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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电影工人意象神话原型研究

陈卫华#胡琴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6'!##1$

摘4要%新时代大国工匠形象的影像构建!需要回溯$十七年%时期中国工业题材电影# 再考察当时工人银幕形象!

可见影像建设祖国$美好理想%的背后!隐约彰显出荣格心理学和弗雷泽人类学意义上的$神话%气质# 影像以$文化英

雄)先进工人%$女神),铁姑娘-%与$恶神)落后工人%的$历史原型)工人意象%为结构!建构了一段新中国工业历史

语境下的工人英雄神话# 那一代文艺工作者在对工人主体的浪漫想象与艰难探索中!自觉不自觉彰显出那个时代特殊

的政治使命与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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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新时代工人形象的影像构建#需要回溯历史

的资源% 曾几何时#当我们回头看)十七年*时期

电影的工人银幕形象塑造时#批评和贬斥这一时

期工人形象塑造的)符号化* )概念化*与)脸谱

化*等弊病#几成学界共识% 直至新世纪#在)重

写电影史*口号的引领下#部分学者开始采用新

视角&新方法探索对)十七年*工人银幕历史主体

背后所蕴含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意蕴#才渐进刷新

人们的刻板论断% 本文试图沿着这一线路#以神

话与原型视角进入)十七年*工业影像中的工人

意象体系#重新讲述新中国工业历史语境下的工

人英雄神话#尝试着探索那个特殊年代电影艺术

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张力#以及张力下新

中国工人的政治使命与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诉求%

一4&十七年'工业影像中工人意象的

神话征象

作为新中国电影萌发期的)十七年*时期#工

业题材电影出现井喷式现象#银屏展现了大批来

自铁运&船运&纺织&轧钢与林业等不同行业的产

业工人% 塑造了'英雄司机(中的郭大鹏&'伟大

的起点(中的陆忠奎&'无穷的潜力(中的孟长友&

'女司机(中的孙桂兰&'特快列车(中的裴兰英&

'桥(中的张浩&'光芒万丈(中的赵技术长与李厂

长及'英雄司机(中的)尖鼻子*等一批丰富多彩

的银幕工人形象% 不可否认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

时代#有学者评价!)他们胸中装着一个使整个工

业战线都-飞起来.的美好理想#这个美好理想已

经超越了一个工厂#一个局部#一个狭隘的范

围%*

!一句)美好理想*#集中概括了当时工人献

身国家建设的工作热情与创造性思维#即便隔着

半个世纪的历史时距#仍能感受到那轰轰烈烈的

新中国工业大生产氛围% 然而#有趣的是#再度考

察)十七年*工业影像时#却可见工人群体影像的

背后#隐约彰显出荣格心理学和弗雷泽人类学意

义上的)神话*气质%

)十七年*工业影像中工人意象的神话征象

并非牵强% 广义神话论的代表王增永就表示!

)神话的产生没有历史界限#每一个时代#甚至包

括现在#都不断有新的神话诞生%*

"鲁迅亦曾指

1''

!

"

收稿日期%!#'3

2

''

2

'!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SN5'"6$/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评审会项目"_L]'1SN:7#6#$/全国包装广告研究基地

项目""'198_QN#'$$

作者简介%陈卫华"'31!,$#女#湖南株洲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影视文化研究%

张鸿声!')十七年*与)文革*时期的城市工业题材创作,,,兼谈沪&京&津等地工人作家群( #'社会科学(!#'!年第 6期%

王增永!'神话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年版#第 )页%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出#)中国人至今未脱原始思想#的确尚有新神话

发生*

!

