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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中国灾难电影中的
英雄形象与共同体想象

张伶聪 宋华尚 (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探索新世纪以来中国灾难电影英雄形象的类型和塑造倾向。研究

发现，中国灾难电影塑造了救世英雄、平民英雄和个体英雄三种类型，集中呈现为集体主义叙事的倾向，

建构东方文化语境下的共同体想象。当前，中国灾难电影立足男性视角与西方电影话语趋同，但不同的

是中国灾难电影将灾难视为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常规”经验，使英雄重回家庭场域，弥合所在社会空间和

家庭空间的裂缝，多重身份得以复归，同时实现自我成长与创伤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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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习近平总 书 记 在 全 国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会 议 上

强调，“要引导广大文化文艺 工 作 者 深 入 生 活、

扎根人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

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

讴歌 祖 国、讴 歌 人 民、讴 歌 英 雄 的 精 品 力 作，

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产

品，是“塑造英雄、传递英雄主义情结的重要载

体”［1］。正是基于英雄主义情结，灾难电影创造

的英雄形象才成为当代年轻人争相效仿和学习

的榜样。

当前对灾难题材电影中英雄形象塑造主要有

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西方灾难电影

着力塑造有缺陷的个人主义英雄形象，中国灾难

电影倾向塑造完美的集体主义英雄［2］; 第二种观

点认为，中国灾难电影中的英雄人物是寓于集体

之中的个体英雄［3］，是自我的集体想象物［4］; 第

三种观点则认为受西方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中国

灾难电影出现对个体英雄叙述的转向［5］。可以看

出，已有研究在对中国灾难电影英雄形象的塑造

上并未达成一致，因定性研究方法的主观性程度

较高，存在分析因人而异的情况，且个案分析居

多，研究结果难以覆盖更多的样本。定量分析能

更为客观地分析研究对象，适合对显性的要素展

开研究。在形象研究方面，已有相关研究成果［6］

制定了较为科学的研究维度和类目，具备较强的

借鉴性、操作性和科学性。因此，本文尝试采用

定量的内容分析方法，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灾难

电影英雄形象的类型和塑造倾向展开分析，同时

结合文本分析方法对具体结果进行解读。

二、研究设计

( 一) 数据来源

1905 电影网是专业级电影新媒体发布渠道，

丰富的电影资讯使其成为检索中国电影信息的重

要数据库。① 豆瓣电影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电影互动

社区，收录了百万条影片资料②，涵盖研究电影的

重要数据。为防止单一数据库收录影片不全的情

况，本研究选取 1905 电影网和豆瓣电影作为案例

选取平 台。以“灾 难 电 影”为 关 键 词，时 间 限 定

为 2000—2021 年，共检索到 45 部影片作为研究案

例( 如表 1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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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料来源: 1905 电影网，https: / /www．1905．com /about /aboutus /。

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https: / /baike．baidu．com / item /%E8%B1%86%E7%93%A3%E7%BD%91 /5549800#2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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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产灾难电影( 45 部，2000—2021 年)

