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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屏世界》征稿启事
《声屏世界》是由江西广播电视台主管主办，是全国广播影视十

佳学术期刊，荣获“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2年）”称号。《声屏世界》
1988年创刊，全国公开发行。

广告

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产品设计
在电影作品中的应用

■文/莫红蕾 王寅飞

探究中国电影音乐的民族性表达
■文/张 浩

电影音乐是电影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对电影的诠释，在转场过渡、渲

染气氛、表达情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作曲家张棣昌认为，中国电影音

乐既需要戏剧性与交响性，也需要民

族性。作曲家赵季平认为，中国电影，

话是中国人说的话，故事是中国人的

故事，那么音乐就应该是中国式的音

乐语言。中国电影音乐中融入民族文

化符号，能够增强中国电影音乐民族

性，实现中国电影的民族性表达，提升

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电影音乐的民族性表达必然

要融入民族文化符号，而音乐中的民

族文化符号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一部分，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

承和弘扬，是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

重要途径。

民族文化符号可以为中国电影音

乐创作提供丰富素材。从先秦到两汉

时期，中国便拥有独具特色的音乐文

化传统，战国的编钟、汉代的宫廷乐、

唐代的鼓吹乐、宋元的杂剧乐、明清时

期的说唱乐等皆是中华民族音乐宝库

中的重要资源。创作者可从中选取合

适的音乐表达形式融入电影音乐创作

中，完成中国电影音乐的民族性表达。

中国各民族各地域富有特色的音

乐形式亦是中国电影音乐进行民族性

表达时不可忽略的内容。中国戏曲文

化博大精深，京剧、豫剧、昆曲、秦腔、

梆子等都可被用于中国电影音乐的民

族性表达中。例如陕西的信天游、蒙

古族的长调等皆以鲜明的民族性彰显

着中国文化的巨大魅力。

民族文化符号的融入可以提升中

国电影音乐民族性表达的影响力。当

中国电影音乐中融入民族文化符号，

与中国电影“组合出拳”，共同叙述中

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

象，可以彰显中国电影音乐的民族文

化魅力。民族文化符号融入中国电影

音乐中能够为中国电影音乐带来新契

机和新机遇，使世界了解和发现中华

民族音乐文化之美。

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儿女在长期艰苦奋斗中

形成自己的精神谱系，包括勤劳勇敢、

自强不息、热爱祖国、善良团结等。电

影《风云儿女》主题曲《义勇军进行

曲》，无论从歌曲创作过程还是歌曲本

身而言，都蕴含浓厚的爱国主义精

神。《风云儿女》是一部反映中华儿女

抗日救亡的爱国影片，为配合影片而

创作的电影主题曲同样表达相同的情

感和精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原

始手稿是田汉在狱中用香烟盒包装纸

背面创作而成，聂耳受到触动和鼓舞

对作曲几易其稿。歌词“起来！不愿

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

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

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

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

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铿锵

有力，搭配高昂的曲调共同表达中华

民族儿女顽强抵抗侵略者，誓死保卫

国家的勇气和决心。之后《义勇军进

行曲》成为中华民族的国歌，不断激励

和鼓舞着中华民族儿女始终怀抱爱国

志、爱国情。电影《风云儿女》插曲《铁

蹄下的歌女》不仅与电影情节相呼应，

而且字里行间深刻表达出人民群众的

爱国之情。此外，电影《渔光曲》中的

主题音乐《渔光曲》，电影《桃李劫》的

主题曲《毕业歌》等都集中表达了民族

精神，引发国人强烈的情感共鸣。

中国电影音乐中的地方音乐

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各地域

形成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音乐传统，

东北的二人转、陕北的信天游、河北的

梆子、天津的快板、蒙古族的长调等都

是地域音乐的代表。电影《黄土地》的

配乐取自陕北民歌《信天游》，借助信

天游的悠扬高亢、粗犷奔放，表达黄土

地上人民的淳朴善良和热情奔放；电

影《红高粱》中的配乐都由唢呐奏出，

与电影中粗犷豪放的西北大汉，以及

黄土高原的广袤辽阔相应和，表达对

大自然和生命的礼赞；电影《成吉思

汗》中的电影配乐尽显蒙古族音乐特

色；电影《红河谷》中的电影配乐采用

