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传播 2019 年第 2 期( 总第 271 期) 73

求变·裂变·新变: 改革开放 40 年与中国西部电影变迁

■ 张阿利 吉 平

【内容摘要】 中国西部电影是民族电影的重要代表，其在发展历程中所沿袭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质跟改

革开放的时代思潮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改革开放 40 年的光辉历程与中国西部电影的发展进程史紧密

结合。对改革开放的精神实质与西部电影的主题表达、改革开放的市场环境与西部电影的类型裂变，以

及改革开放在步入新世纪后的新时代精神与西部电影的题材新变等方面，进行较为详尽的分析和研究，
以能够为当下探究社会变革之于电影流派的复杂关系提供路径与参照。
【关键词】 改革开放;西部电影;民族电影;现实主义;类型裂变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作为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叙事

空间，交织着瑰丽与质朴、神秘与蛮荒、重叠与复沓的

影像图景。西部深沉厚重的历史感及悠远神秘的悲壮

感包孕着一种难以难说的“想象”与“重构”。1984 年，

“西部电影”的话语表述被著名电影美学家钟惦棐先

生首次提出，马上得到了创作界的积极响应。而所谓

西部电影，主要是指在镜语表达上具有浓郁的西部风

情(既包括自然地理风情，也包括民俗风情)，在思想

表征上则凸显着强烈的西部精神、西部民族性格特质，

以及对西部民族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镜像

性反思的影片类型。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辉煌时期，西部

电影有着像《人生》(1984)、《黄土地》(1984)、《野山》
(1985)、《老井》(1987)、《红高粱》(1987)、《黄河谣》
(1989)、《双旗镇刀客》(1991) 等精品力作，这批影片

因其在能指层面与所指层面所兼具的浓郁的西部地域

风情与民族韵味，而为中国电影赢得了无数的世界性

声誉。而 在 21 世 纪 后，仍 有 着 诸 如《美 丽 的 大 脚》
(2002)、《可可西里》(2004)、《图雅的婚事》(2007)、
《西风烈》(2009)、《白鹿原》(2012)、《德吉的诉讼》
(2012)、《无人区》(2013)、《天将雄狮》(2015)、《家在

水草丰茂的地方》(2015)、《一个勺子》(2015)、《狼图

腾》(2015)、《大唐玄奘》(2016)、《血狼犬》(2017)、
《塬上》(2017)、《冈仁波齐》(2018) 等一批西部电影

佳作不断涌现。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由陕西本土

影视机构出品、创作的电影《塬上》斩获莫斯科国际电

影节金奖，这是近几年华语电影在国际 A 级电影节上

获得的最高荣誉。这部影片的出现再次让学界和业界

领略到了中国西部电影强大的辐射力和历史传承性。
西部电影在其近 40 年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极为重

要的美学特质就是其强烈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这种

创作风格与叙事书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导演们对改革

开放社会时代思潮的精准把握与投射。那么，改革开

放的精神实质到底对西部电影影响有多大，具体又影

响到了西部电影的哪些环节和层面? 这种思虑对当下

打造新西部电影，尤其是指引新西部电影向现实主义

的复归，以及进行艺术美学与商业美学的有效嫁接等

有着重要的历史溯源意义。另外，由于西部电影曾经

一度是中国民族电影的代表和旗帜，因而，深入审视和

探究改革开放对中国西部电影带来的重大影响，这对

厘清社会变革对电影内在主题及思想性、文化性、艺术

性的构建，对把握中国民族电影的发展走向等问题都

有着重要的学理性思考意义。

二、求变: 改革开放内在精神与中国西部电影的主

题表达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对内改革、
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使整个中国都进入到了一个空