电影名称 上映年份 电影名称 上映年份

绿色婚礼 2000 救火英雄 2014

紧急迫降 2000 雪途 2015

大沙暴 2002 求生者 2016

惊涛骇浪 2003 在天堂等我 2018

雪谷逃生 2004
亲爱的，我要

和别人结婚了
2018

危情雪夜 2004 流浪地球 2019

至爱 2005 中国机长 2019

警报 157 2005 烈火英雄 2019

生死一线 2006 天·火 2019

隔离日 2006 致敬英雄 2019

生死大营救 2006 大地震 2019

超强台风 2008 火海营救 2019

冰雪同行 2008 冰峰暴 2019

文化战车 2008 紧急救援 2020

人命如天 2009 战疫 2020 2020

雪暴 1814 2010 一呼百应 2020

我生命中的八天 2010 最美逆行 2020

唐山大地震 2010 峰爆 2021

幸存日 2011 中国医生 2021

南方大冰雪 2012 火星异变 2021

冰雪 11 天 2012 重启地球 2021

逃出生天 2013
中国救援·

绝境 36 天
2021

雨过天晴 2013

( 二) 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是对已归档文本展开分析的一种

研究方法，即研究对象是先于研究而存在的文本。

研究者可以根据问题单方面对文本展开分析，而

不影响研究对象，是一种非介入性的研究方法，

具有系统性、客观性和定量性。［7］本文所使用的内

容分析工具是 DiVoMiner。

由于文本探讨电影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参

考多篇影视内容分析的类目设计，并对 45 部电影

进行观看之后，确定本文的最终测量类目，主要

由基本属性、社会属性、心理属性和行为属性 4 个

维度 17 个指标构成。其中，个人属性包括性别、

年龄、是否幸存、自身是否面临生死困境等; 社

会属性包括职业、是否婚姻、是否有子女、社会

关系是否和谐、曾经和现在的灾难中是否失去亲

人等; 心理属性包括是否面临心理困境及具体困

境是什么、内心困境最终是否得以解除等; 行为

属性包括是否救人、救助的是群体还是个体、救

助的具体包括哪些人、是否救助成功等。

从案例库中随机抽取 10%的案例作为测试库，

编码员独立编码后进行信度检验，统计结果显示

总体复合信度霍尔斯蒂系数为 0. 93，达到最佳信

度。按照类目标准对剩余案例进行编码并进行统

计分析。

三、研究发现

( 一) 英雄形象基本概况

新世纪以来中国灾难电影英雄形象塑造，从

类型上看，集体英雄居主导地位，占比 73. 3%;

个体英雄兼而有之，占比 26. 7%。特别是在集体

主义叙事中，展现出四类共同体类型，分别是职

业共 同 体 ( 69. 7%)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 24. 2%) 、

家庭共同体 ( 3. 0%)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 3. 0%) 。

从类别上看，人物主要集中在救援者、幸存者和

普通市民三种类别，其中救援者占比 77. 8%、幸

存者占比 20. 0%、普通市民占比 2. 2%。从性别上

看，男性英雄形象居多，占 80. 0%; 女性英雄形

象甚少，仅占 20. 0%。
( 二) 救援者: 战胜灾难的救世英雄

在个人属性方面，当灾难来临时，冲在救援

第一 线 的 英 雄 多 为 男 性， 占 比 88. 6%， 女 性

为 11. 4%; 从 年 龄 上 看，中 年 英 雄 占 比 60. 0%、

青年英雄占比 37. 1%、老年英雄占比 2. 9%; 在救

援中，80%的救援者都面临生死困境，仅有 65. 7%

的救援者能在案例影片的灾难中幸存。

在社会属性方面，从职业上看，救援者职业

身份多元( 如图 1 所示) ，以消防员和军人占比最

多，均为 14. 29%，97. 1%的救援者有团队配合并

肩作战。从家庭上看，救援者已婚的占 45. 7%，

育有子女的占 31. 4%。在曾经的灾难中，失去过

亲人的 比 例 高 达 70. 0%，在 此 次 的 灾 难 中，又

有 8. 6%的救援者失去亲属。

在心理属性方面，救援者存在内心困扰的比

例高达 71. 4%，且有 50%存在心理创伤。困扰的

主要影响因素来自家庭( 56. 3%) 、职业( 25. 0%) 、

外部人际关系( 12. 5%) 。历经灾难，救援者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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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系和谐率由 45. 7%上升到 80. 0%，56. 0%的救

