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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电影出现以前，人们了解文化、认识世界都是依靠图

画、书籍等。电影诞生以后，人们开始在光影的世界里了解

其所生活的环境，社会的状态，从另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观察、

了解这个世界。可以说，电影扩展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看

到了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了解到了更多的社会现象和文化。

表现民俗的新生代电影很多，新生代电影通过影像为人们展

现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这也是通过

一种影视的形式对底层人民生活的历史记录。事实上，要想

将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小人物的生活表现在影片中进行有

力的展示，需要导演和演员充分地了解底层小人物生活的文

化，并将其中独特的地域民俗文化意象进行充分的表达，发

挥出其强大的表现功能。贾樟柯作为新生代电影导演的代表，

其电影中蕴含着极为浓郁的民俗文化情怀。贾樟柯是中国山

西人，他的电影也总是充满着他对自己家乡的情感，将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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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生代电影最为明显的特点是以边缘人物的形象展现出中国底层人民生活的状态，引起较高的创作力和市场号召力从而受到
人们的喜爱，由此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其在对地域民俗文化这一项的表达和表现手法发挥出了重要的功能。贾樟柯
作为著名的导演、制片人，在他的电影中始终蕴含着浓郁的民俗情怀，这也使贾樟柯成为了新生代电影导演的代表之一。其
在民俗的表达和功能上极具代表性，他将拍摄视线放在了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身上，通过小人物的生活和细节的描写，并融
入了大量民俗元素，利用民俗意象将小人物的性格进行了充分的展示，在他的作品中，拍摄了多种民俗活动，将民俗文化展
现在了人们的面前的同时，也利用地方特有的民俗氛围强化了电影背景的真实性，为人们呈现出了很多优秀的影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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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准自己的家乡，讲述着社会中小人物生活的辛酸，通过还

原民俗场景描绘了山西民俗文化的点点滴滴，同时山西民俗

也赋予了电影更加浓厚的文化背景。贾樟柯电影中的故事和

背景都与他的家乡——山西有所关联，大多是以山西当地的

民间文化与特色民俗为主要的背景和表现元素，通过民俗的

外在表现来展现存在在现实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每个细节，也

正是这些带有浓浓现实气味的民俗成就了贾樟柯的电影理想。

2 贾樟柯电影中山西民俗意象对人物形象的

表达

贾樟柯的电影具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融入的也是家乡

山西的文化与民俗现象，从其最初的作品就能看出，贾樟柯

的电影始终保持着一些不变的特色，如浓重的故土情怀，电

影的风格极为写实，对山西底层人物的描述和关注也极为真

实，精准地把握了这类小人物群体的个性刻画，并将其生活

中的精神状态、生活方式、文化思想都进行了独具特色的表现，

这也是将电影画面影像人物内心世界的一种隐形展现。

民俗通常是一个地区整个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

具有特别代表性特色的文化和民风、民俗习惯，民俗既是一

种具有地方代表性的文化，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在电

影中融入大量的民俗文化作为背景和故事发展的环境，能极

大地凸显出电影中对人物的刻画和人物生长环境、成长背景

的凸显 [1]。

从贾樟柯的电影可以看出，影片的内容和背景大多都与

山西民俗有关。每一部影片都会表现出山西的服装风格，饮

食文化，在吃穿住行等各个方面都具备着浓厚的文化特色。

影片的主角也大多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角色个性极为符合

底层小人物的形象特点，穿着简朴、单调并且无不凸显出小

人物的毫无特色。而也正是这种普通人的塑造，才使电影内

容更加能深入人心，让人们体会到电影所要表达的内涵，从

心理上产生共鸣。例如，在贾樟柯的《任逍遥》影片中，特

意表现出了山西煤矿工人的着装，使人物的形象更加真实，

并且在服装打扮上也能凸显出主人公所处环境和背景特点；

在《站台》当中，主角将朴素的衣着换上时髦的服装后，将

不同风格的衣着所带来的冲击充分地表现出来，这既是一种

对山西朴实生活文化的尊敬，同时也表现出了山西人民在社

会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所迎来的改变。

山西人的饮食中主食多是以面食为主，在贾樟柯的电影

当中，也常常运用饮食元素来表现出山西的民俗文化，几乎

在每个影片中都会存在几个用餐的环节，而这些环节当中，

都少不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可以说，面食是山西民俗文化

的一种代表性元素，这些电影中情节的描述也代表贾樟柯对

乡土的情怀。饮食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果腹之食，而是充满了

贾樟柯对家乡的情感，也使电影中主人公的形象更加鲜明。

在电影中具有地方性特色的山西建筑同样也具有浓厚的

民俗特点。贾樟柯电影当中的布景道具都有着极为明显的含

义，所有道具营造出了一种山西地方的生活场景也，烘托出

了山西民俗的风格。贾樟柯曾经提到：“拍电影并不仅仅是

讲故事，讲故事也不是我的兴趣，而是要将我对生活的感觉、

时间的感觉拍出来，这才是我关注重点。”也正是这样的思想，

让他的影片叙事节奏沉稳而缓慢，与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他对每一个民俗元素的运用，都具有着特别

