ ５０ 年代， 冷战刚刚开始， 为了适应政治气候的需要， 团结国内民众， 好莱坞拍出了好

几部艺术价值上乘的 “敌我之爱” 内战片。 如拍摄于 １９５２ 年的 《重围浴血战》 （Ｈａｎｇｍａｎ’ ｓ Ｋｎｏｔ） 是

一部典型的 “敌我之爱” 内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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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宇： １９５９ 年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美国内战电影 《魔鬼骑兵队》 （ Ｔｈｅ Ｈｏｒｓｅ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也呈现出您

说的这种 “敌我之爱”。 故事中男女主人公一开始的敌对非常强烈， 远远超过了 《重围浴血战》 和

《血战勇士堡》 的程度。 尽管最后两人之间的爱意表达也没有像这两部电影那么明显， 但化敌为友的难

度还是相当大的。
李军： 看了这部电影， 会得出这样一种感觉： 原来南方人与北方人之间的仇视与敌意， 主要缘于双

方没有近距离地相处。 因为南方人与北方人都是 “高尚善良” 的人， 只要让他们近距离相处， 就像这

部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那样， 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人魅力就会自然吸引， 误解、 怨恨就会慢慢消除。 总

之， 南方人与北方人之间的和解一定可以实现。
袁靖华： 冲突与和解的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再次呈现。
李军： 对的。 内战爱情片通过彰显人性之美， 来宣扬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是可以超越政治原则、 南北

分歧、 彼此敌视。 人性高于一切！ 爱情高于一切！ 在人性与爱情面前， 南北之间可以也应该超越是非

恩怨， 实现彼此和解。 这就是好莱坞的魅力， 它这种意识形态是用艺术的手法， 非常感人地体现出来。
俞洁： 这一点对于国内电影也有很大的启示。 其实不是说不能凸显 “意识形态”， 而是如何将其融

入电影故事当中， 更巧妙地呈现。
李军： 除了爱情， 对于之前说的 “共同的敌人” 这一点美国内战电影也设置得非常巧妙。 这是 Ｃ－

Ｃ 模式的第四个要素。 内战电影有没有反面角色？ 当然有！ 没有反面角色怎么构成电影的戏剧冲突呢？
没有 “坏人” 作梗， 白人兄弟之间又怎么会打起来呢？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一直到 ６０ 年代， 时值二战与冷

战的背景， 美国人需要凝聚民心、 共同对敌。 因此， 好莱坞拍摄的内战片中出现了一批刻意表现南北

双方共同对敌的主题。 这些内战片试图表明， 在美国内部南北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即使暂

时有分歧， 一旦面对共同的敌人———包括印第安人、 白人中的败类、 无良黑人、 墨西哥人等， 兄弟之间

的恩恩怨怨就应该抛到九霄云外， 正所谓 “兄弟阋于墙， 外御其侮”。 好莱坞有意突显 “南北和解、 共

同对敌” 这个主题，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法西斯之敌、 冷战之敌、 恐怖主义之敌、 极端主义

之敌等， 今天的美国人要像先辈一样， 捐弃前嫌， 一致对外。
袁靖华： 您的这个总结很有意思， 这里我还是要追问敌人是谁？ 具体对应的是哪些群体呢？
李军： 我把好莱坞内战电影中的 “敌人” 总结为五类。 第一个就是黑人。 把黑人当成白人的共同

敌人， 只有 《一个国家的诞生》 敢这样做， 这也是它备受指责的主要原因。 《一个国家的诞生》 中的黑

人士兵、 黑人议员、 混血黑人政客都是反面角色。 尤其是黑人士兵嘎斯强暴本·卡梅隆的妹妹 （最早

的版本是强暴， 后来在一片抗议声中， 格里菲斯改为小姑娘跳崖自杀）。 《一个国家的诞生》 带来的冲

击太大了， 以至于后面无人敢再拍这类把黑人设置为绝对的 “敌人” 的影片。 到了三、 四十年代， 特

别是五、 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之后， 这种明显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电影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但是，
黑人的银幕形象仍然是程式化的， 主要有三种角色： 性格直爽的嬷嬷 （Ｍａｍｍｙ）， 二是诚实憨厚的大山

姆 （Ｂｉｇ Ｓａｍ）， 三是傻里傻气的小伙子， 如 《小叛逆》 中的傻小子詹姆斯·亨利； 或者是傻头傻脑的

小姑娘， 如 《飘》 中的小姑娘普利丝， 因为撒谎被斯佳丽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 内战片中黑人的正面

形象一直要到 １９８９ 年的 《光荣战役》 （Ｇｌｏｒｙ） 才彻底改变过来。 第二个是激进的废奴主义者。 由于很

多人认为这场战争是没必要打的， 认为激进的废奴主义者是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 因而激进的废奴主

