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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电影传播“势能”分析

“武侠”作为具有悠远历史的文化表征，见诸

于中国各种文化事项当中。秦汉时文献记录有刺客专

诸、聂政；豪侠剧孟、郭解等等。到了明清有小说

《水浒传》、 (《儿女英雄传》、 《三侠五义》等武侠

类小说。武侠的传播可以见诸于小说、戏曲、诗歌等

媒介形式。中国武侠与现代光、电传播手段结合可追

溯到20世纪初，贾磊磊在其((中国武侠电影史》一书

中认为，中国武侠电影始于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

摄、由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虽然这只

是一部由电影镜头记录的戏曲表演，但是却“对中国

武侠电影的历史发展，乃至于中国电影的美学形式，

特别是对中国武侠电影的动作性场面设计和表演产生

了重要影响。”∞在中国电影起步期，被认定为第一

代导演的张石川、郑正秋、史东山等几乎都参与过武

侠类作品的创作。由于在先进科技中融合了民族文化

基因，武侠电影在那个时代广受欢迎，据记载，1928

年的强火烧红莲寺))一剧3年间续拍18集。到了20世

纪70年代，中国武侠电影真正成为民族文化符号进入

国际视野，李小龙以其独特的精神气质给武侠电影注

入了崭新的美学诠释，让全世界为中国文化着魔，之

后的张彻、胡金铨、袁和平、成龙、李连杰等人以新

的创建给武侠电影开拓发展空间，

武侠电影能够成为长盛不衰的电影类型的原因，

除去文本所传达的武侠文化本身的吸引力，还存在着

一些形式结构的因素。英国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

在其《大众传播模式论》中指出，传播过程中具有一

种“社会关系的粘聚力”，同时， “传播行为在某一

特定的关系结构中采取的是可以预见的或可重复出现

的形式”@。我们认为，武侠电影应该也是某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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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系粘聚力”的承载者，在武侠影片中“重复出

现”，形成的一种相对固定化的有力结构，促成了武

侠类型电影的持续传播。在武侠电影中除去剧中人物

的盖世武功、拔山之力这样的外显能量外。武侠电影

文本还有一种以一贯制，挥之不去的内部关系，这里

我们称之为“势”。许慎《[说文》解释势为“盛力，

权也。”辞海中“势”解是“权力”。这里所说的

“势”指的是在武侠电影文本具有的“关系结构”。

当今传播学研究有重接受者的理论倾向，在本文中对

武侠电影传播的内在关系则是更多的侧重于“文本”

一方，着重分析武侠电影文本内部结构中蕴含的“重

复出现的形式”，以及武侠电影内部的“粘聚力”之

所在。

一、‘铷唠，’、‘憾势’的传播运用

首先是地理之势， ((逸周书·周说》有日“势

居小者，不能为大。”《吕氏春秋·慎势》篇： “古

之王者，则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之宫，择宫

之中而立庙。”这种传统文化中造势、图大的观念已

融人了武侠电影的血液，铸就了中国武侠片的精神气

质。少林居嵩山，太极存武当，泰山、衡山、恒山、

华山、天山都有所属武术派别，对应的少林拳、武当

剑、蛾眉刺各型兵器，也都与地势之名并立，在传播

过程中借助地理居高之“势”留给观众丰富的想象空

间和神秘感。

其次是“情势”，((辞海》解释为“大势所趋”

之意。梁启超在其《中国之武士道》中说到：“中国

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以”仁爱”为基础所派

生出的“忠、孝、智、仁、勇、宽、信、敏、惠、

温、良、恭、俭、让”等道德标准，一直以来被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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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思想的核心，使武术这一战斗的力量、伤人的手

段被纳入了道德伦理的法规之中。((义侠黄飞鸿》

(1992年)中一日本武师被黄飞鸿击败，准备自杀，

黄飞鸿便教导他“武林之道，以德为基，以恕为本，

武功无德不立”。中国武术不光是为技击、健身，更

是精神修养、人格净化的途径。这是武侠电影传播所

遵循的民族文化的“大情势”。另外，在中国武侠电

影传播历程中，各个时代的情势又会有所不同。 “在

儒教时代，复仇是中国人最原始的热情，”。早期的

中国武侠电影倾向于表现个人、民族的恩仇，以武术

暴力的形式提供“一种越轨的感官刺激”④。20世纪

的《黄飞鸿》系列， “在传统的道德主体上，又加上

了天时、地利的大好时机，将一个中国式的意义故事

扩大成一种反抗侵略的正义的传奇。”@我们可以看

到，民族主义的q隋势”贯穿于从《精武门》(1972

年)到((黄飞鸿》(1991年)的20年的中国武侠电影

中。时代变化了，武侠影片的主题也会与时俱进，到

了21世纪，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大“情势”就衬托

出简单民族主义的狭隘，新时代的武侠影片也顺应大

势，将一些普世价值观注入故事当中，在((霍元甲》

(2005年)中，将一个极具民族主义的经典故事引入

了自由、平等、非暴力的现代伦理观念。陈可辛的作

品《武侠》(20l 1年)，讲述的就是心灵救赎的普世

伦理，甚至还将微观武侠、医学武侠这样一些现代科

技作为影片叙事的创意元素，普世的科学精神在作品

中得到体现，导演陈可辛说： “影片中描述人体经络

和一拳打爆十条血管的体内变化，每一个逻辑和动机

都是科学计算的结果。”固

二、偶像、宗教的势能修辞

在中国本土文化中，还没有一个真正宗教意

义上的神，但是在各行业当中却有各自所属的行业

神，这些神祗或是历史上确有其人，或是只存在于

传说当中，灶王——厨行、赵公元帅——钱庄、文

昌帝君——书籍南纸行、太上老君——冶炼业、姜

子牙——相面与b卦业、吴道子——油漆扎彩业、

王维——画店、眼光娘娘——眼药铺。中国武侠电

影从创始到现在，每一部作品都是在有意无意的创

造一个传奇、偶像。如果说“猫王”是西方流行音乐

的传奇，李小龙则是中国武侠电影的“先王”，在李

死后的几十年间对偶像的模仿从未停息，周星驰曾经

不讳言： “李小龙是我的偶像，小时候在戏院里看的

平生第一部电影就是他主演的。那部影片让我感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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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接连又看过几部他主演的电

