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03.26 中国电影报

责编责编：：赵丽赵丽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理论·广告 11

■ 文/王 璐

数字乡村视角下“新农人”形象建设途径
■文/李奇 莫梓怡

《封神第二部》：听觉画卷中的千年文化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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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韵映影，歌影同辉”
——论声乐艺术在电影创作中的表现力

由乌尔善执导的电影《封神第二

部：战火西岐》（以下简称《封神第二

部》）于2025年春节档上映，音乐总监

蒙柯卓兰在影片音乐主题上不仅延续

了第一部中的“英雄”与“归来”，还增

添了“家园”与“守护”的概念。制作团

队以此为基础，采用《诗经》的语言风

格，创作出《女怀》和《鸣岐》两首原创

西岐民歌，还原古代宫商角徵羽的五

声音阶创作体系，在贴近时代感受的

同时，饱含浓郁的古风韵味，另外搭配

与歌曲氛围相匹配的舞蹈，加入西岐

农耕文化元素，展现出西岐的淳朴民

风，片尾的《有女》《乐土》吸取了多地

的民歌特色，承袭了《女怀》和《鸣岐》

的曲调，采用包括战鼓、陶鼓、古筝、琵

琶、笛子等在内的多种古典乐器。影

片奏响了东方之声，铺开了我国千年

神话的听觉画卷，呈现出历史感和神

话感，实现了“时效性、历史性和当下

性”，彰显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

新的生命力。

流动韵律中催化心灵成长

《封神第二部》中，商王殷寿为夺

取传说中的封神榜，派遣邓婵玉和闻

仲率领军队攻打西岐，西岐的少主姬

发在姜子牙的指点下，组织所有军民

共同抵御外敌，誓死捍卫自己的家

园。在邓婵玉策马过桥时，伪装成船

夫的西岐战士齐声高唱《女怀》，其歌

词“有女怀春”出自《召南·野有死麕》

中的“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原诗描绘

了少女在野外邂逅心仪男子的情景，

心中萌生爱慕之情，生动地展现了少

女内心的纯真情感和青春萌动的景

象；而“河水其泱”化用《小雅·瞻波洛

矣》中的“瞻波洛矣，维水泱泱”，这里

“泱泱”形容水流深广，衬托少女内心

宛如水面荡漾的层层涟漪，为紧张的

战事增添了浪漫的情怀。邓婵玉在

听到这首歌时，并没有表现出传统女

性的羞涩，而是以自信和坚定的姿态

回应，在反凝视与自我淬炼中，构筑

了东方女性新符号。此外，《女怀》以

五音体系为基础，使用比传统半音更

小的音程间隔，巧妙地在音乐中融入

了历史的厚重感与现代审美的灵动

性。这种独特的音乐设计不仅唤起了

观众对传统文化的共鸣，更实现了历

史与现代的无缝衔接，让观众在音乐

的流动中领略到古典与现代交融的独

特魅力。

“封神”电影制作团队深知音乐的

力量，每首曲子涓涓细流，汇聚成心灵

成长的源泉，每段旋律都如同角色内

心世界的直接对话，共同塑造出一个

个鲜活的角色和动人的故事情节，使

观众仿佛能听到角色内心的呼唤，更

深层次地体会他们的经历、转变与成

长。《封神第二部》另一片尾曲《有女》

是在歌曲《女怀》基础上的又一次艺术

升华，精准描绘了邓婵玉内心的细腻

情感，歌词“有女孤身，策马昂扬，战鼓

声声，风沙铸戎装”是对邓婵玉的真实

写照。邓婵玉作为一名将领，其职责

守护人民，而非滥杀无辜，最终实现了

自我成长。在旋律方面，《有女》运用

弦乐器为主基调，利用弦乐器那悠扬、

细腻的音色，巧妙展现了邓婵玉温柔

坚定的内心世界，让观众看到角色的

多面性。在与姬发的对抗过程中，邓

婵玉看到姬发不仅致力于击败敌人，

更试图为天下苍生谋求福祉，使得邓

婵玉开始反思战争的真正意义，认识

到真正的英雄应能够理解并同情他人

苦难，追求和平与正义，塑造了一位有

血有肉的女性形象。通过音乐与剧情