前的历史变革时期。它集中地表现为经济改革和由此

引起的人们精神面貌的变革，与此同时，中国电影也随

之出现与时代潮流趋同的新貌。中国西部电影，作为

西部地域文化的产物，几乎从它一诞生起，就具有着新

颖的电影美学品格和现实主义风貌，它在对西部传统

文化、民俗风情进行大力开掘之际，也将改革开放的思

想内蕴灌注其间，从而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与西部地

域气息。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及国家经济政

策的倾斜使得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文明的程

度已远远超出了西部，在这种巨大的反差面前，西部人

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伦理道德观念上开

始了自我审视和深入思虑。西部不仅在自然地理、经
济地理乃至近代人文地理上的贫瘠和落后呼唤着现代

化，而且西部人也迫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现实，

以尽快汇入现代文明的洪流。

张阿利 吉 平: 求变·裂变·新变: 改革开放 40 年与中国西部电影变迁 传媒艺术



74 现代传播 2019 年第 2 期( 总第 271 期)

因而，在由“辉煌到衰落再到新的辉煌”这种历史

的转变进程中，反映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西部行将消

逝的古朴的原始德行之美，反映处于新旧交替时期西

部人特有的精神面貌，以及描绘古老文明的沉积与现

代开发的挺进交相并存的动人画卷，正是中国西部电

影基于现代化建设与时代精神的透视和思索。当新时

期改革开放的浪潮涌向西部大地之时，那种新旧文明

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往往比其他任何地区要来得更为尖

锐和激烈。而《人生》《野山》《老井》《美丽的大脚》
《惊蛰》等影片所表现的正是一种新旧思想冲突和西

部人求变、进取的时代变革主题。
1984 年，作为新时期银幕最早出现的一部“西部

片”，吴天明执导的电影《人生》敢于直面现实，具有浓

郁的现实主义风格。影片形象地描绘了 20 世纪 80 年

代初我国西部陕北农村与城镇生活的现实风貌，塑造

了不同观念、不同性格的“西部人”形象，揭示了他们

在社会变革及人生追求上的不同文化形态。影片中高

加林对刘巧珍与黄亚萍在情感上的个体选择既是一种

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的隔膜，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初期

整个中国农村青年新思想萌动的历史必然。影片不仅

在个人主体价值上超越了所叙述的年代，而且在主体

价值观念层 次 上 也 达 到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深 度。而 后，

1986 年颜学恕的电影《野山》同样以现实主义的笔触

绘制了大西北粗犷、朴拙的自然、人文风貌，展现了秦

岭深处苍茫、雄浑、富于力度的中国西部美。影片虽然

没有直接写改革，但是从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绘中折

射出了改革对于普通农民思想观念的冲击和震荡，从

而把握了时代的潮流。影片主人公禾禾、灰灰、桂兰、
秋绒等人相互交织的外部戏剧冲突及内在人物性格冲

突，暗示着求变与保守、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深层矛盾与

冲突。这种冲突既凸显了奋斗不已的民族精神，也极

大地彰显了一种文化反思与时代变革的趋向。
改革开放步入到 1999 年，就在全人类即将跨入新

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党中央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

战略部署，再次吹响了开发大西部的号角。这股社会

浪潮也对西部地区和西部人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2002 年杨亚洲导演的电影《美丽的大脚》，正是这