% 原始人类以神的名义#创造了英雄&图

腾&洪水与创世等丰富的神话传说#现今人们延续

着上古神话思维#仍在不断地塑造着全新的)神

话*% 不难看到#)十七年*时期银幕上的工人印

象#从身体到生产到生活#无一不彰显强烈的)神

格化*气质%

身体神话的演绎% )十七年*工人影像是壮

美的#相校于之前'大路('女性的呐喊(等左翼电

影中瘦骨嶙峋&神情凝重的工人身体#他们呈现的

是健美粗壮&活泼明朗&憨厚质朴的肖像符号% 银

幕上常常凸显工人的大特写镜头!眼神坚定#神情

专注#语调铿锵#步伐昂扬% 比如'英雄司机(中

)333号列车*司机郭大鹏在鼓舞工人进行超轴试

验时高呼)你是团员#我是党员#不能看着困难不

管*#话语笃定#没有半点犹豫与躲闪#犹如神祗

般#被赋予了无限的正义感与无畏感/)'女司机(

里孙桂兰站在风驰电掣的火车头上#衣襟随风飘

扬#飒爽英姿#如神一般#震撼观众的心灵%*

"

'伟

大的起点(中#聂部长慷慨激昂的炼钢宣言!)国

家需要钢#我们的桥梁#我们的铁路#我们的机器#

国防都喊出这样的声音,,,钢3 钢3 钢3*诸如

此类的充满戏剧性的正谕话语成为)十七年*工

业题材电影中人物语言的参照标准% 在崇高风格

的影像美学塑造下#新时代工人身份虽)小*#身

姿却是)大英雄*的风范#充满魅力#创造出雄伟&

激昂与秩序化的身体外观神话%

生产奇迹的缔造% 银幕上的先进工人还是

)奇迹*的缔造者!'白手起家(中国营工厂的工人

们起初仅有一把勺子&两口锅&三个模子#却克服

重重困难建起了反射炉#成功炼制出 !16 种优质

合金产品/'天下无难事(中炼钢厂厂长鼓足干

劲#提出废铁炼钢的想法#成功建立起一座年产

"#万吨的炼钢厂/而'海上红旗(中#原定 ') 天的

) ###吨海轮)和平*号远航后船厂整修#工人们只

用了 )天完成% 当时银幕还充斥各种巨大的工业

景象#诸如'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中浩大雄伟的水

库#'工地青年(中时起时落的起重机长臂与高脚

架等等#处处洋溢着工业的)成长奇迹*!无论劳

动竞赛&技术革新与铁路运输&大炼钢铁跃进#无

论客观作业环境多么掣肘#新时代的青工们总能

以强大的行动力于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不断

刷新生产记录#创造出一个个梦幻的工业奇观%

银幕)奇迹*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近

乎)神话*的奇迹出现#这是关键%

超人式的工业人格% )十七年*影片的工人

主体都具有超级强大的英雄气质#无论'伟大的

起点(的陆忠奎#还是'!# 天革个命(的工人班

组#无论前提条件多么辛苦&窘迫#都会打破束缚#

呼喊着)人定胜天*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三年

赶超英美*)以钢为纲*等口号#在极短时间内完

成艰巨&复杂的高难度工业生产与革新任务#体现

出一种强大的)工业人格*!信仰坚定#纪律严明&

智慧勇敢&责任担当&意志无穷% 并且#这些英雄

从不抱怨#全身心融入集体#夜以继日#有一种近

乎癫狂的自觉意识#而自觉意识背后是高尚的集

体主义精神#绝不利己&专门为国的勇气与决

心#

% 这一超能奉献的精神符号#同样也成为决

定与牵引工人行为神话的缘由%

罗兰+巴尔特曾用符号学方法审视寻常生活

中的事物与流行文化#指出!)任何可被言说的均

可称为神话#且这种言说不仅仅指语言文字层面

的言说#任何产生意义的形式如图像&声音等等都

可被称为神话%*

$

)十七年*中国工业题材影片缔

造的银幕工人印象#彰显强烈的)神格化*气质#

成为那一特殊历史阶段最好的)社会神话*%

二4&十七年'工业影像中工人意象的

神话原型

)十七年*工业题材电影在时代的裹挟中#自

觉不自觉参与着当代神话的编码% 进一步探究#

这一时期工人意象神话特性的彰显#甚而也是无

意识延续上古神话思维的结果% 换言之#深层的

神话原型隐约影响着 !# 世纪工业影像中新工人

的形象表现%

所谓原型#神话学家弗莱的定义是!)一种典

型的或反复出现的意象#将一首诗与另一首诗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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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起来的象征#可用以之把我们的文学经验统一