援者内心困境得以解除。

在行为属性方面，救援者主要救助的群体占

比达 88. 6%、个体占比 11. 4%; 救助的个体中女

性、老人 和 孩 童 最 多，占 比 62. 5%。群 体 救 援，

特别 是 救 助 全 人 类 的 中 国 英 雄 数 量，2019 年

比 2019 年之前增长一倍。35 位救援者全部救援成

功，上演了中国英雄拯救苍生的神话。

图 1 救援者职业分布情况①

( 三) 幸存者: 克服创伤的平民英雄

在个人属性方面，灾难过后的幸存者多为女性，

占比 55. 6%，男性幸存者占 44. 4%; 从年龄上看，

青年占 55. 6%、孩童占 22. 2%、中年占 22. 2%。

在社会属性方面，从职业上看，幸存者职业

十分多元，有人力资源、个体司机、地质学 家、

学生、导游、工程师、矿工、下岗工人等。从家

庭上看，66. 7%的幸存者未婚和无子女。没有经历

过类似灾难的幸存者，占比 66. 7%，经历过类似

灾难的为 33. 3%，在案例影片的灾难中失去亲人

的幸存者高达 55. 6%。

在心理属性方面，幸存者存在内心困扰的比

例高达 77. 8%，且 66. 7%的幸存者存在心理创伤。

在困扰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家庭因素占主导，占

比 75. 0%。灾难发生之前和发生之后幸存者的社

会关系和谐率均为 55. 6%，灾难并没有呈现幸存

者的社会困境，仅是呈现灾难和因灾难失去亲人

的心理创伤，但 87. 5%的幸存者内心困境最终得

以解除。
( 四) 普通市民: 找寻自我的个体英雄

在 45 部灾难电影中，仅有一部以普通市民为

主人公展开叙事。灾难之前，其与妻子离婚逃离

武汉去创业，灾难来临又失去了父亲，为了照顾

哥哥不得不返回武汉。疫情成为其人生的一次契

机，灾难发生后，他救助了女乘客和孤儿，在承

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中实现了成长，学会承担起家

庭的重担。正是此前在家庭关系中责任的缺失，

造成其父亲和丈夫身份的失语，在灾后全部复归，

社会关系恢复和谐。

四、结论与讨论

( 一) 英雄形象: 男性视角建构的性别想象

新世纪以来，中国灾难电影中的英雄形象里

中、青年男性居多，占比高达七成，而被救助者

和幸存者以女性、老人和孩童最多，占比近六成。

从以上数据中不难看出，中国灾难片中对英雄形

象的塑造主要是从男性视角出发进行建构的，尤

其是青中年的男性群体，在片中大多扮演着救世

主般的英雄角色。女性、老人、孩童则多作为被

救援的对象和幸存者，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未来

的希望。

一方面，这样的英雄范式设定与男性在身体

素质、力量、体力、行动力上具有生理性的天然

优势具有密切关系。受荷尔蒙和雄性激素影响，

男性的外在形象往往显得更高大、健壮，骨骼和

肌肉相对来说都较为发达，这使得男性角色在面

临重大灾难时往往可以更大效度地开展救援活动。

另一方面，抛开生理和自然角度上的体力优势不

谈，数千年来沿袭下来的男权主义思想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电影创作者在塑造英雄人物时的潜

意识倾向。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或多或少存

在着男权主宰社会环境的历史现象，即在政治、

经济、教育、家庭等不同领域中，男性往往都占

据着更为权威的位置，男人在前台，而女人多作

为辅佐性的背景存在，从而形成了在一定历史时

期里被普遍认同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男女分工

模式。因此，不管是日常家庭生活还是面临外来

风险时，通常都是由男性挺身而出，首先奋战在

救灾第一线，而女性、老人及孩童等群体则作为

被优先救援的对象幸存下来，延续了人类的生命

和信仰。

此外，就中国灾难电影中仅占比 20. 0%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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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片来源: 由编码统计数据绘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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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女性英雄而言，其成为英雄的旅程也绝非易事。