的深度融合，实现了音乐与角色的双

重共鸣。

残酷战争中谱写人性光辉

影片在讲述战争残酷的同时，亦

凸显了人性的美好。乌尔善导演围绕

“家园”这一主题，以一首《鸣岐》展现

了西岐百姓对家园的热爱与守护家园

的拳拳之心。影片在描绘西岐之夜的

场景时，利用篝火营造出温馨的景象，

百姓齐聚一堂饮酒欢歌、载歌载舞，反

映百姓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的景象。《鸣

岐》的歌词“凤鸣岐山”“鱼潜渭水”“黍

麦离离”“葛麻苇苇”等，创作灵感大多

源于《诗经》，对仗严格、朗朗上口，唱

出西岐人民保卫家园的决心和斗志，

传递出中华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家国

情怀，令听者感动振奋。首先，用声音

雕刻人物与情节。音乐不仅是背景，

更是推动剧情的“隐形角色”。乌尔善

导演在解读电影中的角色关系时提

到，不同角色在战争中的出发点不

同。《鸣岐》这首歌以音乐语言，讲述了

每个人“为何而战”的目的追求。例

如，姜子牙作为封神榜的执掌人，其战

斗目的是为了辅助明君，恢复人类和

平安宁；姬发作为一方君主，希望对抗

纣王的残暴统治，护佑西岐百姓的安

危；邓婵玉作为忠诚的战士，听从纣王

的命令征战四方，但随着战争的推进，

最终选择守护自己所追求的正义，为

无辜百姓而战；闻仲则是坚守着对君

主的忠诚之誓；而殷寿则出于对权力

的渴望，梦想成为天下共主。

《鸣岐》借助音乐艺术语言述说每

位角色独特的背景故事，将角色的战

斗动机升华为一种普世的情感共鸣，

让观众在欣赏战争宏大场面的同时，

也能体会到角色内心的信念与挣扎，

赋予角色更为生动的生命，促使电影

角色呈现更加立体，获得观众认可。

其次，增强影片的文化底蕴。一是《鸣

岐》舞蹈设计灵感来源于西岐深厚的

农耕文明，西岐篝火晚会集体舞编舞

刘虹老师巧妙将割草、拔草、收麦子等

日常生活中的农耕动作融入到舞蹈

中，每个舞步都蕴含着西岐人民辛勤

劳作的身影。二是主创团队在音乐创

作中选用了陶鼓，以突显八音中土类

乐器的独特音色。陶土材料源自大

地，其制作工艺亦与土地息息相关，两

者皆深深植根于大地之中。通过运用

这种充满泥土气息的乐器，旨在展现

西岐这片土地的淳朴自然之美，并以

此诠释“守护”这一主题。

家园乐土中唱响自由欢歌

《封神第二部》片尾曲《乐土》延续

了《鸣岐》的旋律，歌词创作承袭了《诗

经·国风》的文学风格，经过艺术化表

达，生动展现西岐的自然风光和百姓

的日常生活，旋律优美、易于传唱，表

达了西岐人民对家乡的热爱和守护之

情。《乐土》的作曲及制作人田汨表示，

制作团队力求在歌曲旋律上还原古代

曲调，将传统中国音乐元素与现代交

响乐相结合，利用音乐艺术语言构筑

神话史诗画面。在歌曲创作期间，创

作团队赴国内多个地方采风，从中国

丰富的民俗文化中汲取灵感，通过细

节的精雕细琢，最大限度还原殷商时

期的文化风貌。首先，守护一方乐

土。随着《乐土》的娓娓道来，姬发站

在西岐城内仰首望向天空中飞掠而下

的火球，让人回想起姬发跟随殷寿攻

打冀州城的战火，历经百余年和平的

家园也陷入战争危机，但身份已经转

变为西岐少主。面临愧疚而死还是为

百姓而活，姜子牙洞察到了姬发内心

的挣扎与彷徨，鼓励其肩负起属于自

己的那份担当，为百姓而战。同时，

《乐土》承载了理想乐土的美好景象，

西岐民俗古朴而亲切，与大自然和谐

共存，描绘出一幅安宁祥和、生机勃勃

的生活画卷，这正是姬发渴望守护的

理想之地，生动映现出歌词“适此乐

土，我守我护”的涵义。

“适此乐土，我居我处；于此而生，

于此而长……”吟诵般的歌声缓缓流

淌，瞬间勾勒出《诗经》般的古韵画

卷。那根植于民间的质朴情感，如山

间清泉般奔涌而出，热烈而奔放，洒脱

又自然，仿佛穿越千年时空，回响萦绕

在心灵深处。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声乐是人声演唱的艺术形式，亦常运

用于电影、电视剧及戏剧配乐等其他艺术

门类中，以形成综合艺术形式。声乐以其

独特的表现形式增强艺术表现的多元性，

提高艺术作品的魅力，更契合观众的艺术