西藏地区原生态的小调；电影《刘三

姐》中音乐创作人乔羽和雷振邦在壮

族民歌的基础上进行改编，保留壮族

民歌的原汁原味。电影《金陵十三钗》

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讲述发生在南京

教堂内的一个故事，电影选择了江苏

民歌《无锡景》为电影配乐的主基调，

《无锡景》的主要演唱语言为吴语，由

此改编成的电影插曲《金陵景》带有江

南吴语的优美缓慢，与电影中的外柔

内刚的女性形象相符合。电影配乐配

合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演绎使得电

影所要表达的精神意蕴更加深入人

心。各地域独具特色的地方音乐显示

出民族的本体性和文化性。

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戏曲音乐

戏曲是中国的国粹。中国戏曲种

类丰富，包括京剧、豫剧、昆曲、秦腔

等，凸显出中华民族音乐的民族性。

中国戏曲艺术还有强烈的地域性特

征，不同戏曲的风格差异较大，也成为

地区的艺术代表。部分电影将戏曲融

入其中，十分富有中国特色。《梅兰芳》

中的配乐皆使用大量戏曲音乐，不少

影片中京剧与交响乐的配合塑造出出

尘于人世间卓立于世的角色的与众不

同，既符合电影主题的表达，也凸显出

民族文化符号戏剧；电影《游园惊梦》

以昆曲作品中的主旋律为主体，在缠

绵婉转中讲述电影故事，昆曲更是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彰显了中国“百戏

之祖，百戏之师”的魅力；还有影片采

用陕西地区特有戏曲——秦腔，使人

物坚韧顽强的性格与黄土地的苍凉悲

壮相呼应；电影《焦裕禄》音乐中融入

了能够代表中原特色的豫剧，使电影

的主题表达更贴切地域特色。

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民族乐器

中国民族乐器是中国电影音乐民

族性表达的重要载体。电影《五朵金

花》讲述了白族青年男女动人的爱情

故事，在伴奏乐器上选取了白族人常

用的三弦、唢呐等；电影《鲁迅生平》的

音乐创作者李焕之为了在电影戏剧性

和交响性的基础上增添民族性，采用

民族乐器入乐，围绕“钱塘潮”和“故

乡”主题分别选择民族乐器琵琶和竹

笛诠释电影片段主题；电影《卧虎藏

龙》的音乐创作者谭盾使用竹笛、古

尧、二胡、箫、古琴、琵琶等多种中国乐

器。李慕白出场时引用大提琴表达人

物的沉稳、俞秀莲出场时选择二胡表

达人物的内柔外刚，其对民族乐器的

使用可谓出神入化，使中国民族乐器

在电影中大放异彩的同时，完美契合

电影故事情节和人物表达。

当前，随着中国国人文化自信水

平的提升，关于中国民族性表达的电

影越来越多，且质量越来越高，中国电

影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制作之

路。与此同时，中国电影音乐作为中

国电影中的一部分，可与中国电影情

节叙述和人物塑造共同表达民族性，

因此突出中国电影音乐的民族性表达

极有必要。中国电影音乐的民族性表

达应注意结合国际元素，兼收并蓄，以

包容的态度吸收各种有利于中国电影

音乐发展的因素，在保留民族性的同

时向国际化表达发展，使中国电影音

乐的民族性表达被越来越多其他国家

的人民认可和喜欢，从而提升中国文

化影响力。未来，中国电影音乐势必

会在发展中迎来更为开放、包容、多

元、自信的创作时代。

（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讲师）本文

系陕西省教育厅2020年度一般专项

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丝绸之路’文化

建设中合唱创作的特色研究——以碗

碗 腔 、华 阴 老 腔 为 例 ”（编 号 ：

20JK0134）

美学视域下，电影中的简约主义音

乐既是声音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

电影叙事和情感表达的重要工具。简约

主义音乐以重复的旋律、单一的节奏、极

简的音响，为电影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

围和情感深度。这种音乐风格强调“少

即是多”的美学理念，即以最少的音乐元

素获得最优的表现效果。然而在电影中

有效运用简约主义音乐，需要在深入理

解其音乐特性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将简

约主义音乐的美学潜力转化为电影艺术

的强大表现力的有效策略，以确保音乐

与电影的叙事结构、视觉风格和情感节

奏完美融合。

增强电影叙事的力度和深度

简约主义音乐往往通过重复的旋律

和节奏来形成音乐的节奏感，这种独特

的音乐特色不仅有助于电影在不同场景

之间建立情感和叙事的连贯性，而且可

为电影提供强有力的情感和叙事支撑。

在紧张或者情感充沛的场景中，简约主

义音乐可通过重复的旋律和节奏强化这

种情绪，加深观众对电影情节的理解，使

观众与电影产生情感联结、引发情感共

鸣，且同时可有效提升电影故事的张力

和深度；在安静或者情绪平缓的场景中，

简约主义音乐可通过极简的音乐旋律减

少视觉和听觉的干扰，帮助观众深入思

考和感受电影的主题和情感。比如歌曲

《曼彻斯特的海边》借助少量的乐器和简

单的旋律，营造出一种内省和沉思的氛

围，使观众能够深刻体会到电影中的情

感和主题。

创造和维持特定的氛围

在电影艺术中，简约主义音乐更倾向

于借助最基础的音符、和弦，创造出一种

空旷、宁静甚至是冷漠的感觉，这对于电

影特殊氛围的营造至关重要。其不仅能