种新的社会思潮和时代精神作用于西部人生活、思想

与精神的一种折射和呈现。在这部影片里，导演采用

了一种对等的文化姿态，用温和的目光取代了原有西

部电影中的冷峻表达。这部影片成功地塑造了张美丽

这个新西部电影的女性形象，导演通过刻画张美丽的

性格，表达了她对西部土地和人民的真切关注;西部的

生存环境虽然十分恶劣，但西部人在这种生存状态下

却不乏执著、追求，充满了个性的张扬。2003 年，王全

安的《惊蛰》则以即兴拍摄和高度纪实的手法讲述了

农村青年关二妹不满足农村女性生活的现状，在好友

的劝慰下进城打工，但随后由于不适应县城生活又重

返家乡的故事。影片透过关二妹在进城后的思想波折

和变动，真实地凸显了西部农民的生存境遇与生活状

态;在社会转型与变革时期，她们希冀新事物，渴求变

革和新生活，但她们在思想层面却又充满迷茫、犹疑和

踯躅。2005 年，滕文骥执导了《日出日落》，这是一部

讲述陕北说书艺人的故事。影片由于把陕北黄土高原

的独特风情与传统的说书艺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并

且把以说书为表征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在面对现代生

活方式日渐侵蚀的情况下衰落、湮没直至更新的历史

性呈现并与现实性思索的有机结合，而取得了较好的

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特别是《日出日落》里葵花把

“说书”经过一种现代化的包装和改造，而使它成功地

走向了舞台，走向了更广泛的大众，进而十分具象地凸

显了西部传统民间艺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求变与革新

的要义。
当然，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西部人的求变意识

有时又体现为人和自然在矛盾冲突中所体现出来的

一种开拓、进取精神。这种开拓精神 在 西 部 人 的 心

理蕴蓄、积淀，已成为西部人性格的内涵和灵魂。西

部人的开拓精神，具有着一种历史责任感、使 命 感，

涂满着一种强烈的历史色彩;西部无限苍凉的自然

景观及极其厚重的人文景观则是这种历史色彩的最

好印记。这种历史色彩既是指中国西部历史的渊源

和历史的沉淀，同时更主要的是指由这种历史的沉

淀与累积加诸在西部人身上的历史地位感和历史自

豪感。这种开拓精神和使命感具体反映在西部电影

中，就是西部人在驾驭自然、同自然搏斗时所显现出

来的智慧美和力量美，如电影《老井》中一代又一代

老井村村民前仆后继、历经艰苦，在恶劣的自然环境

中索取水源;电影《一棵树》里朱珠、王旺夫妻在陕北

沙漠边缘自发而持久地植树造林，积极改变恶劣的

自然环境。这些影片更多体现了西部人的那种开拓

精 神、责 任 感 和 集 体 使 命 感，使 影 片 文 本 充 盈 着 崇

高、悲壮、豪迈的刚性特质。

三、裂变: 改革开放市场环境与中国西部电影的类

型化探索

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西部电影随着中国整个电

影市场的演绎和更迭，也不断发生着变革与演进。为

了重新赢得观众，以谋求更为充分的发展空间，西部电

影在艺术观念与类型意识上进行了较好的探索。“它

在逐步走向类型化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叙事结构、
人物形象塑造还是主题的挖掘和影像的风格上都体现

了鲜明的中国西部特色。”①中国西部电影虽然跟美国

西部片在称谓上较为接近，但中国西部电影在文化审

美取向上跟美国西部片却有着鲜明的差异性。美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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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片中公式化的情节、定型化的人物及图解式的视觉

形象是其相对固化的商业类型范式，而中国西部电影

则是以西部地域文化为特色的艺术电影类型。诚如罗

艺军先生所说:“在中国，第一次自觉地以地域文化为

轴心的类型片雏形，则是中国西部片……中国西部片

虽未如美国西部片那样具有比较定性的形态，确已大

体形成其特定的艺术内容和艺术风格。”②当然，这种

风格化的艺术电影类型随着国内外电影市场环境、电
影观众消费心理需求等变化而不断地发生着裂变与衍

化。这种建立在固守西部文化底蕴上的电影商业性与

艺术性相结合的类型化探索，大大提升了中国西部电

影的生存空间。
( 一) 经典西部电影时期( 1984 ～ 1992)
经典西部电影时期是中国西部电影发展的辉煌

期，同时亦是中国民族电影真正步入国际影坛的时期，

现在大多数耳熟能详的西部电影作品都是在这个时期

产生的，这个时期西部电影的类型主要呈现为文化反

思与现实关怀类影片以及西部武侠类影片。
1． 文化反思与现实关怀类影片

中国西部电影肇始于这一类型影片，以《人生》
《黄土地》《野山》《老井》《黄河谣》等为代表。一方

面，通过对西部生活的形象再现，在较为真实地呈现西

部民众的生活境况之际，也对西部的传统文化进行了

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另一方面，这一类型作品“以其真

切地关注西部现实生活，细微地呈现和剖析西部人物

心理和人物性格，同时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高度融

合的美学特质而出现于国内外影坛”③，使中国西部电

影拥有着明显的现实主义与西部地域文化质素，跟国

内其他风格与流派电影相比，有着极为鲜明的独特性。
这一类型的影片对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精神状况和生

