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 2卷第 2期

0 4 2 1年 6月

西 昌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Jou r na
l

o
fi Xe

ha ng C
o
l l

e ge
·

S
o e il a S

e ie ne e Ed i t i
o n

V o
l 6 2

,

N O Z

Ju n
. ,

20 14

浅谈本土微电影中
“
中国梦

”

的个人化趋向和地域性表征
*

贾雯霞
(福建江夏学院 人文学院

,

福建 福州 3 5 0 0 18 )

【摘 要 ]本土微电影是活跃在当前的一支传播力量
,

对于表征地域空间
、

重塑本土文化认 同以及建构城市形象有重要的

作用
。

拍摄者将关注的视角对准特定地域空间中
“

去精英化
”

的城市草根阶层
,

讲述其生存及奋斗的励志故事
,

同时传播主人

公在追梦圆梦过程中的正面能量和文化鼓励
,

这是众多本土微电影的叙事特点
。

而草根人物对于梦想的追求正是整个中华民

族追求中国梦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因此本土微电影亦具有
“

中国梦
”

的个人化趋向和地域性表征
,

是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

系的集中体现
。

【关键词】本土微电影 ;城市形象 ;个人化趋向 ;地域性表征 ; 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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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已经是当下非常活跃的传播手段
。

一 出的一种
,

相较于其他的媒介形式
,

最大的优势就

部微电影的故事中所包含的精神内核如何体现出 是在于地方感挖掘
,

这为
“

中国梦
”

的影像呈现提供

主流价值观 ? 这个命题放置在
“

中国梦
”

背景下进 了新的视角和话语形态
。 “

地方感
”

源于本土微电影

行研究深具时代意义
。

如何寻找既能结合 自身传 与生俱来的特性和优势
:
本土微 电影从故事的构

播特性
、

又能与宏大的
“

中国梦
”

母题良好嫁接的叙 建
、

场景的选择
、

拍摄剪辑的方法和角度等诸多方

事手段
,

这是每一个微电影创作人都需要思考的问 面有力地书写着所在城市— 主要创作人员均来

题
。

本土微电影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且 自本土
,

出于对成长环境的熟悉和对本土文化的热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呈现出
“

中国梦
”

叙事的个人化 爱
,

把关注 的视角对准 日常生活
,

从身边发现并记

趋向和地域性表征
。

录平凡的点滴
,

展现城市生活最真实质朴的一面
。

一
、

本土微电影 :承载
“
中国梦

”
的民间话语平台 这种地方感不仅包括对地理景观的再现和对本土

微 电影出现在多媒体快速发展
、

社会急剧转 文化的挖掘和重塑
,

也包括对生长在这片地域空

型
、

文化创造 日渐活跃的背景下
,

是一种
“

微小制 间
、

深受本土环境影响
、

具有某种集体性格特质的

作
,

微小剧情
,

微小纪录
,

微小投人
” ,

以精致和简约 人物的塑造
。

当观照 的视角对准草根人物
、

故事围

的规模体量 (一般在 300 秒以内 )
,

适合短时间观看 绕普通市民展开时
,

作品通过草根人物奋发图强励

的影像形式
,

完成了从精英表达到草根
“

拍客
”

的主 志圆梦的情节
,

寻找其坚毅
、

勇敢的个性闪光点
,

在

体变革
、

从最朴素的客观记录到经典剧情创作的内 微观的视野中完成了
“

中国梦
”

的本土影像表达
。

容变革
、

从小众人际传看到三网融合时代大众传播 二
、

本土微电影中
“
中国梦

”
的个人化趋向

方式的变革
,

成为一种崭新的
、

引人瞩目的精神交 (一 )
“

去精英化
”

的平民视角
:
镜头对准草根人物

流形态与载体
1[] 。

凯文
·

林奇在其著作《城市意象》中曾提到
: “

什

作为电影的一种
,

微电影和大电影一样
,

都具 么样的人
,

就有什么样的城市
” 。

城市是
“

团体之间

有承载
“

中国梦
”

叙事的使命
。

关于这方面的论证 沟通符号的元素
,

也是集体记忆共同尊崇的 目标

很多
,

比如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周星教授 … …凡是内心里保存着一个良好的环境意向的人
,

指出
: “

中国梦
”

作为习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提出的国 一定会获得情绪上的安全感
” 「
如

`。 。

这句话可以理

家与文化崛起的 目标思考
,

为中国电影艺术与创意 解为
:
一座城市的形象和城市中人的性格精神密不

提供了新的角度
。

梦是艺术的基本属性
,

其本源在 可分
。

城市 中人的个性特点
、

行为表现和精神追

于人类试图摆脱本身固有的自然规律与物质束缚 求
,

尤其是那些最普通市民和草根人物的性格特

的精神诉求
,

而电影就是造梦的工具和媒介
,

因此
,

点
、

市民社会的互动和共性
,

最能折射出城市的空

中国梦与中国电影有着天然的关联性和共通性
2[] 。

间文化和精神面貌 ;市民在特定空 间中追求梦想的

本土微电影作为微电影队伍中地域性最为突 步伐
,

正是整个中华民族对
“

中国梦
”