够通过最简单的音乐图形和单元为电影

营造一种独特的情境感，而且可通过简单

旋律的重复、交替来增强影片的氛围感。

无论是孤独、神秘的场景，还是未知的场

景，简约主义音乐都能够通过稀疏的音符

和延长的音调，有效增强场景氛围感。这

种氛围的营造，不仅可提升电影的艺术感

染力，而且可使观众在情感和心理上更加

贴近电影所表达的主题和情感。

精准和节制的情感表达

简约主义音乐避免了过度的情感表

达，其往往通过使用有限的音乐元素、简

单深刻的旋律，精准传达特定的情感和

心境。在电影艺术中，这种方式的优势

在于能够避免情感的过度渲染，转而以

更为真实和质朴的方式触达观众心灵。

比如，一段简单的钢琴旋律可有效传达

深沉的悲伤或微妙的喜悦，无需复杂的

乐器编排或过度的音乐装饰。这种节制

的情感表达不仅可使电影在情感层面上

更加真实和引人入胜，而且能够极大地丰

富电影情感维度。比如电影《教父》中，

Nino Rota的简约音乐主题通过经典的

旋律和最小的乐器编制，精准表达家族纽

带的复杂情感和黑帮世界的残酷现实。

强化简约主义音乐与电影主

题、情感表达的契合度

将简约主义音乐融入电影的关键在

于理解电影的核心主题和情感，并以此

为基础，精心设计音乐元素和出现时机，

进而达到升华电影主题、表达影片情感

的艺术效果。对此，简约主义音乐既要

与电影的叙事内容和情感调性完美契

合，还应通过音乐深化观众对电影主题

的理解和情感体验。首先，创作者需要

在深入分析电影核心主题和情感走向的

基础上，尽可能使用寥寥可数的音符和

简单的旋律创设一种与电影主题紧密相

连的音乐语境，以最少的音乐元素传达

最深刻的情感。比如，在描绘孤独或冷

漠的场景时，简单的钢琴旋律比复杂的

交响乐更能触动观众心弦。其次，创作

者应通过细微的旋律变化、和声的精心

布局、节奏的巧妙处理，增强电影情感的

表达力，引发观众情感共鸣。比如，对于

探讨个人孤独和自我反思的电影，创作

者可通过对音乐节奏、调性和音量的细

腻把控来表达内在的寂静和反思。此外，

简约主义音乐在电影中的定位也需要精

心设计。创作者应根据电影的情感走向

和叙事节奏有选择地融入音乐，使其成

为突出电影高潮或转折点的有力工具，

进而辅助电影的主题升华和情感表达。

提升简约主义音乐与电影视觉

元素的互补性

美学视域下，音乐不仅仅是独立的

艺术形式，而是电影整体艺术表达的一

部分。因此，视听元素的互补性在电影

中尤为关键。除要求创作者考虑音乐本

身的美学和情感外，还要考虑如何将音

乐与电影的视觉元素相结合，共同创造

出一个既和谐又富有层次的艺术作品。

首先，简约主义音乐的节奏和节拍需要

与电影的视觉节奏相匹配。比如，在视

觉上变化较快或者紧张的场景中，即使

是简约的音乐也可以通过稍微加快的节

奏来加强场景紧张感，以保障视觉画面

与音乐的平衡。这一方式可使得电影视

觉和听觉元素之间形成一种动态互动，

共同推动故事发展和情感传达。其次，

音乐的音量和强度也需要根据电影视觉

内容进行调整。比如在视觉上强烈和充

满冲突的场景中，简约音乐的低音量和

柔和的旋律可提供一种对比和平衡，从

而突出画面的强烈效果。此外，音乐的

音色和乐器选择也是实现视听互补的重

要方面。不同的乐器和音色可以传达不

同的情感和氛围。例如，弦乐器通常用

于传达温暖和深刻的情感，而电子音乐

则常用于营造现代感和未来感。因此，

创作者需要根据电影的视觉风格和情感

氛围来选择合适的乐器和音色，使音乐

能够更好地与电影的视觉元素相协调。

提高简约主义音乐与现代音乐

元素的融合度

虽然简约主义音乐倾向于使用最基

本的音乐元素，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在

其中融入其他创新元素。在电影艺术

中，创作者可以尝试将传统的简约音乐

元素与现代音乐技术、风格相结合，创造

出既符合简约主义美学又具有现代感的

电影音乐。这种方式的关键在于找到传

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点，确保音乐既保

留简约主义的核心特征，又能够与电影

的现代主题和风格相协调。首先，创作

者可在保持简约主义音乐风格的基础上

融入摇滚、爵士等音乐风格，或在传统的

弦乐编排中加入现代化的音乐处理技

术，达到既新颖又有深度的音乐效果。

这种结合传统与现代的方式既能增加音

乐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也能使音乐更加

贴合现代观众的审美和感受。其次，与

现代音乐元素的融合还体现在结构和形

式上。传统的简约音乐通常具有相对固

定和简单的结构，但在现代电影中，创作

者可尝试借助更加复杂多变的现代音乐

结构，以匹配电影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例如，在处理非线性叙事或实验性质的

电影时，简约音乐可以通过非传统的节

奏与和弦进程，或者通过突破传统乐章

形式的创新，增强电影的艺术效果。

在未来电影创作中，对简约主义音

乐风格的运用还应在保持音乐简约美感

的同时，强化与电影主题、情感、视觉等

多方面的契合，从而提升作品创造力和

表现力。

（作者系广西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副

教授）本文系“广西艺术学院高层次人才科

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基于“观念创新”下

的格拉斯“肖像歌剧三部曲”研究》（编号：

GCRC202115）；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课题“后现代哲学理念下的格拉斯《阿肯那

顿》研究兼论中国歌剧的多维拓展研究”