存状态进行了历史和文化的审视，用一种现代观念、现
代视角、现代意识来深入剖析民俗意蕴与民族精神，取

得了一种用浓郁的生活气息来洞察与观照社会变革的

现实效果。此类影片还有《秋菊打官司》《美丽的大

脚》《菊花茶》《惊蛰》《天狗》《一个勺子》等。
2． 西部武侠类影片

经典电影时期的文化反思类型影片往往承载着较

为沉重的社会意义和个人诉求，“在影片中不断表现出

对传统文化、人文历史及某些文化根 性 的 思 考 与 疑

惑”④。这种精英视角下的影片类型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后期的电影市场环境中往往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力，

没能取得较好的市场收益。故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后期全国范围内也曾一度掀起关于电影商业性与娱乐

性的探讨，尽管这种探讨昙花一现，但在西部电影的创

作中却出现了以《黄河大侠》《双旗镇刀客》等为代表

的西部武侠片。应该说，1987 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在陕

西黄河边上取景拍摄的《黄河大侠》是西部武侠电影

的开山之作，这部影片在商业上取得了较好反响。随

后何平在 1990 年拍摄的《双旗镇刀客》作为西部武侠

片的代表之作正式扬名于海内外，本片极具个性化的

创作风格、影片所营造的艺术效果吸引了港台地区的

武侠电影制作者们也选择到西部地域来取景、拍摄，这

一类型的影片陆续有《新龙门客栈》《东邪西毒》《日光

峡谷》《天地英雄》《刺陵》等。
( 二) 后经典西部电影时期( 1993 ～ 2001)
改革开放步入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市场经济进

一步向纵深发展，此时中国电影的创作环境也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家将各大电影制片厂开始全面推

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举措使各电影厂面临着

生死存亡的考验。整个电影界都已意识到要树立电影

市场观念的迫切性。这一时期，市场观念、观众意识及

接受美学观念成为影片创作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这

种情况下，西部电影创作的发展变化也较为明显，不少

创作者注重强化了类型意识，从而使影片的类型样式

更加多元化了”⑤。这一时期西部电影在类型方面的

探索除了承继经典西部电影时期的类型外，也产生了

新的类型样式。
1． 西部神话魔幻类影片

神话产生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是人类最古老

的一种思维方式。它是人类心理历程中的一种特殊情

结，也是这种特殊情结有关心灵图式的符号化表达与

承载。“中国上古的神话主要有黄帝与蚩尤之战、女娲

补天、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鲴禹治水，以及

伏曦、帝俊、西王母神话等，这其中有着明显地域特征

的是黄帝和西王母的神话”⑥，这些神话传说使西部充

满了浓郁的神话色彩。因而，西部电影跟神话也有着

极深的关联或者说西部电影原本在深层上就彰显着浓

厚的神话意识。1997 年，导演刘镇伟抛开此前西游题

材的创作手法而用一种新的后现代手法重新诠释和结

构了《西游记》。他用温情的镜头笔触在窥视人类情

感印记之际，抒写了一个东方的情感永恒的神话。因

其如此，影片受到了年轻人的热烈追捧，而奉其为心目

中永恒的经典。新世纪宁夏厂出品的《画皮 1》和《画

皮 2》在电影票房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再一次证明了

此类题材影片在观众心中的热度。西部具有丰厚的神

话题材资源，西部神话魔幻类影片应是西部电影类型

化探索中的一个重要发展分支。
2． 西部历史题材类影片

西部除了拥有浓郁的神话题材资源，同样拥有厚

重的历史文化资源。以《秦颂》为代表的西部历史片

遵循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相结合的创作原则;注重在

银幕上塑造具有个性特征的典型人物形象和人物命

运。影片通过高渐离和栎阳公主的视角，透视了秦王

嬴政在权力达到巅峰之际的内心世界，折射投身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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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需付出的自我牺牲。从而使观众在欣赏和品位这

