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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文化是电影产生和发展的土壤。中国西部电影在黄土文化的土壤中体现出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观

念，黄土地别样的审美情趣和生存方式对西部电影中民族性格的塑造和民族精神的体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黄土文化

与中国西部电影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影片中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文化类型，其审美价值是黄土文化中的意识形态

的体现。文章通过西部电影来阐述黄土文化中的传统文化和精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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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土文化及其历史形成

黄土文化是黄土高原独具个性的文化体系，也是

一种地域性文化。黄土高原从地理位置上指陕北高

原一带，包括晋西北、内蒙古河套南部、甘肃、宁夏部

分地区。而黄土文化不仅大大超出了行政地域的局

限，而且是探索和承载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存

在和影响。随着社会文明不断的推进和演变，黄土高

原大多地区的文化发展也像其他地区一样，受到城市

化进程的冲击和影响，也很难保留自身特点，逐渐被

同化。靠近内蒙古草原地区的部分逐渐被草原文化

所影响，而南部受到中原文化和黄河文明的影响，已

有较深的渗透。唯独地理环境特殊的陕北黄土高原

一带却不然，这里地理位置相对恶劣，封闭而又结构

紧密。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易被影响，相对完整地保留

了黄土地的原始文明。
它北部是鄂尔多斯草原，南面是关中平原; 东面，

是人口密集的晋中平原; 西面，又是人烟稀少的少数

民族地区。这块南北和东西走向均在一千公里左右

的黄土地，虽然处于关中、晋中、草原、河套几个大的

地理构架的中心，却又恰巧独立于外界，成就了陕北

独特的黄土地文化，交通不便，外面先进的文化传不

进来，这是导致落后的主要原因，但是有失也有得，陕

北当地的原始文化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由于地理

环境较为恶劣，与外界接触较少，陕北人民几千年来

逐渐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形成了团

结一致、群聚生活的方式。加之，长期以来，人们祖祖

辈辈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不断战胜自然所带来的各种

灾难和困苦，又形成了共同的生活生产方式和饮食起

居、民俗民风。这多方面的共性，既增强了这块土地

的有机性和统一性，又增强了它的独立性，逐渐形成

了它自己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属一种综合性文

化模式，与畜牧文化、农耕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既有

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又有自己鲜明的地域文化特

质，因而它区别于黄土高原其他地方、其他民族的文

化而自 成 一 家，成 为 中 国 北 方 文 化 一 个 突 出 的 典

型。［1］

二、黄土文化的价值体现

黄土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据着重

要的地位，受到诸多文化专家学者的考察和研究。例

如黄土文学、黄土画派、西部电影、黄土民俗文化研究

等都围绕黄土文化来研究和表达。厚重的黄土高原，

一望千里、广阔无垠，广袤、苍凉而又雄宏博大的气势

承载了人类的繁衍生息，积淀了纯净的古老文明基

因，传统原始的风韵在厚重的黄土中被积存下来。
在陕西当代作家中，柳青、路遥、陈忠实等一批土

生土长的文人，他们虔诚地挖掘和记录着这里的人文

历史和时代变迁，包括创作的题材、主题、表现手法等

都很相似。形成了代际明显的“黄土文学流派”。黄

天厚土、秦风汉习是他们共同的文化渊源。现实主

义、农村题材是他们共守的两大传统。宏大的叙事、
史诗的追求是他们共同的艺术风格。［2］黄土地的厚

重、大气和本色在文学作品上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能

使读者产生文化心理上的归宿感与认同感。“黄土画

派”是以黄土高原上的人文风情为主题的艺术创作所

表达出来的黄土文化的美学特征。“黄土画派”的孕

育、形成、创作方式、艺术风格及现实意义都集中在黄

土地人们所经历的酸甜苦辣之中。创作坚持弘扬黄

土文化、体现黄土精神，反映人类真、善、美的精神面

貌。“西部电影”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一批展现西

北精神风貌和风土人情影片的出现而享誉影坛的。
“西部电影并不是依据其具体的地理地域来命名的，

它主要是指影片中所体现出的精神气韵和人文气息

而言的”［3］。西北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

西北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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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中国西部电影的魅力所在。“黄土民俗文化”包