立项批准号：23FWY027的研究成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地各族人民在

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积淀的智慧结晶，

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与文化性，蕴含中华

民族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与实践经验。

在当前多元文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

产更是凭借民族性，成为国人增强文化

自信、树立文化自觉的重要源泉。因此，

传承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是不可忽

视的现代文化工作。电影作品具有完整

的意义内容、鲜明的艺术特征与广泛的

传播途径，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

益尝试。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封不动地将

非遗文化呈现在电影中，而是要依据电

影内容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意产品

设计，实现二者的有效融合。

挖掘非遗文化要素，实现创意结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丰富，是电影

创作独特的取材来源。回顾我国电影发

展史发现，非遗文化要素逐渐被有意识

地融入电影作品中，成为彰显文化自信

的关键举措之一。电影中的非遗文化在

持续的艺术探索创作中呈现出多样化形

式。一是非遗文化作为主要线索存在。

通常指电影作品将非遗项目作为故事主

体或推动剧情发展的载体，部分甚至直

接以非遗文化作为电影名称。例如，电

影《信天游》将“信天游”这一非物质文化

遗产贯穿影片始终，它是主角杨书记的

影子。《信天游》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陕北民歌的重要代表，产生于当地

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展现出黄土高

原独特的地域风格特点，是体现中华文

明的非遗形式。二是非遗文化相关产品

作为次要线索存在。相比之下，非遗文

化作为次要线索存在时，占据电影的时

间和篇幅较少，通常作为推动剧情走向

的元素穿插在电影情节中。例如，电影

《八佰》中以山东兵爱好皮影戏并随身珍

藏皮影的举动，展现人物角色的内心情

感，与电影情节环环相扣。三是非遗文

化作为背景存在。具体指非遗文化通常

作为场景布置、道具等出现在电影作品

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递给观众。例

如，电影《大鱼海棠》在场景设计方面，运

用大量福建土楼的传统建筑元素，湫奶

奶正是利用楼中水井打开通往人界的海

天之门。同时，电影大笔墨地运用具有

代表性的中国民俗色彩——红色，以强

烈的视觉冲击力赋予电影作品浓厚的东

方神秘感。

把握多元表现方式，强化镜头语言

在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电影创作

中，除注重内容创新外，还强调表达形

式。电影作品的镜头语言主要包括以下

两种。一是以人为本的叙事结构。以非

物质文化遗产为主体创作的电影作品并

非单纯讲述客观的非遗载体，而是将镜

头对准非遗文化背后的传承人。通过讲

述人物与非遗之间生动真实的故事，使

非遗传承不再是“冰冷”的工艺程序，同

时为电影作品增添人情味。例如，《百鸟

朝凤》是一部讲述黄河岸边新旧两代唢

呐人故事的电影。影片中，田园牧歌、诗

情画意的乡村生活是唢呐人日常生活的

写照，唢呐是平凡生活中的消遣，红白喜

事中的唢呐是代代传承的仪式感，体现

出唢呐人对民俗艺术的执着坚守。而与

西洋器乐的对抗则展现了唢呐的传承困

境。影片通过刻画师徒情、父子情、兄弟

情，淋漓尽致地传达了人们对非遗文化传

承的忧患意识与反思创新精神。二是多

元丰富视觉表达。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

产备受重视。在电影拍摄技术愈发成熟

的前提下，非遗文化与电影作品的结合为

观众献上一场视觉盛宴，使静态的非遗文

化真正“活”起来。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

利用3D打印、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打造