追求的重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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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
。

虽然大电影中也有不少小人物形象
,

但是商业

电影总少不了对市场的顾虑
。

不少电影为了迎合

受众
,

选择对场面和明星进行过分渲染来营造视觉

效果
,

结果导致影片欠缺文化营养
。

然而对他们来

说
,

太过平淡的人物和故事是有一定市场风险的
。

相较于大电影
,

微电影更容易人手表达地域空间内

的小人物
,

并在这方面更显示出自然流畅的特性和

得天独厚的优势
,

这由微电影的特性决定— 其与

生俱来的
“

去精英化
”

特性以及其制作
、

传播和接收

的低门槛化
,

为草根人物的塑造提供了滋养的土壤

— 福州系列本土微电影《福州
,

我爱你》系列中的

普通男女
,

《阿贵的骑迹》中被儿子指责
“

没出息
”

的

四十七岁男人阿贵
,

《寻找大圣》里的闽剧团演员
,

《男儿丁自强 》中的普通大学生等等
,

本土微电影中

人物涉及到卖空调的业务员
、

小超市的收银员
、

软

件公司程序员
、

闽剧团的普通演员
、

普通高校学生
、

其貌不扬的都市白领等各行各业
,

他们都是一座城

市中的草根阶层
,

这些面孔就存在我们身边
,

都曾

经面临生活诸多无奈
。

本土微电影的魅力却正在

于此
,

通过对城市特定空间内草根人物故事的发

掘
,

本土微电影增强 了受众的情感依附能力
,

激起

情感共鸣和表达的欲望
,

也体现出
“

中国梦
”

叙事鲜

明的个人化趋向
。

(二 )追梦主题提升审美水平
:
讴歌普通人的坚强信念

草根人物的心中也有 自己的爱情梦
、

亲情梦与

事业梦
,

这些梦想看似朴实无华
,

其实都是宏大中

国梦的个人化组成部分
,

都在朴素的叙事中焕发光

彩
。

纵观本土微电影的情节故事
,

可以发现故事虽

然不尽相同
,

但却有一个共同的母题— 梦想
:
每

个人都行走在逐梦的路上
,

彰显坚毅的草根精神 ;

这些逐梦的故事中充满正能量
,

是中华传统美德的

创意表现
,

亦是官方语言的 民间话语补充
,

是整个

民族
“

中国梦
”

的组成部分
。

中国梦是在深重的民

族危机和社会失败的痛苦中浮现的超越这一切的

梦想
,

所以它的内涵和意义也和美国梦并不相同
,

它

既是民族国家的实现
,

又是个体生命的满足的展

开
。

中国电影和中国百年的社会历程相伴随
,

也紧

紧地扣住了中国的命运和中国人的命运
,

因此
,

电影

和中国梦就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
,

电影可以说就

是中国梦的表征
4[] 。

本土微电影则因其草根视角
、

源自民间的创作

者
、

民间的创作环境
,

再加上取材于身边人的故事
,

更成为了草根
“

中国梦
”

的展示平台
。

众多的本土

微电影正是通过草根人物执着于梦想的叙事母题
,

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特质和正能量
,

从草根视角展

现中华儿女对中国梦的向往和追求
,

为整个社会起

到价值引导作用
。

《福州我爱你系列 》中的 《下一

站》
,

男主角的失恋让其苦闷失落
,

然而结尾处在破

旧电梯中与清新女孩的相遇
,

虽然没有下文描述
,

但是却隐喻着看似到达终点站后仍感迷惘
,

却依然

要怀着对
“

下一站
”

的期待
,

这对很多都市人都能起

到一种心灵疗伤的作用 ; 《阿贵的骑迹》全片都在突

出
“

平凡人不平凡的梦
” :
一个正在经历中年危机的

老父亲
,

却开始尝试极限运动这种危险性极高的比

赛
。

阿贵的选择既是为了弥合亲情
,

探求儿子痴迷

极限运动的原因
,

更重要的也是为了找回 自己的梦

想和自信
,

在儿子面前重新树立形象 ; 《寻找大圣》
的闽剧团戏曲演员 阿东在

“

大闹天宫
”

剧 目的选角

中败下阵来
,

让其梦想受挫
。

为了成功塑造孙悟空

的角色
,

阿东踏上了去顺昌宝山寻找西游记历史和

精髓的旅程
,

其对角色特质的揣摩
、

对艺术精益求

精的态度正是一种对艺术梦的追求
,

而最终因其领

会了大圣的精髓而成功获得角色
,

亦是圆梦的美好

结局
。

《男儿丁自强 》中的晋江男孩丁 自强在继承父

亲的舞狮技艺和追求 自己篮球梦想间摇摆
,

最终坚

定决心勇敢地与富二代竞争选拔名额
,

亦体现出当

代大学生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
。

每一部草根微电影都是对
“

中国梦
”