部影片时，心情不免有些沉重和酸涩。新世纪以来，西

部电影又创作了像《白鹿原》《大唐玄奘》等的西部历

史题材片。
3． 西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

西部是少数民族聚居的重要区域;西部电影除了

关照西部汉族人民的生产与生活之际，同样也没有忽

视西部各少数民族的生存境遇与生活样态。对少数民

族英雄人物以及普通百姓的关注产生了以《黑骏马》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东归英雄传》《嘎达梅林》《益

西卓玛》等为代表的西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此类影

片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

交流与沟通，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播价值和强烈的民族

团结意义。21 世纪以来，这一类型的影片又接连出现

了《我的格桑梅朵》《静静的玛尼石》《美丽家园》《吐

鲁番情歌》《乌鲁木齐的天空》等影片。
4． 西部主旋律影片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后，一方面电影创作界在市场

观念的导引下，创作了一批面向市场、面向观众的商业

电影;另一方面在国家主管部门提倡“弘扬主旋律，提

倡多样化”方针的倡导下，主旋律题材影片得到了飞速

的发展。西部电影的创作也不例外，在响应时代思潮

的号召下，体现主流意识价值观的影片纷纷出现，这些

影片内容主旨或赞颂历史变革中的奉献精神或传达人

性中的美好情愫。这一类影片如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的《孔繁森》《索南达杰》《一棵树》，新世纪以来的《张

思德》《心跳墨脱》等。
( 三) 新西部电影时期( 2002 至今)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在其产业化的进程中伴

随着多种力量的交织博弈，既有好莱坞高概念大片的

强势冲击和潜移默化的渗透，也有来自产业政策、市场

机制、文化环境以及金融资本和技术 力 量 的 合 理 角

逐。”⑦作为曾经在国际上具有辉煌影响力的电影品

牌，西部 电 影 似 乎 已 然 久 违 了 全 球 化 语 境 的 喧 嚣。
2002 年《美丽的大脚》的出现，使一直关注西部电影生

存与发展的人们为之一振，由于该片承继了经典西部

电影的所有元素，又有着艺术及文化内蕴上的创新，因

而被誉为“新西部电影的第一部作品”⑧。这部影片让

我们不得不反思，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视域下，在全球化

与产业化发展语境下，西部电影怎样才能延续自己的

品牌影响力? 如何在叙事姿态和观照视角上吸引年轻

一代的主流观众群? 经典西部电影衰落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其在最灿烂的年代里始终没有形成有特色的类