并整合起来%*

!即是#文艺作品意象在反复运用

的过程中#其隐喻及象征意义渐趋稳定#最终生成

被社会普遍认可的象征集群#也就是原型% 马晓

宇指出)十七年*影片中的工人大多被表现为革

命理想主义新人#)具体包括先进者&成长者和暂

时落后的工人三种形象*

"

% 这种新工人形象分

类是恰当的#在这个人物分类基础上#我们以神话

人物的善&恶二元对立形象为蓝本#借用结构主义

的二元对立框架#可以构建一个简洁的工人形象

与神话人物形象的二元对立结构图"见图 '$%

图 '4工人形象与神话人物形象的二元对立结构

44如图 '所示#不论是先进的&成长的抑或暂且

落后的工人#都践行了一场)神圣*加冕#)十七

年*工业影片以)文化英雄,先进工人* )女神,

铁姑娘*与)恶神,落后工人*互文关照#建构出

新中国语境下的工人神话谱系%

!一"英雄)先进工人

神#或者半人半神的英雄#是神话不可或缺的

主角% 神话里的文化英雄#是对人类文化做出巨

大贡献#且代表着整个民族共同价值的人物#是一

个部落或民族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始祖% 在中国上

古神话体系中#文化英雄谱系比较发达#)按照神

话学的分类#给人类带来火的善神同创造了八卦

的伏羲#发明了农具的神农一样#都是为文明建立

做出巨大功绩的文化神或文化英雄#他们在古人

心目中都是恩慈和智慧的象征#是正价值的化

身*

#

% )十七年*工业影片中与这些神话英雄主

角相类似的#是以梁日升&郭大鹏&陆忠奎&李广才

与孟长友等为代表的)工人英雄*形象% 他们有

着执着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大胆提出技术革

新设想#为加快实现新中国工业化与民族化而

)鞠躬尽瘁*#其品志&意志&勤劳与智慧#与先祖

英雄遥相呼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新中国工业建设主体

的文化英雄,,,先进工人#其成功并非得益于西方

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模式#而是取决于中国传统民族

的集体主义光环% 影片中的)工人英雄*常常忘却

自己的生活#对爱情与亲情无动于衷#只记得集体

荣誉&为人民服务和实现国家工业现代化% 而片子

里帮助陪衬工人进行工业生产与革新的工人群像#

对先进工人技术革新表示鼓励的工厂党委书记等

等#也都佐证了工业)文化英雄*是工人阶级集体

智慧集合体的这一事实% 需知#在中国上古神话时

代的神也是充满集体主义气质#是奉献和利他爱民

的#以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最为经典% )文

化英雄是集体形象的投射#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团

理想之象征%*

$中国神话英雄的集体主义气质渊

源流长#决定了 !#世纪工业影像中工人英雄个体

服从集体#甚至牺牲个体以成就集体的悲壮命运#

成就这一时期崇高的电影美学风格% 王四代指

出#)英雄神话#尤其是文化英雄神话#一方面具

有悲剧美学的价值#另一方面它对文化超源的悲

剧性描述#赋予了传统文化以神圣价值论色彩#对

各处的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

%先

进工人的英雄气质为新中国工业文化注入了一股

活力#为新时代)铁人精神*与)工匠精神*的生成

与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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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神)&铁姑娘'