审美。在推动电影剧情发展，渲染影片氛

围，刻画人物形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蒙太奇

——节奏与情感的声画衔接

声乐艺术与电影的融合是通过视觉

的电影艺术和听觉的演唱艺术进行配

合，“声画合一”便是蒙太奇的表现方式，

声乐配乐的律动要与影片发展的画面节

奏相契合。声乐与电影画面的衔接主要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声乐与画面节奏的

统一，二是声乐与画面情感的统一。

声乐与画面情感的统一，是指声乐

所表达的情感要与电影的主题、人物情

感、画面氛围相契合。如对于爱情片，声

乐可以表达爱情的甜蜜、苦涩、离别等情

感；对于战争片，声乐可以表达战争的激

烈、悲壮、英雄主义等情感。声乐与画面

情感的统一可以使观众更加深入地理解

电影的主题和人物，增强电影的感染

力。在惊险刺激的画面中多配以激情、

节奏快速的音乐，电影画面亦多采用由

远及近、快速变换场景，拍摄镜头多以动

态为主，拍摄手法多以摇臂、旋转、特写

等为主，音乐的编配要与画面的节奏契

合，音乐的情绪要对剧情发展有推动性。

二、声乐艺术在电影配乐中的作用

声乐艺术的基本特征包括情感性、

叙事性和情绪感染力。情感性在于声乐

有歌词，人声线条的强弱变化、音乐旋律

的高低起伏、节奏的律动性都能够表现

不同的情绪。叙事性在于声乐基于文学

能够通过歌词和旋律，叙述故事情节表

达思想和观念。感染力在于声乐与器乐

作品的属性不同，在特定条件下，声乐作

品能更好地与观众达到共情。

（一）声乐的感染力——奠定影片基调

声乐艺术的感染力会电影剧情的发

展起到铺垫作用，声乐艺术所体现的明

朗或暗淡色彩为影片的情绪走向奠定基

调。贯穿于声乐艺术中的调性大小决定

了影片的基本情感，若使用大调情绪明

朗，基于调性之上的旋律律动进一步丰

富艺术效果，若欢动的旋律会使电影情

绪活跃，如电影《音乐之声》中主题曲

《Do-Re-Me》活泼欢快，表现了欢乐的

情绪氛围，若柔和的旋律会使影片氛围

温暖抒情，《So Long，Farewell》（晚安，再

见）则营造了无比温馨的家庭氛围。

《Edelweiss》（雪绒花）悠扬舒缓，雪绒花

作为奥地利国花，在电影中演唱词曲意

指主人公对祖国的热爱及离别祖国的不

舍，主人公哽咽演唱全家合唱的剧情展

现了在困境中一家人相互扶持，共渡难

关的团结之心。

（二）声乐的抒情性——渲染影片意境

声乐的抒情性可以起到对电影画面

情绪的延展，从1927年华纳兄弟公映的

《爵士歌手》开始，电影进入有声时代，从

电影艺术角度讲，画面的呈现能展现故

事情节，但艺术的主旨在于表现“爵士歌

手”，声乐艺术的加入使作品大放异彩，

电影中的歌声、对话、旁白都增强了观众

的体验感。

《沧海一声笑》是金庸电影《笑傲江

湖》的主题曲，该作品气势磅礴、刚劲有

力，声乐唱到“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的歌词时，迅速营造出充满豪情壮志和

侠骨柔情的江湖，展现了武侠的魅力，影

片再通过特写、旋转、推远、拉近、全景、

错位等拍摄手法，易于展现作品的整体

已经，配合刀光剑影的大度画面和爱恨

纠缠的人物形象，使人沉浸于影片之中，

引发共鸣。

（三）声乐的叙事性——推动影片情

节发展

声乐的文学性能够表达时间、地点、

人物等特性，在电影发展过程中有时可

以发挥其文学意旨作用，音乐的基本要

素如调性、节奏、旋律等亦可以体现电影

情绪的张弛，声乐配乐可是剧情发展紧

凑、逻辑清晰，易于将观众带入情境，更

好地理解剧情内容。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中的声乐，音

乐成为了一种神奇的魔法，治愈了孩子

们的心灵创伤，给予他们希望和力量。

电影《唐人街探案》中，由泰勒斯威夫特

演唱的主题曲《Welcome To New York》

便渲染了欢快的电影情节，能够通过音

乐将观众带入主人公的境遇之中，表达

在纽约克服困难之后的喜悦心情。电

影《举起手来》中主题曲《老少爷们》便

交代了故事背景及号召“老少爷们，姑