型片种。因此，在 21 世纪，我们重新审视和定位西部

电影，就一定要重视新西部电影的类型构建。21 世

纪，新西部电影除了沿袭已有的较为成熟的类型外，也

有着新的探索与突破。

1． 西部惊险片

2004 年陆川导演的《可可西里》开启了西部电影

惊险片的样式。影片伊始，巡山队员强巴的死亡，一开

始就让惊险和悬念充满了整部影片。能不能抓捕到盗

猎分头目，是影片文本最大悬念之所在，这个悬念的设

置及逐步推进使影片具有着强烈的惊险、刺激意味。
2009 年高群书导演的《西风烈》同样具有着强烈的惊

险意味。影像画面中飞扬的黄沙及广袤的大漠凸显出

浓郁的西部色彩。2013 年宁浩的《无人区》，再一次选

择了西部叙事空间，这部影片既是一部西部惊险片，也

是一部典型的西部公路片，取得了口碑及经济效益的

双丰收。
2． 西部喜剧片

经典西部电影时期，西部电影几乎没有出现喜剧

片的创作。21 世纪以来，西部喜剧片不断出现在观众

的视域。2008 年根据贾平凹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高

兴》，应该是 21 世纪以来西部电影最富有喜剧感的影

片。影片中不仅语言、动作及一些场景(比如刘高兴与

石热闹的对白与交锋)极有喜剧美感，而且导演还改变

了原小说的悲剧性结局，变成了一部纯粹的喜剧电影。
此外，这一时期的喜剧电影还有 2009 年的《羊肉泡馍

麻辣烫》及 2010 年的《决战刹马镇》。虽然这些影片

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它们却为西部喜剧片的

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总之，在改革开放市场化的背景下，西部电影的类

型不再仅局限于西部农村文艺片的单一样式，而开始

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裂变和拓展。这种具有类型倾向的

西部电影既是西部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表征，也是

类型凝聚的空间一种。在市场化的时代语境下，具有

类型特征的西部影片与其他大众文化形式在深层结构

上存在着同构效应，这种效应使其在潜移默化中融入

了一种媒介文化体系与产业化发展环境。因而，西部

电影追求题材与类型的丰富性和多样化，在没有降低

其文化意蕴之际，有效拓展了中国西部电影在全球化

语境下的市场竞争力和生存空间。

四、新变: 改革开放新进程与中国西部电影题材发

展的新趋向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国内外文化思潮的涌

动、全球性命题的聚焦再加上独立制片的兴起，新世纪

以来西部电影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发展趋向:这就是西

部生态题材电影和西部丝路题材电影。
( 一) 西部生态题材电影的出现

改革开放进入到 21 世纪前后，国内外的政治、经

济环境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变

化和国内生态危机的日渐加剧，政府开始追求一种可

持续的绿色 GDP 的经济发展模式。因而，生态危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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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全球性的命题，电影尤其是西部电影对生态环

境问题的忧思走在了国内其他电影流派的前头。独特

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使西部地区较早地成为了生

态题材电影故事的发生地。西部电影通过大篇幅地对

西部自然生态环境的镜像描摹:如对干旱的戈壁荒漠、
贫瘠的黄土高原、日益沙化的草原等的真实呈现，使国

内外观众产生了对西部脆弱生态环 境 的 特 别 关 注。
“恶劣的生态环境不仅提供了西部人的生存环境，而且

也催生了西部人的性格与命运。西部的贫穷落后某种

程度上造就了民众的愚昧、麻木，而这反过来又加剧了

西部生态的脆弱与恶劣。”⑨西部生存环境的脆弱、西

部地域生活的艰辛一方面造就了西部民众性格特征中

的坚韧执着，另一方面又会促使西部人对自己所身处

的地域环境空间进行积极的保护与改造。因而，许多

电影创作者将镜头聚焦于生态问题，利用视听艺术来

表达自己对于生态问题的哲思。电影《可可西里》《血

狼犬》《狼图腾》《塬上》聚焦西部生态问题，打开了中

国西部生态电影的创作视野。西部生态电影因其独特

的自然景观、厚重的文化基调、空灵的美学品格，为中

国电影生态的修复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文化气息。
1996 年，周友朝导演的《一棵树》中，面对恶劣的