)十七年*工业题材电影还塑造了一批女工

形象,,,)铁姑娘*% 所谓铁姑娘#以坚硬之)铁*

来称谓女性#是当时对工人女性的一种称誉性评

价% 如'英雄司机(中敢为人先的金燕驰&'女司

机(中积极上进的孙桂兰&'特快列车(里沉着冷

静的裴兰英&'上海姑娘(里吃苦耐劳的白玫以及

'黄宝妹(中勤恳踏实的黄宝妹等% 她们进入以

前专由男人从事的重工业行业#成为女炼钢炉长&

女司机&女建筑工等#不断刷新和重塑人们的女性

想象#越来越接近神话编码系统中)女神*崇拜这

一题旨%

她们是现代社会的工业女神% 外形标签是梳

双辫&留短发&宽肩粗腰&大嗓门&皮肤黝黑/内在

标尺是身强力壮&爽朗强悍&粗犷豪迈与赤胆忠

心% 作为创新创业的工农兵劳动者形象存在#她

们绝不是好莱坞影像中引发观众)窥视欲*与)色

情想象*的花瓶女性#延续的是上古神话中女娲&

观音与妈祖等英勇果敢的女神品质#在新中国热

火朝天的大工业建设中#挥洒汗水#奉献青春#奏

出的是一曲和谐&美妙的工业之歌% 学者龚维英

曾提出)女神的失落*这一论断#认为从母系氏族

向父系氏族转变过程中#女神便陷入了普遍)失

语*的尴尬境地#而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在

'神之面具(中深入研究了东&西方神话起源#对

此提出不同意见!

% 的确#在中国神话系统中#女

神的地位与传统文化性别体系所指涉的)男强女

弱*观念相差甚远% 施传刚考察西王母的神话传

说时#就指出!)在上古神话时代的先民意识中#

女性与柔弱温婉并不对等#且后来神话故事中所

呈现出的男女性别划分最初也并不存在#此种刻

意模糊性别与神功的非女性化操作是中国女神体

系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最后他总结说!)原初

的女神或单独存在#或与男神并存#但无论情况如

何#她们都拥有独立的神格和神功#并不从属于男

神%*

"看来#同其它神话体系的女神相比#中国古

代神话中的女神有着突出的独立性神格#绝非

)失落*的附属品% 延续到)十七年*工业影片中

的)铁姑娘*#她们被赋予与男工对等意义的力量

与意志#冠以勤劳&无私与优越的荣誉称号#是对

温柔贤淑刻板女性印象的颠覆#更是古时女神神

格的象征性写照#成为深受群众爱戴&敬仰的现代

)工业女神*

#

%

!三"恶神)落后工人

上古神话传说中#恶神又被称之恶魔&魔鬼与

凶神等% 神话学研究学者袁珂表示!)从现存神

话的片断里看#除了大部分己经归入统治阶级的

-列祖列宗.去了的-正神./也还有为数不少的在

绅先生们看来是-恶神.或-邪神.的神#即高尔

基所说的-反抗神的神.#如像羿&蚩尤&夸父&刑

天44等%*

$反观)十七年*工业题材电影#一批

被定义为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滞后者#形成了与

文化英雄&)铁姑娘*相对照的)恶神*体系#其主

要附着于影片中保守的知识分子&工厂领导者及

暂时落后的工人之上% '桥(中的总工程师张浩&

'光芒万丈(中保守的知识分子赵技术长&'无穷

的潜力(中的金厂长&'英雄司机(中的李厂长及

落后的工人代表尖鼻子均是此时期工业题材电影

中)恶神*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同样被划归

为工业建设中的新人#但同先进工人相比#他们的

思想极为保守#且缺乏社会主义现代性建设的创

新觉悟#常常萌发同预设性工业生产计划相悖的

思想意识与行径%

陈思和说!)在文学界#自-五四.以来一直存

在着的一种恶魔性因素#此种恶魔性被定义为#用

邪恶的形态表征某种欲望&暴力&抗议或者更有生

命活力的现象%*

%此种恶魔性在)十七年*工业题

材电影中同样获得了表现% 落后的工人安于现状#

保守的知识分子对工业革新无动于衷#厂长或段长

在工业站队中的愚昧无知等#均与促进工业生产&

大胆创新工业技术的先进工人们形成对抗之势%

只是介于历史传统与特殊时代下政治语境等因素#

此时期的)恶魔*形象被柔和处理#恶者的嫉妒&懈

怠等在其得到救赎后也成功被消解%

三4&十七年'工人影像叙事的神话

模式

)十七年*工业题材电影中#还建构出工业题

#!'

!