括了民间艺术、人生礼仪、节日风俗、婚丧嫁娶、民间

习俗、民风谚语等文化现象。黄土民俗文化是黄土文

化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不仅是消逝岁月的文化痕

迹，也是当今社会演变、区域习俗文化下人们的传统

思想观念及社会心态的呈现。“百里不同风，十里不

同俗”，丰富的民俗文化，是认识和研究黄土文化的重

要载体。
三、中国西部电影中黄土文化的特质

( 一) 黄土文化中体现出顽强的生命张力

黄土文化既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也是中原农

耕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的分界线，更是中华民族文化

融会的大舞台。黄土文化既是东西文明的交融，也是

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连接点，承载着我国

文化融合交流的重要使命。黄土高原在长期发展中

孕育了顽强的生命力，特殊的地理位置，历经沧桑困

苦却始终焕发出奋发昂扬的生命力，这也是黄土文化

中最为宝贵的精神所在。
西部电影中强调生存与生命主题，黄土地是西部

电影诞生、美学理论形成的沃土。催生出《人生》《野

山》《老井》《黄土地》《孩子王》《双旗镇刀客》《红高

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美丽的大脚》
《惊蛰》《图雅的婚事》等为代表的电影影像风格和叙

事模式。围绕黄土高原的独特场景造型，让西北人认

识了沟壑纵横、贫瘠恶劣、漫天黄土的环境下，人们的

前途命运和人生价值，也造就了他们坚韧不拔、自强

不息的生命力。《人生》中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爱恨

情仇;《野山》中主人公立志改变命运，虽然受到了各

个方面的打击，仍然呈现出了一曲生命不止、奋斗不

已的奋斗曲;《老井》中人与自然的搏斗、传统与现代

的对峙、用生命捍卫生存的震撼; 《黄土地》中嘹亮的

信天游、奔放欢快的腰鼓阵，与人物默默的生活作息

形成强烈的对比，翠巧对爱情的追求、祈雨队伍对大

自然的祈求，虽然都淹没在滔滔的黄河和人流之中，

但彰显了在恶劣条件下人物的顽强生命力;《红高粱》
通过人物性格塑造来赞美生命的伟大和存在，赞美生

命的倔强坚强、自由奔放和炽热喷涌。观众看到的不

是一个可以心安理得的世界。在这个走投无路的“高

粱地”中，需要追寻生命的理想和存在。这种追寻就

连那放荡不羁的颠轿、具有穿透力的唢呐声、刺眼的

阳光和一望无垠的红高粱都在为自然生命的热烈、自
由自在和痛快淋漓的风格服务。

( 二) 黄土文化中的原始( 传统) 文化与历史传承

黄土高原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

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在黄土文化中不时地可

以窥见其原始的文化信息，传递着历久形成的生生不

息的生命观，虽然地处恶劣，但对生活和生命美好的

向往绵延不息。
影片《黄土地》在“办事”宴中除了有老肥肉，另

一道荤菜就是“摆着是个意思”的用木头制作的鱼的

形状。“木鱼”作为物质生活观念化的形象载体，这种

贫瘠所形成的传统观念文化是黄土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是一种愚昧文化。而这种形式( 比如翠巧家门

联上的对联，是“O”形的圆圈。虽然不会写字，但可

以慰藉心灵) 是一种愚昧文化下的情感寄托。传统的

生活习惯和思维形式在黄土地这块贫瘠而又古老的

文化中延续着。除此之外，“祭天祈雨”就是映衬了

“民以食为天”的古谚语而在黄土地上独特的一种传

承。黄土地上的人民得以生存繁衍下去所最终必须

皈依的宗教方式，是穷途末路的万民的唯一归求，这

一切，传递着的是生生不息的生命观和世界观。还有

安塞腰鼓，这种流传于民间的鼓舞形式，透过漫天的

黄土，传达出一种惊天动地的伟大激情。既是跃鼓扬

威的大示威，又是一种迫不及待的深沉的呼唤! 《大

红灯笼高高挂》这部影片也是张艺谋的代表作，从电

影名字我们可以看出，“大红灯笼”这个中国传统的象

征物体，在电影中不是代表着希望，而是暗喻了我国

封建社会制度下被控制着的人性和权力人物的存在。
红色是张艺谋最常用的颜色，它代表着生机勃勃，但

是在这样昏暗色彩下的红色，却又令人不适。传统的

喜庆颜色在导演艺术手段下成了压抑人性的工具。
黄土高原的高墙厚院与封建男权社会的压制不谋而

合，完成了形式与主题的高度统一。影片《惊蛰》从名

字就可以看出，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有:“万物出

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映射了

二妹在现代文化触动后的觉醒和对生活的向往。但

现实必须回到传统的风俗下生活，传统与现代在二妹

身上折射了出来。
( 三) 黄土文化中呈现出极强的包容性( 多样化文

化)

黄土高原在社会发展和变迁中，民族迁徙、军事

战争、商贾往来连绵不断，厚实的黄土地接纳了每一

个生活在此的民族，也养育了这里的每一个人，成就

了一代代黄土高原人的梦想。各民族的生产生活习

俗、文化价值理念、宗教信仰等都在黄土高原上找到

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形成了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