义者一直是饱受指责的对象， 反映激进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的著名内战电影不少， 如 《圣非小路》、
《南北乱世情》 等， 基本上都形象不佳。 而很多美国内战片因为有西部片的成分， 所以印第安人成为了

第三个 “敌人”， 基本都是作为反面角色出现的， 一直到 《与狼共舞》 （Ｄａ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Ｗｏｌｖｅｓ）， 这部影片

颠覆了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
向宇： 内战电影中常有这样的场景： 南北双方交战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印第安人， 这时双方立马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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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和， 因为印第安人是不分南北的， 见到白人就杀的。
李军： 在当时的好莱坞看来， 印第安人是美国白人最佳的共同敌人。 １８６３ 年 １２ 月， 林肯总统签署

一项特殊法令： 任何南军战俘只要愿意到西部协助北军防御印第安人， 即可获得释放。 当时南北之间

已经停止交换战俘， 所以战俘营中的俘虏获得自由的唯一方式就是帮助过去的敌人一起打仗———当然

是与共同的敌人印第安人打仗。 反映南北军人合力对付印第安人的电影很多， 主旨大都是 “文明的”
白人与 “愚昧的” 印第安人之间的对抗， 并且一般以白人获胜告终， 体现了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的白人文化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这类内战片的典型套路就是原本极度仇视的北军与南军士兵突然遇到了印第安

人， 于是立即捐弃前嫌， 一致对敌。 类似的电影有拍摄于 １９４０ 年的 《维城血战》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Ｃｉｔｙ）， 拍摄

于 １９５１ 年的 《龙城龙将》 （Ｂ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ｄｍｅｎ）、 拍摄于 １９７０ 年的 《擒贼擒王》 （Ｒｉｏ Ｌｏｂｏ） 等。
俞洁： 《与狼共舞》 这部电影就情节设置和故事的推进来看影片本身是颠覆了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

这种 “固有的”、 “僵化的” 关系。
李军： １９９０ 年拍摄的 《与狼共舞》 是第一部换一种视角看待印第安人的美国内战片。 其实进入 ８０

年代之后， 银幕上的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有了新的变化， 个别另类的白人没有站在白人

一边， 反而与印第安人 “共舞”， 反抗不良白人的压迫。 该片在 １９９１ 年获得了包括第 ６３ 届奥斯卡最佳

影片、 最佳导演等在内的 ７ 座奥斯卡大奖。 这说明好莱坞的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也在与时俱进。 而与上述这些

“敌人” 都不同的是好莱坞将墨西哥人也设置为 “敌人”。
李涛： 墨西哥人这个跨出美国范围的群体好像在长久的历史中始终被视为美国的 “敌人” 或者

“对立者” 而存在。
李军： 好莱坞将墨西哥人视为 “敌人” 由来已久， 美国在 １９ 世纪多次与墨西哥处于战争状态， 美

国与墨西哥的冲突促成南北携手抗敌。 拍摄于 １９６５ 年的 《邓迪少校》 （Ｍａｊｏｒ Ｄｕｎｄｅｅ） 这部电影中， 南

北军人联手对付的共同敌人先是印第安人， 后是墨西哥人。 《邓迪少校》 是美国好莱坞西部片 “血腥暴

力派” 祖师山姆·毕京柏 （Ｓａｍ Ｐｅｃｋｉｎｐａｈ） 的成名作， 被电影学界公认为西方动作片 “暴力主义” 起

端， 其最为血腥的场面就是最后那场整整十分钟的生死决战， 打斗场面异常惨烈。 值得注意的是， 在

决战中， 南军上尉本杰明奋力从法国将军手中夺回美国国旗， 不幸中弹牺牲。 一名南方叛军为了一面

美国国旗，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充分体现了国家至上、 南北一家的主题。 这些都通过电影非常自然的

手法和叙述方式， 表达出当时美国社会所需要的主题。
黄敏： 从话语的角度来讲， 电影不仅仅是传达当时的意识形态， 对当时的社会意识还有一种重塑

功能。
李军： 是这样的， 我认为， 电影创作的同时也在参与塑造社会意识形态。 “同情战败者” 和 “人性

高于是非” 在电影中所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参与、 建构的过程。 好莱坞电影人很聪明： 因为南方是战败

方， 北方是战胜方， 为了安抚失落的心， 为了让失败者出一口气， 为了争取大多数南方观众的票房，
也为了有利于真正的和解， 许多美国内战电影更多地表现出对南方人的同情， 或者从南方人的视角拍

摄电影。 就拿 《飘》 来说， 它的成功就在于反映了南方人的立场 （多数北方人也能接受）， 反映了南方

的战争苦难与战后崛起的主题。 有一幕斯佳丽穿行在火车站台上一大片横七竖八躺着的南军伤兵中间，
导演有意让观众的视线从一面高高飘扬的邦联圣安德鲁十字旗帜投向满地躺着的伤兵， 激发起观众对