"

#

$

%

叶舒宪!'老子哲学与母神原型(#'民间文学论坛('331年第 '期%

施传刚!'西王母及中国女神崇拜的人类学意义(#'青海社会科学(!#''年第 '期%

王宁!'论)十七年*小说中的性别分工叙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

李秀亮!'先秦两汉时期共工形象演变考(#'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年第 '期%

郭三德!'论0白鹿原1人物形象的恶魔性因素(#'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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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电影叙事的基本框架#与古代神话叙事模式神

奇对应%

!一" &受难)救赎)再生'情节模式的刻印

学者吴琼曾总结)十七年*工业题材电影的

叙事艺术规律!)十七年*工业题材电影把工人阶

级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放在大银幕上#通过

工人阶级与工程技术人员之间在技术革新问题上

的冲突#构筑了社会主义工业的神话!

% 这一论

断是真实的% 除'上海姑娘( '换了人间(等少数

影片外#)十七年*工业题材电影几乎都是以这一

类冲突为原点构成影像的叙事主线% 可以梳理影

片中的一般叙事流程!)新时代工业发展需求同

落后的生产技术产生矛盾,,,先进工人提倡技术

革新,,,新提法遭保守知识分子"工程师$及当

权派的掣肘,,,党委书记&工会主席为技术创新

同厂长进行商榷,,,通过先进工人的艰苦奋斗与

坚持不懈#技术被革新#工业产量提高,,,先进工

人被表彰#厂长&落后的工人与知识分子自我反思

且意识到错误,,,技术革新圆满成功%*

"