娘媳妇儿，抄起家伙战起队儿，跟上八

路出了村”，整个故事内容便围绕歌曲

演唱的情节不断展开，有很强的叙事

性，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例如，影片《红

高粱》中，九儿出嫁时的配乐《颠轿曲》

改编自河南民歌《抬花轿》，可以渲染婚

嫁的喜庆场景，表现出陕北民间粗犷好

爽的风土人情。

三、声乐艺术作为电影配乐的要求

（一）经典声乐作品的适配性

优秀的声乐作品在乐曲旋律、歌词

内容、演唱技术等方面都颇为经典，歌曲

情绪清晰内容极具指向性，选取时需要

根据故事情节符合影片适配性，将高雅

音乐与电影艺术联袂，更好地呈现艺术

效果。

莫扎特的德奥歌唱剧《魔笛》中选段

《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是极为经典

的花腔女高音唱段，诸多电影中都有引

用，如电影《唐人街探案》中便引用此曲，

表现了电影情绪变换莫测有大人物即将

出现的场景。《三傻大闹宝莱坞》中亦有

借助歌剧来营造高雅情节，起到提高主

人公审美意味的作用。雷德利·斯科特

在《异形：契约》两次妙用瓦格纳在歌剧

《莱恩的黄金》中的“众神进入瓦哈拉”，

《危险方法》的整部配乐，大量运用《齐格

弗里德》里的诸多主导动机配乐师霍华

德·肖认为这部电影的结构就源自这部

歌剧的结构。瓦格纳歌剧片段中激烈的

情绪亦用于电影《现代启示录》，表现了

军官视人命为草芥，他人则陪他演这场

大戏。这是影响后世无数战争、动作片

的经典场景。

（二）声乐素材的角色契合性

影视作品在选择声乐作品配乐时要

注意，乐曲除了能够烘托剧情，有时还承

担起塑造角色形象的任务，作品选择应

贴合角色形象，展现人物性格，乐曲旋律

应音域适宜，节奏速度得当。电视剧《少

年包青天》主题曲《无愧于心》中“一些漫

不经心的说话，将我疑惑解开，一种莫名

其妙的冲动，叫我继续追寻”，便深入刻

画的包拯坚定执着、办案心思缜密、铁面

无私的人物形象。《人鬼情未了》中主题

曲歌曲《Unchained Melody》在电影中再

次引发热潮，伴随着旋律，观众能够想起

男女主角那段跨越生死的爱情故事。《毕

业生》中《The Sound of Silence》的旋律使

人追忆青春，丰富了人物形象，进一步体

会到作品表现的情感，成为经典之作。

（三）声乐与社会文化的交融性

声乐作品的创作包含时代因素及作

曲家意旨，不同时代境遇之下呈现不同

的作品风格，其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经

济等有着密切联系。电影艺术中声乐作

品的把握要将其放在历史的洪流中，要

契合时代背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便

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作品辉煌

激越、振奋人心，表现了坚强意志的中华

儿女。电影《铁道游击队》便选用《弹起

我心爱的土琵琶》，表现了英勇不屈，敢

于战斗的音乐形象。

结论

声乐作品的融入使电影艺术更具魅

力，增强的戏剧性效果，对于奠定影片基

调、渲染影片意境、推动影片情节发展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蒙太奇”

的表现手法中，节奏与情感的声画衔接

展现了声乐艺术在电影配乐中意义，同

时在选择配乐时要关注经典声乐作品的

适配性、声乐素材的角色契合性、声乐与

社会文化的交融性，这样才能使声乐作

品更好地与电影艺术相联袂。

（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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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

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方向，代

表着农村未来发展方向和先进的乡村