南方 “失去的事业” （Ｌｏｓｔ Ｃａｕｓｅ） 的同情。
俞洁： １９３９ 年 《飘》 的首映式在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举行， 当时场面非常隆重， 周围三十英里

的旅店全部订满， 门票炒高十几倍。 有一个学者说了这样一句话： “如果美国内战重打一次， 南方人赢

得了战争， 南方人来庆祝他们胜利的这个场面也不会超过 １９３９ 年 《飘》 的首映式。” 因为南方人一直

在心中有一个怨气， 影片正好切中了这个。

４９



第 ５ 期 李　 军　 王冰雪： 好莱坞电影的 “意识形态流”

黄敏： 美国内战电影， 从话语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很好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过程。 它的建构不是

为了解释历史， 而是为了给当代人一个影响和认识。
李军： 是这样的， 人性高于是非。 对于美国内战我们需要辨别两种是非， 一种是这场战争的当年是

非， 一种是美国的后人看待这场战争的是非。 美国人不讲当年的是非， 当年的好坏都不论， 他们要讲

当年战争中的人性光辉， 这种光辉是所有白人共同的光辉。 但不是说他没有是非， 美国有是非， 是当

代人的是非， 是后人看待这场战争的观点， 这个观点便是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袁靖华： 好莱坞内战片极力反映南方人与北方人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崇尚自由、 英勇无畏、 正直高

贵的精神， 充分彰显了美国白人的人性光辉， 体现了这个国家不同于一般国家与民族的优秀品格， 淋

漓尽致地弘扬和体现美国的 “核心价值观”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李军： 在人性光芒映照下， 早已远去的纷争与所有 “是非原则” 显得苍白渺小、 可有可无、 甚至

不值一提。 如在 《南北乱世情》 中， 不厌其烦地演绎了一次又一次敌友之间的枪下放生， 毫无是非原

则可言， 可是观众看了都深为同情———就像关云长华容道放生曹操成为千年美谈一样。
向宇： 好莱坞的主流电影基本就是它的意识形态的表现， 我认为它的意识形态第一个就是讲人性，

另外一种就是传达一种政治上的如自由、 民主、 平等， 就像您说的这是很鲜明的。
李军： 对于好莱坞内战片来说， 其实它的意识形态呈现遵循三条准则： 第一， 要讲当下的 ｍａｉｎ⁃

ｓｔｒｅａｍ， 不讲当年的是非恩怨。 第二， 影片中的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应该是隐性的， 而不是显性的。 也就是说，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原则或曰价值观或曰意识形态， 应该像咖啡末一样溶解在水中， 而不能像茶叶一样浸泡在水

中， 尤其不能像袋装红茶那样浮在水面。 第三， 好莱坞电影中的英雄人物的各种壮举， 往往不是受到

“崇高理想” 的驱动， 而是受到个体人性的驱动———如个人复仇、 男女私情等。 尽管这样的英雄壮举减

少了许多 “高大全” 的色彩， 却显得格外自然、 人性、 亲切， 让观众感同身受， 易于接纳。

三、 好莱坞内战电影传播的参照与思考

方建移： 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句话：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那么从这句话出来，
用于今天我们的影视传播可能可以这样： “所有的历史片都是当代片”。

李军： 确实如此， 我认为所有的历史片都是当代人 （当时的编剧、 导演、 观众） 视角下的历史叙

事， 体现了当代人对于某段历史的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俞洁： 在这些美国内战电影中可以看到美国内战最深层的东西， 就是我们说的可以深入到骨子里

面去。 每一部电影就像庖丁解牛一样， 你看到一部电影会知道它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结构。
袁靖华： 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之前写论文时读到的两本关于好莱坞与 “美国梦” 研究的书籍。 其中

谈到 “美国梦” 是什么？ 里面有一个是个人奋斗， 而就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 美国梦最核心的是 “兄

弟团”。 这个 “兄弟团” 最后所指的就是面对社会没有阶级差别， 这是美国梦最核心的社会梦想， 看电

影就是要给你传达这个东西。 好莱坞电影就铸造了这个东西， 当我们面对共同的敌人时， 无论是穷人

还是富人， 无论南北， 无论什么族裔， 只要你是美国人我们就要团结对外。 好莱坞电影经过这么长时

间的经营完成了一个 “国民教程”。
李军： 是的， 我们现在的电影应该让电影本身参与、 构造我们的社会文化， 我们的核心价值。 很多

中华民族的东西，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东西， 需要用电影艺术的规律和手段去提炼， 去表述。
美国内战片也是这样， 它不仅仅反映社会大众的需求， 它也有一种提炼， 他们的创作者认为是在反映

一种真实。
袁靖华： 《飘》 的作者认为自己是在反映一种真实的南北战争。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方面是电影工作者的使命感。 我们现在较多的是宏大场面的史诗片， 缺少对 （下转第 １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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