以先进工人为核心#我们再将上述叙事简化#

即可简化为!工人英雄陷入磨难,,,工人英雄顽

强拼搏,,,工人英雄获得成功% 如此叙事框架#

是不是与神话学的)受难,救赎,再生*原型模

式相当吻合2 无论中国上古还是西方神话体系#

)英雄重生*都是典型的神话叙事范式!古希腊神

话英雄普罗米修斯#窃取天火被锁在悬崖之上#他

的胸部被长矛刺穿#大鹰每日啄食他的肝脏#他虽

历经了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却赢得了智慧

的永存与不朽/而中国神话体系中的鲧布息壤&大

禹治水&神农尝百草等传说故事#同样寻迹着)受

难,救赎,再生*模式#迸发出无限的生命意志%

作为工业生产与革新中的先行者#工人英雄在客

观环境与人为因素的多重阻碍中)受难*#在对自

身革新精神的坚守&对暂时落后的工人和知识分

子与当权派的感化中)救赎*#最后伴随着工业生

产与革新的成功而生出无穷力量#主人公以个体

受难乃至牺牲为人类争得幸福#因此也赢得了

)再生*%

!二"&治病救人'原型题旨的影像彰显

对于先进工人#影片自觉不自觉择取 )遇

难,新生*的成长模式#而对于影片中的)恶*者#

包括落后知识分子在内的落后工人群体#)十七

年*工业影像则承继了)治病救人*的原型题旨%

学者胡志毅对)十七年*戏剧的研究表明!)中国

当代戏剧和以往任何时候的戏剧一样#都具有原

型#这个原型最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知识分子的

-治病救人.%*

#他进一步指出#)十七年*戏剧中

的)治病救人*是一种原型题旨#当属于)乌托邦

式*%

当然#)乌托邦的原型*包含许多种类#但其

中首要的种类便是)治病救人*#这是建国后文艺

创作的主要模式% 说起来#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生

活中普遍存在的)病*实质是一种抽象的&寓言式

的)病*#占据其主要内核的当属于思想与政治上

的弊病% 对此#毛泽东表示!)我们揭发错误&批

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

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对待思想上政治上的

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

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

'年轻的一

代(城市知识青年林育生为了逃离艰苦的青海地

质队生活#谎称自己患病#需要回上海治疗% 在检

查的过程中#他被告知腿上真的长了骨瘤#且要面

临截肢的风险% 后来他奶奶的一番话启发了他#

这才使他意识到自己是思想里)生了病*% 于是

他坚定地表示#只留一条腿也一样干革命% 由此

观之#此种病状的产生与治疗过程暗含着一种隐

性逻辑,,,落后分子的观念若是纠正过来#生理

病痛便能轻而易举地化解% 当然#)十七年*工业

影像中除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救赎外#)治病

救人*还有着更为广泛&深厚的包容性#比如对国

民党反动派的暴力拯救/对工人落后者与成长者

的道德感化% 它们呼应了工人阶级)翻身解放*

)再革命*)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国家层面

的神话#真实再现了)治病救人*这一乌托邦原

型#且呼应了文化英雄对恶神团体的搭救%

!三"指向未来的神话时间叙事模式

)十七年*工业影像的)受难,救赎,再生*

的内生长原型#在传达光明与正义中#同样赋予了

叙事时间之神话解读的可能性% 恩斯特+卡西尔

'!'

!

"

#

$

吴琼!'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 !##)年#第 '#)页%

陈卫华!'先锋与异化!-十七年.工业题材电影的现代性诉求(#'当代电影(!#'*年第 6期%

胡志毅!'神话&原型与意象!新中国十七年戏剧的召唤结构(#'中华艺术论丛(!##1年 '#期%

纪晓华!'习近平关于开好民主生活会论述探析(#'党的文献( !#')年第 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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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神话中的时间划分逻辑能够以)神圣与渎