形态。新农人作为新型农民的典型代

表，是焕发数字乡村蓬勃活力、助力农

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主力军。通

过将技术资本与乡土知识进行创造性

转化，突破了城市精英与传统农民之间

的二元对立，形成兼具数字素养与乡土

根性的新型身份认同。近年来，农村信

息化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各类社会资本

开始抢占农村市场，涌现出农村电商、

直播带货等数字化新业态。与此同时，

《小岗纪事》《一点就到家》《我和我的家

乡》等展现乡村新风貌的影视作品层出

不穷，多元化展现新农人在推进乡村现

代化转型中的蓬勃力量。基于此，本文

在分析新农人对数字乡村建设重要意

义的基础上，剖析影像叙事中“新农人”

的数字化生存图景，提出数字乡村战略

驱动下“新农人”形象建设路径。

数字乡村视角下“新农人”形象

建设价值

从李子柒田园短视频出圈到“张同

学”土味视频爆火，再到《我和我的家

乡》《一点就到家》等新农村电影的上

映，均可以看到数字技术在塑造新农人

形象和推动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发展

中的深远影响。

从个体层面，新农人短视频、新农

村电影的迅速发展是农民参与数字乡

村建设的重要呈现形式。新农人短视

频作为连接数字乡村建设和农民群体

的重要桥梁，凝聚了新农人群体的智慧

与创新，由新农人担任主创者，借助数

字平台记录农村发展变迁、展现乡村独

特生活。通过重新诠释农村空间的文

化氛围，打破传统农民“面朝黄土背朝

天”的刻板印象，展现了新农人运用科

技、创新农业、热爱乡村的现代形象。

新农村电影则聚焦乡村振兴背景下农

村风貌的变革及新农人形象的重塑，展

现新时代农村一步步脱贫致富、迈向现

代化发展的过程。纵观以往关于农村

扶贫、乡村振兴的电影作品，善于借农

村脱贫工作中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来

树立高大的人物形象，宣传先进人物的

精神。而新农村电影大多采用平民化

叙事，从普通人视角塑造数字乡村建设

中的“新农人”形象，让观众感受到新农

人的多元面貌，以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

乡村建设。

从社会层面，在塑造新农人形象过

程中必然会展示乡村美景、乡村文化、

特色农产品等，可吸引更多人关注乡

村，带动乡村旅游、农产品销售等产业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新农村电影《加

油新农人》讲述了主人公凌逸霏返乡创

业，尝试借助短视频直播等方式推广水

果，并与好朋友苏皓晨携手成立了三农

服务平台“加油新农人”，为乡村经济发

展注入了新活力，彰显出新农人在数字

乡村建设过程中的责任担当。在当前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字化已成为驱

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而具备

数字素养的数字新农人是实现上述国

家战略目标的主体力量。通过塑造良

好的新农人形象，能够有效激励青年群

体返乡创业，将云端算法与田间地头深

度融合，激活农村数字经济的内生动

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的智力支撑

与创新动能。

数字乡村视角下“新农人”形象

建设途径

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新农人”作为

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凭借独特的创新

理念和实践能力，正推动着传统农业向

现代化转型发展。新农人的形象塑造

关系着他们自身的身份认同，深刻影响

着社会对这一群体的认同与支持。

场景化呈现新农人数字劳动情

境。传播学者梅罗维茨提出了“场景”