影后，我立志做一个武术家或是一个演员，如今我努

力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是因为他。”④在他的电影《功

夫)) (2004年)中，通过模仿他一两个经典姿势的镜

头表示敬意， “把他对功夫的理解放到了我的电影

中。”④其实，无论是历史真实的人物黄飞鸿、霍元

甲、陈真还是传说虚构的雄霸、剑侠都是以偶像的形

式构筑电影叙事，在传播中建构受者的精神坐标。武

侠影片中神圣化形象的传播方式，可以说是一种人生

社会的智慧。((孟子·公孙丑上》有日： “虽有智

慧，不如乘势”。武侠影片通过这种神圣化的武器与

文化范本建构属于自己的体系，在传播过程中借助神

圣化的修辞力量形成巨大的文化惯性，进而形成具有

穿透力的传播效果。

神圣化修辞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武侠电影与宗教

的结缘。高大的寺庙、幽深的道观、神圣的教主、神

秘的教义都给宗教笼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借助神秘

宗教的神秘之力，增强自身传播之势的技巧是武侠电

影惯常使用的结构方法。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内容所

指、结构方式还是伦理倾向都可见挥之不去的宗教情

结，并已成为中国武侠电影创作集体潜意识的表征。

李小龙《死亡游戏》(1978年)，故事讲一班

绝世高手到一座5层佛塔夺取一件宝物，塔内每层都

由一位高手把关。当日李小龙上塔闯关，而影片中主

角一边打斗一边表述武学理论，李小龙的初衷也是通

过这种佛教语境的设置传达自己对武术与个体关系的

思考。《双旗镇刀客)) (1990年)中手刃土匪“一刀

仙”的孩哥，带着好妹离开双旗镇远走他乡，留下了

一个开放式具有宗教意味的结局。 ((义侠黄飞鸿》

(1992年)中一日本武师被黄飞鸿击败，他认为辱没

了武士道精神，准备自杀，经黄飞鸿“武功无德不

立”教导之后，出家修行。在影片《霍元甲》(2005

年)中，李连杰饰演的霍元甲与日本武士谈论茶道，

当言及茶叶品质贵贱时，李所持“茶本无品”的观

点，也正是源自佛教万物平等的理念。导演李安认为

武侠电影中最有价值的是“潜藏在刀光剑影中的‘心

诀’”。里昂·汉特在其著作((功夫偶像》一书中这

样评价中国武侠电影的内容特点： “在中国经典的武

侠电影中，最神奇的法宝与最剧烈的毒药一样，都

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一种无形之物——它是人的

智慧、人的心计”。@中国武侠电影中的这种叙事倾

向，与东方宗教强调内心体验的心理取向是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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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自然的成为武侠电影叙事的有力推动。

三、时间、空间建构心理之势

信息传播的效果除去信息品质之外，如果能辅

以时间、空间的传播修辞，效果会更好。在电影传播

过程中，传者和受者虽然是处于同一个时空，但是如

果故事内容跟受者的时空间隔越远产生的庄严感也就

会越强，神秘感越甚。时空间隔越久远，越能及其观

众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同时投入的关注度和沉浸的程

度也就越高，产生的传播力度也就越大。这在中国这

样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度，培养出中国人更容

易关注过去的接受心理，故事发生在过去时空，更容

易得到国人的敬仰。基于这样的接受心理，中国武侠

电影也在这种集体潜意识的趋势之下不自觉的具备

了这样的特征，就是更喜欢讲述过去的故事。张彻

《独臂刀》(1966年)、((刺马》(1973年)、((五

毒》(1978年)；胡金铨((大醉侠》(1966)、Ⅸ龙

门客栈》(1967年)；张艺谋《英雄》(2002年)、

《十面埋伏》(2004年)；陈可辛《投名状》(2007

年)、((武侠》(2011年)等等，这些中国武侠电影

的经典之作，一个共性特征就是都将故事背景放置在

过去时空。中国武侠电影作者已经有了一个默契，就

是要在过去时空，似乎也只有在过去时空才能寻找到

强烈的叙事热情。其实，这种时空的远景叙事正是被

当做一种传播策略在运用。德国著名心理学家、美学

家于果·明斯特伯格在其《电影心理学))中指出：

“电影不存在于银幕，只存在于观众的头脑里。”回

在武侠电影的传播过程中，时空的远近与效果呈现反

比。这种远景时空的传播策略也是基于受众心理距离

和陌生化的建立，最终在受者的信息解码中实现。从

传播学的角度，武侠电影中的势能是融汇于内容结构

结构之中的。同时这种融人也必须具有一定的语境，

就是受者必须具有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

四、总结

武侠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类型，传播“势

能”存在于武侠电影文本的“关系结构”之中， “地

势”借助地理之势建构崇高和神秘感、 “情势”是

民族文化语境赋予的政治社会反映；偶像与宗教情结

的势能修辞成就了中国武侠电影特殊的气质、风度；

时间、空间势能的运用给陌生化观影心理提供一个恰

当的基调。这些武侠电影内部结构中蕴含的“重复出

现的形式”， 不同于显性内容又与内容紧密相连，

正是武侠电影内部的“粘聚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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