的含义，每一个道具都为影片叙事基调服务，同时也利用每

一处场景真实地反映出人物的心理状态和情节的转变，让电

影中主角的形象更加鲜明。

3 贾樟柯电影中山西民俗文化对影片背景的

营造

贾樟柯的电影通常都是以自己的家乡山西省汾阳县作为

背景，这也使得他的电影具有极为独特的地域特色，也是其

最能吸引观众的地方。这正是基于贾樟柯对自己亲身经历，

更为深刻的体会和对自己家乡的某种情感而来的。所以，他

选择拍摄自己最熟悉、最了解的地方，将最真实的生活进行

原始视角的呈现。他的影片更加追求真实和不加修饰的普通

生活，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电影，利用惊心动魄的场面和紧凑

的情节去进行故事的讲述。相比之下，贾樟柯更加愿意用真

实的生活和缓慢的节奏将观众带入到电影的故事情节当中，

让人们不得不去审视社会中最广泛存在的电影情节，并与自

己的人生经历产生重叠，勾起了自己以往的生活回忆和情感

经历，这正是贾樟柯电影能引起观众共鸣的主要原因，让贾

樟柯创造出一部又一部精彩的优秀影片。从本质上讲，民俗

文化是富有中华民族特征的本质性的文化，既具有中华民族

文化的精髓，同时也具备自己独特的特点，是最能深入民族

精神的元素。贾樟柯的电影对民俗的运用并不刻意，而是具

有很高的自然性，使影片更为流畅。贾樟柯曾经讲过他的电

影思路源自于他自己对生活的经历和感悟。所以，他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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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有着浓厚的民俗生活和民俗文化的气息。每一个镜头都

追求流畅通透，从不刻意去进行剪辑，尤其对影视语言的把

握极为成熟，这也是贾樟柯坚持使用方言的原因。他能对电

影本身的尊重和电影价值的把握利用影视语言做出展示。从

电影的效果来看，方言的使用也总是能为电影带来不同的感

受，增添一抹不同的色彩。同时，方言的使用在人物情感的

表达方面也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承载着民俗文化的特色，

让人们在观影时自动的带入到相应的背景当中，可以说，山

西的方言是其民俗文化的一种，为电影营造出了独具特色的

背景。

4 贾樟柯电影中山西民俗活动对影片内容的

丰富

民俗文化是人们生活中的细节所具有的特色和文化所形

成的融合体，这也是构成民俗文化的元素，可以说，民俗是

经过一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通过不断的总结和积累

所形成的。在民俗电影当中，要想让民俗参与到塑造具有人

性共通性与个性饱满、立体的本土化人物形象，就要以民俗

与环境氛围营造有机结合 , 如此才能使电影具有真切的生活

质感，利用民俗来构建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2]。所以，在

电影拍摄过程中民俗意象的塑造之外还需要融入民俗活动元

素，这也是贾樟柯电影当中所不可缺少的元素。电影中人物

的深度参与和活动深厚含义的呈现对电影的内容作出了极大

的丰富，也使民俗活动成为了表现影片主题的一大重要元素。

事实上，民俗活动是经过千百年来历史惯性和文化的不断发

展以及民俗的积累所形成的，其具有着极为深厚的内涵，在

电影当中融入民俗活动，不但丰富了电影的表现内容，同时

也激发了人文思考，围绕影片的主题，凸显出特定区域内人

物的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方式。贾樟柯的电影中山西的民俗风

情帮助电影将主角所身处的环境，以及小人物内心的情感和

对心中理想的坚守、社会进步和变革下动荡所带来的影响都

做出了明示和展现。

从贾樟柯的电影中可以看出，他电影中民俗活动元素主

要可以分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活动和寄托人们美好愿望的信仰

仪式这两类。在贾樟柯早期的影片当中，常会出现这样的镜头：

电影中的底层人物常常会将他认为最珍贵的食物用来招待他

认为最尊重的客人，这也反映出了社会中所存在的一种阶级

层次的元素。例如，贾樟柯早期电影《小武》当中，小武妹

妹用农村珍贵的猪头肉来招待城里来的二嫂。而在《小武》

影片中小武参加曾经的好哥们小勇结婚时的场面中，婚礼的

场面和招待客人物品的变化也预示了小武和小勇友情的消散，

整个影片的场景所起到的作用是唤醒了人们心中关于故土的

回忆和友情变化的感慨。影片中用场景的变化展现了人们生

活的变化，也表现出了人物内心的变化，让人们不仅慨叹时

光的流失总是会带走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也正是人们应该

珍视的。电影中婚礼的场景彰显出了人们生活的变化，同时

也隐含了人们内心的变化，也正是这样带有山西民俗意味的

形式推动着情节的发展，表现出了人物情感方面变化的效果。

影片中这样对民俗仪式的运用，让人们能从中产生文化心理

的认同。民俗活动的意涵让人们能感受到时光的流逝和文化

的进步。在贾樟柯的电影《江湖儿女》当中，将江湖上的传

统表现得淋漓尽致，运用对比的方法，将表面的光鲜豪迈与

没落后的潦倒作出了鲜明的对比，为影片的表现赋予了讽刺

的意味，这也正是导演对这些民俗行为的重视和对自身背景

的正视，极大地强化了电影与民俗之间的联系，为电影营造

出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3]。

5 结语

事实上，电影作为声画一体的艺术展现形式，也是对人

们生活形式的反映和记录，而民俗既可以成为电影创作开辟

的新思路，同时也承载着对文化和一个地区人民独特个性的

展现。随着新生态电影的蓬勃发展，民俗文化为电影注入了

新的活力，而也正是电影帮助民俗焕发出了新的表现力，将

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搬到了荧屏之上。随着电影产业的

发展和全球性文化商业协作体系的深度参与，创作出了更多

具有鲜明民族文化、民俗风格的优秀作品。从正面展现了中

国国家的形象和发展的历程。不得不说，这是对中国文化的

认可，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弘扬，让全世界都能了解

中国文化和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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