神*的特殊情感进行阶段性划分#但由于神话中

的神圣情感可以打破和超越实际时间#在神话体

系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鸿沟被抹去% 然而

对不同时间段的关注产生了不同的神话意蕴#同

时对应三种时间形式!第一#指向未来的时间形

式#属于预言式宗教信仰/第二#指向过去的时间

形式#这种形式属于祖先崇拜式#过去的时间在人

们的精神世界中占据最主要地位/第三#否定时间

形式#在这种时间形式下#人们在无限地追求

永恒%

)十七年*工业影像神话的时间叙事模式是

指向)未来*的!)时间成了未来#并只成为未来%

过去和现在都沉没在这种未来之时间中%*

!正因

为此种时间逻辑#有意压缩了现实时间#催生了工

人阶级于短时间内飞速完成工业生产与革新任务

的诸多奇迹% 影片'伟大的起点(中聂部长的)不

能老回头朝后看*#'特快列车(中值班员的)乘务

员必能顺利完成任务*等正谕话语#正是)先知

者*对工业革命意象,,,)明朗的天*的询唤% 此

类正谕话语能指与所指的高度统一为现世预设了

一个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十

七年*工业影像中#未来的工业现代化甚至把民

族现代化幻化成制高点#这一个巅峰也成为了工

业影像中文化英雄的终身追求% 卡西尔表示#指

向未来并不意味着对当下时间的全部否定#这其

中还包含了一定的辩证思维#即当下时间是未来

时间的)孕育母体*% )十七年*工业题材电影中

工人英雄的)受难*仪式恰为)孕育*过程的彰显%

其主张忽略现实中的苦难#极度张扬对未来时间

的期待感与信赖感% 最后#卡西尔强调#)救赎的

实现不仅要通过上帝而且也要通过人#依靠他的

协助%*

"即最终目标的达成还要依赖于每一个当

下人的参与% 在)十七年*工业影片中#为了完成

技术革新#唤醒观念落后的工人群体#拯救旧社会

知识分子#工人英雄仍需要发动群众#颂扬工业影

像神话中的工业)创世主*%

概而言之#在原型模式下的)十七年*工业题

材电影时间逻辑中#工业革新体验充斥着如同被

庄严仪式唤起的情感内核#具备了不断激发人民

兴趣的神话特性#并促成)整个社会的运转倚靠

的是工业革新与生产*成为社会的信仰%

四4&十七年'工业影像中工人神话的

现代性内涵

综上言之#)十七年*工业影像谱写了一曲新

时期的工业赞歌#通过层层构建以工人英雄&女神

为核心#以受难,救赎,再生&治病救人&未来时

间为基本叙事模式的现代工人神话谱系#为人们

认知这一时期在银幕上反复塑造和传播#以致概

念化&模式化的影像符码提供一个鲜明的理解维

度#也让我们能一窥新旧交替&矛盾杂糅的建国

)十七年*那斑驳陆离的时代色彩%

)十七年*银幕工人影像神话包含现代化冲

动的内核% 尼采言!)每一种文化#只要它失去了

神话#同时它也将失去其自然而健康的创造

力%*

#在当时社会情境下#)十七年*银幕工人形

象及其叙事是一个能动的具有)文化创造力*的

典型% "'$建构工人阶级集体身份的认同仪式%

杜赞奇指出!)作为民族主义的基础#人民很古

老#可是他们必须获得新生以参与新世界% 在中

国和印度那样的新兴民族国家#知识分子与国家

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工程之一#过去是&现在依然是

重新塑造-人民.%*

$作为后发现代化的工业国#

工人阶级的翻身与解放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

成的% 如何通过仪式化程序#使工人主体弥合文

化身份与精神价值断裂的困境#成为建国后的首

要任务之一% 当)十七年*工业影像神话频繁出

现于银幕时#自然引导工人阶级寻求自身身份的

认同% 伊芙特+皮洛指出!)神话是一个体系#它

包括理想和价值&禁忌和礼仪的整个网络#也包括

调节我们的行为和社会交往的习俗% 因此#它完

全可以作为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它可以借助强迫

力量和仿效意志发展和维护社团集体意识#提供

行为模式%*

%步入新社会的工人以工业影像为

镜#消弭了转型期的惶恐与迷茫#展开对镜中之

)我*的迷恋和重塑#最终完成了对自我归属于新

中国工业建设大集体的身份认同% "!$凝结和表

!!'

!

"

#

$

%

周膺!'海德格尔康德时间比较( #'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3!年第 '!期%

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33!年版#第 '"*页%

胡志毅!'神话&原型与意象!新中国十七年戏剧的召唤结构(# '中华艺术论丛( !##1年第 *期%

李华!')群众*与)公民*!中西国家构建的比较分析(#'浙江社会科学( !#''年第 ''期%

颜翔林!' 论当代神话及其存在类型(#'文艺理论研究(!#')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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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对于伟大祖国和民族现代化的强烈渴求% )十

七年*影像中的工业符号在意识层面提供了一个

伟岸的工业与国家身影% )就国家社会而言#现

代化即是工业化#工业化为其他一切现代化的基

础#如果中国工业化了#则教育&学术和其他社会

制度#自然会跟着现代化%*

!新中国确立了实现

)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蓝图#预设了一个无限光明

的理想社会% 全民集中一切力量搞生产#追逐西

方先进工业技术#成就强大祖国#是当时上上下下

的普遍心声#内含对实现中国工业与民族现代化

的强烈渴求% 本来#作为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层的国家#工人影像的建构需要与树立国家文化

自信&实现中国梦紧密关联% )十七年*电影对社

会主义时代新人的颂扬#对民族理想国家的呼唤

等一系列意识形态影像模式和样态#汹涌在背后

的正是新中国终于掀翻三座大山的那种痛快感&

兴奋感#以及追逐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紧迫

感一起熔铸出来的心理洪流% 所以#工人银幕形

象背后的神话期许#既是那个红色激情燃烧时代

现实情状的真实还原#也是电影文艺工作者在政

治使命与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诉求中对工人主体的

浪漫想象与探索#在新中国工业经济需要大力发

展&物质又极端贫困的背景下#这是一部国家现代

化的追求史和创造史%

然而#不可避讳的是#如此工人形象神话又是

一个战胜了 !#世纪人类理性#具有反现代性冲动

的虚诞案例% 卡西尔谈论现代政治神话时指出!