黄土文化精神。正是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才形成多样

的特色民族文化，展现了黄土地上粗狂豪迈、昂扬奋

发、奔放不羁的性格品质。
电影《图雅的婚事》故事发生在内蒙古大草原上，

女主角图雅面对生活的压力、病痛的折磨、情感的寄

托，犹如一朵铿锵玫瑰挣扎在无边的 ( 下 转 第6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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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了解热点法律事件。
第三，院校重视法治人才培养的共同体建设，法

学院校积极主动开展与当地法律事务部门的交流与

合作，邀请法律事务部门投入更多资源用于法学本科

人才培养，而非仅仅接收优秀的法科毕业生。
第四，专业教师重视多学科知识的讲授，法律知

识的理解与应用往往依赖其他学科知识的配合与协

助，“复合型”应当是法学本科人才的一项基本要求。
总而言之，我国法学本科生群体庞大，法学本科

教育定位为素质教育有助于学生树立法治信仰、植根

法律伦理、拓展知识储备以及形成法治思维，这也是

我国法学本科教育改革的最终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法学本科教育培养学生法治思维

的标准既不是思维严谨和语言清晰，也不是熟练掌握

诉讼流程或技巧，而是法学本科生能够在毕业时按照

“法律规定→案件事实→法律规定”的流程开展独立

分析，具体来说，法学本科毕业生能够独立完成把抽

象法学理论带入案件事实再成功还原法学理论的论

证。为此，法学本科毕业生不仅要熟悉现行重要的法

律规范和基本原理，而且要大体掌握诉讼流程和其他

学科基础知识，还要具备法律适用的能力，这也是我

国法学本科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改革方向。
四、结语

客观而言，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建立的法律体系

和法律教育体系都不健全，当时的法学本科教育以培

养法学理论性人才甚至法学家为目标，且培养的人才

也担负起宣传法律理念、更新法律认识的责任; 随着

法律意识深入人心和完整法学学位体系的建立，我国

的法学本科教育不可能以培养法学理论性人才或者

法学家为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多样化的法治

人才，法学本科教育理应明晰自身定位。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提出的法治精神与原则贯穿国家治理各方面，

带给法学本科教育新的发展机遇，社会各行业均需要

有所作为的法治人才，因此，我国法学本科教育应当

破除质量提升困境，依托高校特色和行业工作的共性

与差异走上内涵式发展的道路。

［参 考 文 献］

［1］廖永安，段明． 中国法学教育的供给侧改革［J］． 湖南社会

科学，2017，( 4) ．
［2］程雪阳． 社会功能分化视角下的法学本科教育改革与人才

标准完善［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 5) ．
［3］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20．
［4］王新清． 论法学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解决我

国当前法学教育的主要矛盾［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8，

( 1) ．

［责任编辑: 县晓晴］

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

( 上接第 61 页)

荒漠里! 高尚的气节、刚烈不羁的性格、昂扬奋发的

生命力，正是被同化了草原文化的黄土文化不屈不挠

的性格精神。《黄土地》中延安群众敲响了震天的锣

鼓，在尘土飞扬的黄土地上扭起了壮观的秧歌。沸腾

的安塞腰鼓融入飞扬的黄土中，无论是色彩还是摄影

机的运动抑或画面中的人物情绪，延安的这一幕都涌

动着一种躁动的力量。而这种以腰鼓为代表的大型

舞蹈民俗，脱胎于古代战阵、军事训练等社会活动，它

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娱乐活动当中。体现出粗

狂、昂扬、奔放不羁的性格特点，也是黄土文化精神的

一种重要的演变形式。影片《英雄》是导演张艺谋电

影艺术和商业化转型的一个标志。影片将东方意识

形态的“中庸”认同与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结合。求同

存异，引导了观众的心理诉求，克服了不同语境带来

的困难，是中国电影产业化道路的一块里程碑。
四、结语

中国西部电影经过 30 多年发展，形成了具有特

色的叙事模式和影像风格，正是黄土高原孕育出绵延

不断、亘古如斯的黄土文化精神，才能够催生出如此

丰富的作品。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文化自觉和文化

自信将是国家文化发展走向复兴的必然之路，继承和

吸收积极进步的传统文化，是对文化价值判断的必然

选择。关注黄土文化，探寻黄土历史文化，只有从黄

土历史文化中不断汲取养料，才能丰富和创作出更加

优秀的西部电影，也才能为推进我国西部电影产业可

持续发展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奠定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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