生存环境，朱珠和王旺并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而是通

过植树造林展现了西部人面对生存环境的恶劣顽强不

屈、积极面对的精神风貌。就影片的叙事内容和叙事

特征来看，《一棵树》在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内涵上，

同日本著名导演新藤兼人的《裸岛》颇有异曲同工之

妙。无论是《一棵树》，还是《裸岛》，两个家庭、两组人

物所面临的共同“敌人”———恶劣的自然环境却是一

致的:前者是荒漠沙滩，后者是大海荒岛。《一棵树》
中多次重复出现的朱珠一家人在沙漠中跋涉、种树、护
树的影像画面，与《裸岛》中多次重复出现的千太夫妇

挑水、浇秧、摇橹的电影镜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正

是在这种共同的主题取向上，两部影片分别从不同时

代、不同国度、不同地域方面，运用各自带有本民族特

征的电影语言和叙事方式，共同阐释和探索了一个人

类永恒的母题:人与自然的关系。
2004 年，陆川的《可可西里》则通过盗猎分子对藏

羚羊的大肆屠杀，而表达了一种深沉的生态忧思。影

片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而成，为了追求高度的纪实性，

导演在拍摄过程中没有丝毫的浪漫化处理。因此影片

因真实所产生的震撼效果是空前的，这种震撼不仅来

自于可可西里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是人与自然环境进

行抗争时的艰难，更来源于人与邪恶势力进行斗争时

的无情。在中国电影逐渐趋于市场化、娱乐化的今天，

《可可西里》的出现使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确实是一

部用良心拍出来的西部电影佳作。
2017 年的《血狼犬》同样也讲述了人与自然尤其

是人与狗、人与狼的复杂关系。影片中茫茫的雪山林

海，不只是朱广生和爱犬蓝波要守护的家园，也是张彪

等人盗猎的场所。洁白纯净的雪地是朱广生纯洁心灵

的象征，但正是这一夜间便可笼罩天山林场的大雪，也

是足以掩饰盗猎分子恶魔行径的遮羞布。这一片大雪

承载了天山地区纷繁的生态矛盾，表达了创作者内心

对于人类精神世界异化的痛心，以及对人类中心主义

的拒斥。
2017 年的《塬上》仍然是一部关于生态问题与人

类生存现实问题碰撞交织的作品。影片以北京记者

康文回乡报道朱鹮的事件为叙述线索，较为生动形

象地向我们揭示了围绕朱鹮而引起的“发展工业”与

“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尖锐对峙和矛盾。影片开头

长达 27 秒的大全景俯拍与其说是对充满乡土气息的

故事发生地的宏观展示，不如说是对近年来急速膨

胀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镜像化的反思，以引导当

下的观众以一颗虔诚和敬畏之心来深入思考人与自

然的关系。
此外，像《季风中的马》《图雅的婚事》《家 在 水

草丰茂的地方》《狼图腾》等影片也都在深入呈现和

揭示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总之，面对商

业化和娱乐化浪潮的冲击，如何在新西部电影中保

持经典西部电影一脉相承的社会责任感与对现实的

关 注，是 值 得 所 有 西 部 电 影 创 作 者 们 深 思 的 问 题。
像新世纪以来产生的诸如《可可西里》《季风中的马》
这类生态题材的电影文本依旧反思着中国社会变革

带给西部人们生活的影响，用独特的镜像呈现着社

会发展中人与环境、人与社会及人与自身复杂而又

多元的矛盾与纠葛;它们是对西部电影创作新时代

的延伸和拓展，是在响应新的生态文明理念的倡导

下，对西部独特的文化基因的传承，以及对西部电影

宝贵历史经验的创新。
( 二) 西部新丝路题材电影的打造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提出了打造“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构想。这个战

略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区

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它不仅限于中国各省之间的合作

建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域、空间的限制，实

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建设，以求达到各国之间

贸易往来、人文交流等各个领域间合作的全新高度。
“一带一路”战略意在借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与文

化符号来主动发展和打造我国与丝路沿线各国的经济

合作伙伴关系，以在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上建构

起一种政治互信、文化共享、经济共融等的新型交往理

念。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间互办电影节、电视周等活

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深化国家间

人才交流合作”⑩。就这样，电影正式被纳入“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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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倡议方针。“一带一路”的推行与实践，以前所未