立体化、形象化的非遗景观。如太乙真

人喝酒的酒坛以马家窑文化涡纹彩陶罐

为原型，守护结界的神兽以三星堆中“戴

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和“青铜鸟首”为原

型等，体现了非物质文化创意产品在电

影作品中的实际应用与意义。

融入当代社会需求，激发情感共鸣

新媒体时代，电影作品作为备受关

注的社会化传播形态，能够多维度、艺术

化地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高效传

播。同时，电影并非完全“纪实性”地记

载非遗文化，而是结合大众不断变化的

文化需求进行的创新性创作，由此能够

引发观众产生情感共鸣。一是寻求价值

互动。非遗文化具有厚重的文化内涵与

独特的精神底蕴，这是奠定电影作品基

调的重要元素。例如，电影《雄狮少年》

讲述三个被人无视的少年阴差阳错走上

舞狮之路，最终凭借满腔热血和冲劲，成

为自己心中“雄狮”的故事。主人公并非

魔幻虚构的英雄形象，而是现实社会中

的平凡者，他们在“舞狮”过程中表现出

的少年意气、敬畏之心、拼搏之力，引发

观众情感共鸣。二是受众偏好分析。非

物质文化遗产创意产品设计恰当运用于

电影作品中的关键在“创新”，以情理之

中、意料之外的方式融入电影作品中，以

丰富电影本身、满足受众需求。例如，电

影《满江红》作为一部诙谐悬疑的春节档

电影，大胆尝试将豫剧、曲剧与摇滚结

合，再配合人物大步疾走的动作，生动表

达小人物的心理活动，使喜剧成分的“幽

默”与悬疑成分的“烧脑”完美结合，与当

代年轻群体的观影偏好高度契合。

加强电影作品监管，保护非遗特性

从实践来看，电影作品与非遗文化

面临着商业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矛盾冲

突，甚至电影创作者会在利益驱使下对

非遗文化进行盲目的、错误的“创新产品

设计”。因此，相关部门要做好监督工

作，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产品设计

在电影作品中的高效融入。一是加强内

容理解力。在当前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的大背景下，部分电影创作

者为打造卖点，将“非遗文化”作为营销噱

头。但其往往只是简单地将非遗文化堆

砌在电影内容中，甚至进行胡编乱造，并

未真正理解非遗本身的文化内容，这不

仅会损害电影的内容体系，而且极易使

观众对非遗文化产生误解。因此，相关

部门要加强内容审核，以专业认知能力

严把质量关。二是加强非遗文化保护。

现阶段，电影作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

“出圈”，刺激非遗所在地区旅游业以及相

关旅游产品迅速发展的现象频频出现。

但在此过程中，由于政府对非遗传承的

监管不到位，反而使原生态的非遗文化

遭到破坏，成为电影作品中的“一次性”

创作素材。例如，电影《满江红》带火了

太原古城，但如何应对大量游客的涌入，

又如何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

保护，成为当地政府监管工作的重点。

综上所述，以“创意产品设计”实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电影作品的有效融

合，有利于借助直观化、现代化的影像形

式将非遗文化传播给大众。在未来发展

过程中，相关部门与工作者应认识到非

物质文化遗产创意产品设计在电影作品

中的应用价值，通过充分挖掘非遗文化

要素、把握多元表现方式、融入当代社会

需求、加强电影作品监管等，实现非遗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莫红蕾系柳州工学院设计艺术学

院讲师、高级工程师；王寅飞系柳州工学

院语言文化与国际教育学院高级实验

师、助理研究员）项目基金：广西高校中

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一带

一路”背景下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

泰译策略研究（2023KY1768）；2022年

度柳州工学院“新工科、新文科”研究与

实践项目“新文科”背景下应用型高校产

品设计专业“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2022JGGW005）

美学视域下电影中简约主义音乐的具体功能与优化策略
■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