)在人类社会所有的危机关头#那抵御旧的神秘

观念产生的理性的力量就像泥菩萨过河,,,自身

难保了% 在这些关头#神话的时代又来临了% 因

为神话一直没有被真正征服和战胜% 它一直潜藏

在黑暗之中伺机以待% 一旦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

约束力#为这种或那种原因#丧失了力量#不能再

同有魔力的神秘力量进行战斗的时候#这种时机

就到来了%*

"

)十七年*就是这样一个时期#虽然

建国以来新社会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历史进步#

但由于新中国生产能力的局限&生产技术的落后&

工业配套的不合理等困境#它仍然是)危机*的%

毛泽东表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2 能造桌子椅

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各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

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

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以国家领导者为核心的新

中国工业建设团体已然意识到#没有高度发达的

工业体系#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 国家政治经

济层面的焦灼与期盼延展入)十七年*工业题材

电影的创作中#被无止境地扩大了#一举异变为工

业生产中的)赶超意识* )奇迹意识*% 现实虽然

贫弱#但银幕可以用艺术创造一切)伟大*#这种

强烈的非理性情感与急于求成的虚妄心理贯穿了

整个)十七年*时期的工业影像#演绎一出出假想

式的摆脱落后&实现工业现代化的神话剧% 文艺

工作者在进行)十七年*工人意象)赋魅*的过程

中#对工业生产背后的分裂&缺失&冲突和悖论特

性避而不谈#刻意隐去了工人作为)人*的部分#

将重点着落于)神性*塑造#使得镜像中的工人沦

为无)主体*的主体% 当这条路越走越恣肆之后#

影像创制体系就严重忽视客观经济规律#严重歪

曲艺术创作规律#彻底沦为革命领袖的传声筒#假

大空&大跃进漫天飞扬#成为一种极端的后革命时

代的社会想象%

因此#)十七年*工业影像工人神话内涵表现

出复杂色彩#内在两种特性既冲突#又统一% 统一

于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历史场境#

再现新中国工业发展与国家政权&社会文化心理

之间的相互成就&相互抵牾#呈现特殊的社会主义

现代性气质% 一方面#它不同于西方的经典现代

性概念#如卢梭&尼采&福柯等哲学家所阐释的#

)现代性*主要被理解为社会现代性与美学现代

性之间的分裂与对抗% 另一方面#它与进步目的

论&线性时间观&传统否定主义&世俗化的发展&等

现代性特征又十分同步#其神话般的文化创造力

彰显新中国的社会改造也是一种现代性的历史演

进% 祝晓风总结道!)在一般人看来-现代性.特

征不明显甚至较弱的-十七年.#恰恰表现出某种

-现代性.,,,一种对理想社会的急切追求#一种

以工业化运动为表征的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一种

强大的意识形态整合% 尽管这个过程在现在看来

是如此地迫不及待#如此地不惜代价#有时往往显

得简单而执拗#甚至在客观上产生欲速则不达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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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但它毕竟也是一种现代化过程%*

!既具有

现代性的普遍性特征#又具有社会主义属性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形态限定下发展出 !#世纪的另一种现代性叙事%

事实上#这一观点在当代现代性理论中有所

察觉% )哈贝马斯在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进行分

析时一度注意到现实社会主义的合法性问题#但

遗憾没把它当作一个理论及实践课题深入展

开%*

"王钦峰指出!)社会学家埃森斯塔特把苏联

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与政治纲领中的现代

性叙事当作是现代性的文化纲领的-一部分.来

看# 但又认为它们-还现代得不够.% 布赖恩+斯

温也把社会主义当成现代性叙事的一个版本#指

出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都存有各自的

缺陷%*

#

!#世纪 *#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

者#如李欧梵&刘小枫&汪晖&唐小兵等#也相继提

出建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具有某种特殊的现代性%

这些阐释都指向一个特质!现代性方案存在多种

可能性% )十七年*时期工业影像#某种程度上成

为这些理论阐释的现象证明#它凝结一个时代对

工业现代性的追求&想象与阵痛#聚合着建国初期

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内涵#工人形象)神格化*

成为它最典型的叙事症候%

几十年栉沐风雨#到今天#新世纪工人影像的

呈现已发生实质性转变#曾经意象的伟岸与辉煌

逐渐)祛魅*#落地演绎各种各样的烟火真实% 然

而#神话永远不死#随着大国制造&工匠精神等新

时代口号的崛起#3#年代被迫驱逐出神坛的工人

英雄又开始走向新的神话主义% 神话#是一种缅

怀与冲动#是一种梦想与追逐% 新时代的人们#走

在现代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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