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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要 

文章侧重考察战争电影的美学思想，拟从以下三章展开：第一章通过对存在

主义的简要描述，发掘战争电影中蕴涵的存在主义哲学基础及存在主义美学思想

在战争电影中具有的重要意义；第二章分析战争电影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

的关系，重点分析战争电影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和指向。第三章通过对西方美

学思想崇高理论的梳理，尤其以德国古典美学为考察重点，以此来阐释其对战争

电影的影响和渗透。结语部分，通过以上对战争电影美学思想的描述与分析，归

纳战争电影及其理论研究的成绩与不足，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意见，以期为中国

战争电影事业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    战争电影      存在主义      意识形态       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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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Abstract 

The articleconcentrates on aesthetics thought of Contemporary War 

films,drafting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chapters here: 

Chapter first discusses existentialist philosohty foundation that Contemporary 

War films possess and significance of existentialism aesthetics to Contemporary War 

films. 

Chapter two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War films and the modern weatern 

Marx doctrine aesthetics and mainly reveal the political function and point of the  

ideology of Contemporary War films. 

Chapter three combs out the theory about sublime of western aesthetics 

thougt,especially to focus on the German classical aesthetics,interprets the influence 

and infiltration that it produces to War films. 

The conclusion part summarizes the main points of this thesis and relevant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esent study ,gives out concrete suggestions and expects to 

contribute to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ar films. 

 

Key words:War film；Existentialism；Ideology； Subl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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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1

绪论 

一、写作缘起 

朱光潜先生说：“不通一艺莫谈艺”，作为一名艺术学专业的研究生了解并

力争弄通一门艺术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份内之事，鉴于此，笔者选择了战争电影这

一艺术门类做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众所周知，对于影视艺术的研究，如果缺乏学

术理论和思想的支撑，极易流于一般的影视评论，不能达到思想和理论的高度，

更遑论哲学品格了。国内关于影视美学的理论著作很多，但具体将战争电影纳入

美学思想的框架内加以讨论的现象目前并不多见，但古今中外，各种美学思想层

出不穷，流派纷呈，为了能更有针对性地对战争电影进行深入的研究，笔者选取

了三种美学思想做为本文的切入点，并由此展开论述。 

二、研究现状 

何谓战争电影？顾名思义，战争电影就是以战争生活为题材的一类电影。它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讲，战争电影主要以部队官兵的战斗生活为表现对象，

描述的是不同国家不同军事集团在不同时期发动的战争中部队官兵的情绪反应、

官兵个体与部队集体之间及官兵个体内心的矛盾和冲突；广义上的战争电影除了

表现前者外，还在于表现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战争这一非常态生存境域中，普通

群体及个人的生活遭遇及其悲欢离合，并以此来传达出编导们关于战争的思考。

鉴于此，本文所依据的战争定义毫无疑问是广义上的，文中所引用和论述的战争

电影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展开的。 

从古至今，不难发现，在人类漫长的艺术长河里，关于战争的作品层出不穷，

战争由此成为了一个常写常新的话题，也成了一座永远挖掘不尽的艺术宝藏，同

样，关于战争的电影和其他题材的电影一样，在丰富电影这一艺术门类的内容及

其表现形式的创新上都充当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然而，如果加以细心考察，

我们将会发现，真正将战争电影放在美学思想这一框架里进行理论的思考和阐

述，无论国内外，都是一个并不常见的现象，关于这方面的理论著作可谓少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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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但关于电影美学的研究则是早已有之。在西方，代表性的理论著作有：鲁道