这个宏大

命题的影像化
、

个人化和故事性表达
。

这种故事表

达诊释了社会的快速发展给普通人 日常生活带来

的巨大影响
,

亦展现了中华儿女不畏艰难
、

不易妥

协
、

勇于追求梦想并为此而脚踏实地
、

自强不息的

人生态度
,

更是展望了最终梦想成真
、

实现自我价

值的圆满结局
,

更好地弘扬了社会主义传统美德和

主流思想价值观
。

三
、

本土微电影中
“
中国梦

”
的地域性表征

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
,

但空 间组

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
、

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

产物
「饰121

。

当代空 间理论认为
,

空间同时具有着社

会性
、

历史性和文化性
,

并不是纯粹物理学或地理

学意义上的客体
。

社会空间包罗万象
,

亦是各种文

化生长的土壤
,

空间与人物性格及其所导致的行动

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
。

因此
,

叙事文本都

有对于与主体人物本质特征相关的空 间书写
。

本

土微电影的人物塑造就充分意识到了空 间与人物

集体性格形成的关系
,

并在塑造本土人物时注重用

地域性表征探索身处其中的人物的性格
,

对人物的

塑造始终具有空间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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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本土微电影中
, “

中国梦
”

的地域性表征

一方面是通过地域性空间中特殊地理景观的呈现
,

如《寻找大圣》中
,

阿东为了诊释好大圣的角色
,

亲

自到福建顺昌宝山寻找大圣精髓
。

坐落在顺昌宝

山的通天大圣和齐天大圣双圣墓与山狸洞
“

圣见
”

摩崖石刻
,

是当地与吴承恩的《西游记》原著以及孙
悟空有着很大的渊源的佐证

。

《下一站》中老仓山旧

建筑的掠影
,

《电车男女 》中浦上大道
、

尤溪洲大桥

的夜色景观
,

《阿贵的骑迹 》中泰宁山地的奇幻美

景
,

《花开彼岸》中溪山温泉
、

三坊七巷
、

泰宁故居
、

大金湖景观等福建地理元素的集中亮相
,

都充分印

证了本土微电影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将地理景观

的呈现纳人电影叙事
。

中国版图广大
,

地域性极其

丰富
,

而
“

中国梦
”

作为一个国家的梦想
,

正是通过

一个个
“

地方梦
”

组成的
,

因此
,

对于不同地域内的

地理景观的呈现也是中国梦表达的重要方式
。

另一方面
,

本土微电影则是通过空间内社会文

化关系的展示来表征地域性的
。

城市空 间的发展

和改变最终会内化至人的精神
。

本土微电影故事

的设定都基于空 间内的社会文化关系
,

如 《少无所

依 》反映出大城市就业形式严峻的现实 ; 《寻找大

圣》则让我们关注到了传统戏曲遭遇冷遇的现状
,

但也看到了戏曲创作人员 的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

《别惹丑女》透视出这个城市时尚圈内的光怪陆离
,

《阿贵的骑迹》展示了泰宁国际山地车速降赛这样

的标志性赛事
,

《花开彼岸》中更是通过对跨越海峡

寻梦的台湾人李威经历的描写和圆梦的成功
,

展现

出两岸对于团圆的共同想象
。

四
、

结语

如果说电影记录和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发

展历程的话
,

那么微电影就推进了中国民间话语的

崛起和民间生态书写
。

如果说电影是承载和诉说
“

中国梦
”

的机体的话
,

那么微电影讲述的一个个普

通人物的故事就是
“

中国梦
”

的组成细胞
。

充满民

间话语的本土微电影是一种非官方形式的表征
“

中

国梦
”

载体
,

亦是主流电影的补充
。 “

中国梦
”

与中国

故事应细化为多个个人故事
、

多个地方故事来加以

阐释
,

这些故事可 以宏大也可 以细微
,

可 以感天动

地也可 以嬉笑怒骂
。

国家层面急需做的
,

是将中国

故事细化
、

具体化
,

推动
“

中国梦
”

的故事化传播
6[] 。

不同地域的
、

个人化的梦想将会汇聚成为整个社会

的集体梦想
,

普通人追求生活的富足
、

追求个人梦

想的实现
,

都是国家和谐的基石
,

是
“

中国梦
”

的转

移和变化
。

本土微电影是承载
“

中国梦
”

个人化趋向和地

域性表征的良好媒体
,

其将关注的 目光从精英人物

转移到小人物身上
,

与普通市民建立了良好的互动

关系
。

草根立场与宏大的
“

中国梦
”

命题实现了一

次创造性的嫁接
,

从而产生 出一种崭新的历史观照

角度和新鲜的叙事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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