有的力度彰显了西部生活的文化风貌和多元景观，为

中国西部丝路题材电影的出现和打造提供了强有力的

政策与经济上的支持。
西部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段，这条陆上丝绸之

路是东西方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正是基

于这条古丝绸之路新的审视和表达，一批反映古丝路

文化 与 丝 路 人 物 的 影 片 纷 纷 涌 现，如《天 将 雄 狮》
(2015)、《丝 路 英 雄·云 镝》( 2016)、《大 唐 玄 奘》
(2016)、《功夫瑜伽》(2017)等。虽然在“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之前，也出现过像《敦煌》《天地英雄》丝路题材

电影，但这些电影没有自觉的艺术追求与类型发展意

识，因而 2013 年之前的丝路题材电影并没有得到学界

的关注。而 2013 年以来的新丝路题材电影由于主动

践行着“一带一路”的主张，有着明确的审美主张和产

业意识，这些影片近年来要么获得了国内外影视大奖，

要么取得了超高的电影票房，如《功夫瑜伽》就曾在

2017 年取得了 17． 53 亿的高票房等。这些影片由于绝

大多数故事与场景地发生在中国的西部，因而，在某种

意义上而言，也隶属于中国西部电影的范畴，是西部电

影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转型、升级与突破的一个重要

方向。
2015 年由成龙主演、李仁港编剧并执导的《天将雄

狮》是第一部自觉践行“一带一路”精神内涵的丝路电

影。影片一开始就对西部山川大漠，以及西部辽阔、博
大的生命气息展现得异常充分，很好地呈现了西部在丝

路电影影像表层上的历史感与壮美之感。影片主要讲

述了汉代西域都护府将领霍安与罗马将军不打不相识

的传奇经历及其处理西域诸民族问题上的智慧。影片

通过霍安遭人陷害而被贬谪到雁门关之后的故事，深入

阐释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稳定的民族观。中华

民族所特有的爱好和平、自强不息及保家卫国的民族精

神就熔铸在这种民族观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罗

马军队协助霍安等人修建城池的段落既是建立人类和

平与共同秩序的强烈渴望，更是各国间互信共存，以及

多民族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实质。
2016 年霍建起导演的《大唐玄奘》同样是一部具

有丝路精神的西部丝路电影。影片的情节源于玄奘口

头讲述，门人辩机编辑而成的《大唐西域记》。电影以

唐朝初年为时代背景，讲述了玄奘历经艰难险阻、历时

19 年前往天竺寻求真经与佛法的故事。影片基本真

实地呈现了玄奘西行取经的历程，在遵循历史真实性

的基础上，电影对这个人物形象也进行了艺术化的塑

造和演绎。尤其在影片结尾，玄奘对于“大乘与小乘”
的理解就是丝路精神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具体呈现。虽

然这部影片不像《天将雄狮》以爱好和平、团结合作作

为主旨那么直接，但影片中玄奘所追求的“大乘”精神

与“一带一路”的精神内涵是极为贴近的。另外影片

中霍建起导演也力图将玄奘西行取经路上的自然景观

真实再现，具象化地描绘了西部“大漠孤烟直，长河落

日圆”的宏伟景象。
此外，2016 年的上映的电影《丝路英雄·云镝》仍

是一部典型的西部丝路电影。影片主要讲述了唐朝开

元年间一位公主奉命和亲、远嫁草原的传奇经历。从

她培养和教育的二王子阿木霆一开始不愿当王、到想

当王、到最终当上部落统一之王的成长过程，反映和歌

颂了公主“和亲”的积极作用，以及民族融合产生的长

治久安。总之，这一类型的电影无论在艺术底蕴上，还

是在产业追求上都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绩。而西部丰

富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西部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

与历史人物传奇、西部电影固有的艺术品格等为西新

部丝路题材电影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源

泉。“如何借‘一带一路’之实践、之势头、之气场，重

新思考、振兴‘丝路—西部电影’，已经是摆在中国影

人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瑏瑡

总之，一部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史，亦是中国西部

电影发展变革的光影流变。在全球化语境及产业化发

展背景下，西部电影应在坚守自己的厚重人文情怀与

艺术品性之际，也要追求类型化叙事与产业化意识，同

时还应注重全球化视野与国际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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