夫·爱因汉姆的《电影作为艺术》、雨果·明斯特贝格的《电影——一次心理学

研究》、让·米特里的《电影美学与心理学》、让·马扎莱的《电影与心理学》、

贝拉·巴拉兹的《电影美学》、麦茨的《电影语言》、马尔塞·马尔丹的《电影

语言》、B·日丹的《影片的美学》、多宾的《电影艺术诗学》、亨·阿杰尔的

《电影美学概述》、安德烈·巴赞的《巴赞的电影美学论文》及《电影是什么》、

克·梅兹的《电影语言——电影符号学导论》等等。在国内，尤其 80 年代以降，

也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理论著作，如：彭吉象的《电影：银幕世界的魅力》及

《影视美学》、胡安仁的《电影美学》、朱小丰的《现代电影美学导论》、姚晓

濛的《电影美学》、王志敏的《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及《现代电影美学体系》、

金丹元的《影视美学导论》、张涵等的《影视美学》、王世德的《影视审美学》、

黄会林编的《影视美学教程》、宋家玲等的《影视美学》、张瑶均的《影视的美

学》、南野的《影像的哲学——西方影视美学理论》等等。① 

必须承认，以上诸位都从自己独特的理论视角对电影美学这一研究课题做出

了独到的阐释。然而，笔者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收集到的关于战争电影美

学方面的理论著作却是屈指可数、凤毛麟角，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李晓红的

《从<南京！南京！>看战争中的人性》、梁柱的《〈集结号〉新历史主义解读》、

张颐武的《<金陵十三钗>：民族的新生与救赎》、李迅的《<金陵十三钗>：一

次症候阅读》、逸名的《攻不破的上甘岭》、卢英宏的《<红高梁>模仿·断裂·演

戏·野展》、姜艳的《浅析二战后苏联战争片美学历程》、范藻的《抗战电影：

是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有关抗日战争题材电影的美学反思》、颜彦的《痛

定思痛——中国电影中的抗日战争》、梁华等的《浅析张艺谋电影中的民族精神》、

陈庆艳的《沉沦世界中的觉醒——解读<南京！南京！>中的自我救赎》、吕益都

的《本土化叙事的智慧——“十七年”军旅题材类型片创作的启示》、峻冰的《斯

皮尔伯格——生平与创作轨迹》、刘硕的《视听话语阐释与精神传承——对“红

色经典”改编剧创作研究的梳理与反思》等等，应该说以上所举理论资料有一部

分很难用严格意义上的“美学”来界定，既然本文以《战争电影的美学思想初探》

为题目，那么资料的来源，除了上述电影美学方面的著作，还应包括以下几种情

                                                        
① 金丹元：《影视美学导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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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1、一般的美学理论著作；2、战争电影批评的资料；3、编导们的言论。这

些都是战争电影美学思想分析赖以产生的基础。① 

然而，再高深的理论总是要联系实践才不会流于纯粹的玄思，过于抽象就会

令人望而却步，正如金丹元教授所言：“影视美学必须有影视本体及审美理论的

基础才能建立起来，否则，再奥衍莫测的高深理论也难站稳脚跟，即使看似言之

凿凿，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也仿佛摇摇晃晃的空中楼阁会让人觉得不踏实，或

产生偏离之感。”②结合国内研究现状，加以细心考察，不难发现，的确存在着

类似的不足和缺憾，要么是高深的理论讲义，令人望而生畏，要么是一些泛泛而

谈的影视评论，读了给人一种隔靴搔痒之感，为了克服这种理论过于抽象以至脱

离艺术实践、评论过于主观以至流于肤浅之现状，本文拟从以下三大板块展开讨

论：一、存在主义美学思想及其对战争电影的影响；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

想及其对战争电影的渗透；三、德国古典美学思想之崇高理论及其对战争电影的

作用。 

本文选取这三种美学思想，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一、本文要研究的艺术对象是战争电影，战争是一种非常态的生存境域，直

接关乎着人类生与死这一终极性话题，而存在主义美学回答的首要问题就是人的

生存。 

二、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虽然斑驳复杂，但对意识

形态的政治功能研究是他们共同的理论指向。 

三、战争是对人性的挤压，它带给人的不是美感，而是恐惧，但战争有正义

和非正义之分，而人又是理性的动物，当置身其间的人们用理性战胜了战争所带

来的恐惧之后，向死而生，从容赴义就不可避免地着上了崇高的色彩。 

由是，本文试图在具体的艺术实践——战争电影与抽象的理论形态——美学

思想之间搭建起一座互通的桥梁，以期为之后的影视研究提供某种可能的启示和

借鉴。 

                                                        
① 郭勇健：《作为艺术的舞蹈》百花洲文艺出版，2005 年 
② 金丹元：《影视美学导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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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存在主义美学思想及其对战争电影的影响 

第一节 形而上学视域下的“存在”之思 

纵观西方美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种美学观念或者流派都是有它的哲

学思想做为其基础的，同理，存在主义美学正是存在主义哲学结出的硕果，二者

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顾名思义，存在主义是将“存在”做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

但是，对“存在”问题的研究是自古希腊就已经开始了的，古代美学的哲学基础

是实体本体论，即将“存在”或者“本体”作为思考的中心，古希腊的毕达哥拉

斯学派从数学入手，将数做为世界万物的本体。在美学思想上，该学派主张将音

乐做为和谐形式的典范，并由此出发，推延出世界万物的结构秩序都呈现为音乐

性的音阶和数目。柏拉图从“理念说”出发，认为世界的本原，世间万物都是“理

念”的影子，由此，在美学思想上，柏拉图认为美是对理念的分有，而艺术却是

虚假的。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世界的本原即实体由质料加形式构成，在现实世界中

探讨“存在”，将“存在“理解为推动事物构成、发展的实体和始因，并由此展

开了美学思考，认为，美具有“秩序、匀称与明确”的形式特征。到了中世纪，

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人将哲学和美学推向了神学，认为实体是上帝，真

善美是上帝的属性，这样全部的美学就成了神学的一个奴婢。一直到后来西方哲

学转入认识论阶段，从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绝对

精神”，无一例外都涉及到了对“存在”问题的讨论。但在海德格尔看来，建立

在形而上学二元论基础之上的传统哲学关于“存在”的讨论，实际上都没达到对

“存在”的真正思考，它们主要的错误就在于把“存在”当成了“存在者”，这

样一来，真正的“存在”就被遮蔽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将感性个体的“存在”