美国作家约瑟夫·坎贝尔曾在其著作《千面英雄》

中以男性为中心归纳了神话中原型的“英雄旅程”，

此后莫琳·默多克又在《女性英雄的旅程》中运用

女性心理分析对坎贝尔的著作原型进行延伸和重

构，提出一套专属于女性英雄的成长旅程原型，

认为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在通往英雄成长之旅的第

一步就是与其自身原本的传统女性特质做分离，

第二步则是在男性智者的引导下与男性特质产生

认同，并踏上一条非常接近于男性角色的“考验之

路”。在承受了多重的心理及生理考验，并为此付

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之后，女性英雄会急切地产

生与女性气质再度结合的需求与渴望，并最终实

现“超越二元性”［8］。因此，无论是从男性英雄在

灾难电影银幕中所占高比例而言，还是对女性英

雄在电影中的“曲折旅程”的解构，都可以看出，

当前我国灾难电影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是以男性视

角出发建构的性别想象。
( 二) 灾难事件: 英雄生命历程的“常规”经验

萌芽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生命历程理论侧重于

关注剧烈的社会变迁对个人生活与发展的显著影

响，将个体的生命历程看作是更大的社会力量和

社会结构的产物［9］。显然，无论从个体视角考察

还是人类历史维度审视，灾难成为个体生命历程

和人类历史变迁中不可消除的“常规”经验。［10］灾

难在个体生命历程产生的巨大冲击已然影响到个

体的生活时空、生命关联性、生命时机、个体能

动性以及毕生发展性。在灾难发生之前主人公的

生活轨迹往往围绕社会空间展开，家庭空间常常

消解在主人公的工作空间之中。人物的社会关系

总是呈现为父 ( 母) 子 ( 女) 关系、夫妻关系、兄

( 姐) 弟( 妹) 关系的失和，尤其对主人公而言，在

家庭场域中缺席，造成其多重身份的失语。尽管

灾难事件本身会对个体产生重要影响，但其发生

时机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灾难事件本身，灾难往

往来临于家庭关系几近崩溃之时，成为主人公弥

补社会空间和家庭空间缝隙，实现家庭场域“在

场”以及多重身份复归的绝佳境遇。

与此同时，个体能动性的作用形塑着自身的

生命历程，在社会机制与个人特质的交互影响下，

个体将具有不同的生命体验。灾难在物质上造成

的破坏可以慢慢被修复或重建，但是灾难给人类

心灵带来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逝。灾难过后，主

角要如何接受失去至亲的苦痛、如何重新拾起迈

向新生活的信心，并做好准备遭遇下一次灾难，

这些都会引起观众的好奇和共鸣，从而使之感悟

到对死亡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关怀。不管是救援者

还是幸存者均有较高程度的内心困扰及心理创伤，

而当灾难过后，一切归于平静，救援者获得了更

高的自我价值认可，其社会关系和谐率实现了大

幅提升，大部分幸存者的内心困境也最终得以解

除。灾难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电影人物生命历程中

实现自我成长、创伤疗愈的重要契机。
( 三) 集体主义: 东方语境下的共同体想象

新世纪以来，中国灾难电影英雄形象塑 造，

集体英雄居主导地位，且有团队配合并肩作战。

可见，区别于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表达，中国灾

难电影中的英雄形象根植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观

念的语境中，崇尚集体主义的力量和韧性，强调

集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依存的状态。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思想道

德建设，加强集体主义教育［11］。这种根植于东方

思想价值观念中的集体主义精神，深刻地影响了

灾难片中对英雄形象的塑造和呈现。在中国灾难

电影中，鲜少出现好莱坞式的个人超级英雄单枪

匹马独自拯救世界的桥段，主人公通常需要团队

与伙伴的支持和帮助，齐心协力达成救援目标，

从而拯救人类于水火之中。

斐迪南·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

真正的共同生活，主要是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群

体中实现［12］。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共同体概念

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一般可以理解为若干人

在保持互动和共同关怀的基础上，基于一定的行

为标准或社会规范组织的群体，他们通常具有共

同的价值观、情感理念、生活方式等。在灾难电

影的集体主义叙事中还展现出四类共同体类型，

分别是职业共同体、家庭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

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涂尔干·埃米尔在《社会分

工论》中提出可以通过“职业共同体”来促进社会整

合。“职业共同体”即“那些从事同一种工业生产，

单独 聚 集 和 组 织 起 来 的 人 们 所 构 成 的 法 人 团

体”［13］。在一些诸如军人、警察、消防员、医生等

性质较为特殊的职业共同体里往往蕴含着一种浓

厚的道德力量，它可以遏制个人利己主义思想的

滋生和膨胀，能够成为链接个人与民族乃至国家

的纽带。中国式灾难片中的英雄，大多由消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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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官兵和军人等集体性角色构成。这些职业角

色通常成为国家集体意识的缩影，具有光明正大、

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哪怕为了集体利益

牺牲个人利益也在所不惜。

在家国同构的视野格局下，“家”是小“国”，

“国”是大“家”。家族是国家的缩影，国家则是家

族的扩大和延伸。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里面，主

流价值观倡导的是先有大家后有小家，国家和集

体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思想观念直接而又深刻

地影响了中国灾难片中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即使

在过往灾难中有过痛失亲属的悲惨经历，抑或此

刻背后有着挂念自己的“小家”，但作为英雄的救

援者依然会义无反顾地选择投身拯救“大家”的伟

大事业中。在历史与民族的真实苦难记忆面前，

具有牺牲精神和革命精神的大无畏英雄表征着一

个时代、一个民族在其具体历史语境中对于自我

的集体想象。中国英雄的神话，亦是“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的折射。末日来临时全人类通力合作以

保卫人类共同的家园，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国家

都像是一滴渺小的水滴，最终汇聚成人类共同命

运的长河。

结 语

通过对新世纪以来 45 部中国灾难电影的量化

分析，本文指出中国灾难电影英雄形象的呈现和

表达立足男性视角，与西方电影话语趋同; 中国

灾难电影塑造三类英雄形象，分别为战胜灾难的

救世英雄、克服创伤的平民英雄和找寻自我的个

体英雄。其中集体英雄居于主导地位，集体主义

叙事成为显著的创作倾向。与西方灾难电影个人

英雄主义表达不同的是，中国灾难电影倾向塑造

集体主义英雄形象，实为东方语境下的共同体想

象; 在灾难经验的再现上，中国灾难电影倾向将

灾难视为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常规”经验，超越灾

难意义本身，将其缔造为个体弥补社会空间和家

庭空间缝隙的绝佳境遇，亦是个体实现自我成长

和创伤疗愈的重要契机。总而言之，中国灾难电

影表现灾难、超越灾难，通过塑造一系列的集体

英雄人物形象，书写了人性之崇高，在英雄的成

长旅程中弘扬了“命运共同体”意识，实现了精神

传承与情感动员，将带给观众无限的感悟和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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