概念，以此研究“媒介场景”对人的行为

以及心理影响。场景化的核心在于利

用具体的、可视化的场景，展现新农人

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农业生产、管理

和销售的现代化转型，帮助受众更加直

观地了解新农人的工作内容，以此打破

传统农民形象的刻板印象，塑造出更具

时代感和创新精神的新农人形象。在

数字乡村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

农人”形象建设需深入田间地头、电商

直播间、智慧农业操控室等真实场景，

借助短视频、纪录片、直播带货等媒介

形式，实现对新农人数字劳动过程、利

用电商平台销售农产品过程的动态化、

立体化呈现，让更多的受众关注到画面

中的乡村场景，以此缩小城乡之间的认

知差距。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单元故

事《天上掉下个UFO》的开场，就是贵州

深山土著居民借助网络直播平台向观

众展示插秧机器人等各式各样发明创

造的场景。他的终极愿望是希望通过

自己发明的UFO让家乡的特色产品走

出大山，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

多角色设定丰富数字新农人形

象。新农人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兴

主力军，承载着乡村发展的新希望，亟

需获得社会各界全方位的了解、接纳与

支持。媒介形象本质上是一种经过媒

介渲染、沉淀于受众心中的印象。时

下，越来越多“新农人”耕耘在乡村振兴

一线，他们带着新理念、新知识、新技

能，逐梦广阔农村，建功希望的田野，为

乡村振兴注入“活水”。在这些“新农

人”群体中，包括“海归”留学生、城市青

年等多元化人物。他们凭借智慧与实

践，推动着农业种植和经营模式的深刻

变革，成为引领乡村振兴、发展现代农

业的重要力量。据农业农村部数据统

计，截至“十三五”时期末，“新农人”的

重要代表——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达到

1010 万。在“新农人”形象建设中，无

论是主流媒体还是自媒体都需要挖掘

一批“新农人”典型，从职业身份、创业

赛道等多维度入手，展现丰富多元的

新农人形象，引领社会各界对新农人

群体形成全新认知。杭州日报新媒体

中心推出“新农人，兴农策”重大主题

报道，聚焦“海归创二代”、共富“领头

雁”等群体，塑造出一群活力满满、逐

梦乡村的弄潮儿。

平民化叙事打造数字乡村新图

景。过去，农村题材作品倾向于塑造英

雄模范人物，以宏大叙事彰显乡村发展

成就。但在当今新农村建设语境下，农

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均发生显著

变化。电影创作者应从小角度、小切口

进入，聚焦普通人在数字浪潮冲击下的

蜕变历程，以平民化叙事打造数字乡村

新图景，以此来拉近与观众的心理距

离，让大家身临其境地感受数字乡村的

独特魅力。具体来说，创作者应坚持人

民性的创作导向，将目光聚焦于广大普

通新农人，深入他们的日常生活细节，

从深层次书写这些数字时代乡村建设

者的成长史和奋斗史，呈现他们在数字

技术应用中所展现的勇于创新、敢于突

破的精神风貌。农村题材电影《我和我

的家乡》摒弃了往日主旋律电影一贯的

宏大叙事，以五个独立的故事单元描绘

了中国东西南北中五个地区的家乡故

事，呈现了普通市民、农民工、商界精

英、家庭主妇等新农人群体的真实生活

与精神风貌，力图以平民视角重塑时代

的集体记忆，表达乡里乡亲守望相助、

建设家乡的家国情怀。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

战略方向，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

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新农人”

作为兼具数字素养与乡土根性的新型

群体，凭借着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成

为推动乡村数字化转型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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