真正意义上作为本体来思考的存在主义思想开始于十九世纪末，并且经由基尔凯

郭尔、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一批哲学家的努力，存在主义思想逐渐并 终地

在西方美学史上汇流成河，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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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存在主义思想先驱 

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存在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一种不满，即不满哲学之依

据于科学事实的定向，而同时代的康德主义哲学正是以此为基础的。”① 

一、基尔凯郭尔对黑格尔哲学的质疑 

存在主义的先驱基尔凯郭尔正是由于对黑格尔哲学的不满，才展开了他的哲

学思考和对传统的批判。他认为黑格尔的以“绝对精神”为基础的哲学体系虽然

体大虑周，但 终没能给“人何以生存”这样一个人之为人 为迫切的问题开出

药方，因此它虽可以认识宇宙真理，却无法指导人生。由是，基尔凯郭尔坚称哲

学的根本使命是关注感性个体及他现时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单纯的抽象的概念的

逻辑推演，这样，基尔郭尔就将人自身的当下存在置于了他全部哲学的 核心位

置。② 

二、尼采：强力意志和价值重估 

尼采是以一个极端叛逆的思想家形象登上西方思想史舞台的，他一现身，整

个西方思想界便被其狂放的姿态所震惊，并对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戒备，以至

于他的思想在 19 世纪哲学中为大多数人所拒斥，至到 20 世纪才大放异彩风靡全

球，并由此被推上了古典哲学的终结者、现代哲学的开创者这样一个其他人再也

无法与之比肩的地位。他在对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哲学继承又批判的基础上，将其

生命意志改造成强力意志，并对其悲观主义进行扬弃，提出了强力意志学说，“凡

是有生命之处，那里便也有意志，但不是生命之意志，却是——我这么教你——

向权力意志！” ③按尼采的解释，所谓的“权力意志”就是一种原始性的生命力

的实体，是超主体的充满激情的实在，是永劫和矛盾，苦恼和极乐，是万物之源，

是世界的唯一根源，是用酒神精神改造过的“生命意志”，“这是权力意志的世

界——此外一切皆无。”④与他的“权力意志”本体论相适应，尼采极度宣扬他

的非理性认识论，在他看来理性根本不是认识世界的工具。由此，尼采在对世界

的存在和可认识性提出了怀疑的基础上，对传统的西方哲学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和

                                                        
① 伽达默尔：《伽达默尔集》，严平、梁勇鸿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39 页。 
② 朱立元：《西方美学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版，第 1223 页。 
③ 周国平：《〈悲剧的诞生〉译序》，三联书店 1986 年版，第 8 页。 
④ [德]尼采：《权力意志》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7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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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尤其在晚年，提出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哲学命题“重估一切价值”，这样，

传统的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之上的认识论就为价值论所置换。认知成了意向，将这

种价值论用于对感性个体的现时生存考察，就发展成了所谓的“超人哲学”。人

类离开了上帝的庇护，没了终极的关怀，孤独的灵魂只能展开伟大的生产自救，

如果再按照传统的理性模式去建构那个理想的其实只是假象的世界模式和行为

规范，就成了一个巨大的虚无。但虚无虽是必然却非绝望，虚无主义是我们的对

传统虚假的解构和对新的价值和理想的思考和重建的逻辑。①与其哲学相对应，

在美学思想上，尼采将人作为了美学的出发点，“没有什么是美的，只有人是美

的：在这一简单的真理上建立了全部的美学，它是美学的第一真理。”②美以人

的存在为前提，“如果试图离开人对人的愉悦去思考美，就会立刻失去根据和立

足点，”③ “人相信世界本身充斥着美，——他忘了自己是美的原因，唯有他把

美赠予世界。”④不可否认，处在思想变革活泛的世纪之交，尼采的思想是极其

驳杂的，很难用“存在主义”的思想内涵对其做出完整的解释，但是他和基尔凯

郭尔关注感性个体现时性的生存方式，做为思想资源和理论滋养对于后起的海德

格尔和萨特等人关于“存在”的运思有着不可磨灭之贡献。 

第三节 西方美学的第二次伟大转向 

一、海德格尔：存在论 

谈论存在主义，海德格尔无疑是一座无法绕开的高峰，他的“存在论”对萨

特及存在主义的后学们产生了难以评估的影响。正是海德格尔的虽知必入伟大之

迷途却依然运伟大之思而无悔的努力，西方哲学美学史才产生了由认识论而存在

论的第二次重大转向。作为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原是现象学的干将，为此，

胡塞尔曾说：“现象学就是海德格尔和我。”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导

言中也曾说：“要是没有胡塞尔在其《逻辑研究》中首先提出现象学而打下基础，

下面的研究本是无法进行的。”⑤但也正是随着这部巨著的问世，师生二人的思

                                                        
① 王岳川：《当代西方 新文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版，138 页。 
② [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商务印书馆 1986 版，第 322 页。 
③ 同上，第 321 页。 
④ 同上，第 322 页。 
⑤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转引自金丹元《影视美学导论》上海大学出版社，第 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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