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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在电影领域，以真实历

史为背景的作品在精神层面通常都离不开集体记忆的影响。由张艺谋执导的谍战题材电影《悬崖之上》

上映于2021年，故事取材于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地区的抗日历史。该片以新颖的叙事结构、细腻的镜头

语言、独特的审美意象，唤起了观众在潜意识层面对于历史与英雄的记忆。本文试从集体记忆的角度切

入，联系英雄叙事理论，对该片的创作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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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1920s, French sociologist Maurice Halbwachs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field of cinema, works based on real history often have their spiritual roots in collective 
memory. The spy thriller Cliff Walkers, directed by Zhang Yimou and released in 2021, is based on 
the anti-Japanese history of Harbi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film uses a novel narrative 
structure, exquisite camerawork, and unique aesthetic imagery to evoke the audience’s uncon-
scious memories of history and hero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visual storytelling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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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nts of Cliff Wal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conjunction with heroic nar-
rativ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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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4 月 30 日，《悬崖之上》正式上映。作为谍战片处女作，导演张艺谋对其倾注的心血不可

谓不多——辗转三地造雪搭景，动作戏份精益求精，从成片即可看出导演的野心与态度。影片背景设定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东北，讲述为了获得日本展开反人类实验的证据，由张宪臣、张兰、王郁、王楚

良四人组成的“乌特拉”小组被派往哈尔滨，在此过程中被特务科长高彬盯上，而卧底在特务科的周乙

必须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为四人掩护的故事。 
作为一部反映伪满洲国时期英雄人物反抗日伪政府的电影，《悬崖之上》不仅是对历史的一次影像

重现，更是对民族集体记忆的一次深刻挖掘。 
本文将从英雄叙事理论和集体记忆理论出发，以《悬崖之上》为例，探讨电影如何通过英雄形象的

塑造、对英雄事迹的再现来强化和传承民族的集体记忆。通过对电影叙事策略的分析，揭示集体记忆在

塑造民族身份和历史叙述中的作用，阐释其如何影响和塑造当代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和历史观，以及英雄

形象如何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进而探讨同类型电影作为文化产品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重要地位。 

2. 诞生于集体记忆的谍战电影 

谍战题材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重要的电影类型，在特有的时代背景与政治背景下形成了自己的

风格特征。其作为一种经典的电影类型一直以来有广泛的受众基础，它将特殊背景下的地下谍报工作与

侦探、推理、悬疑等元素融合在一起呈现在受众面前，满足了受众对于政治立场和惊险情节的观影需求。 
从中国早期的悬疑谍战类型电影，如上映于 1946 年的该类型电影的鼻祖《天字第一号》等可以看出，

中国的谍战电影的产生契机是抗战时期和建国初期政府对于意识形态的塑造。然而要追根溯源，谍战类

型片的诞生和发展离不开电影受众的需求，而观众的需求来自于潜意识领域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

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累积，而是由社会群体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中形成和维持的共享记忆。其

不仅受社会框架的影响，自身也是一种社会框架，表现了其所在社会的需要、心理和期望，提供了认知

和情感导向。同时，集体记忆也并非是对过去的真实再现，而是某群体根据自身利益对过去意象进行调

整后，为全体成员重新塑造出来的所谓“共同”记忆。在谍战类型的影片中，集体记忆的内容除历史事

件、共同经历外，对于英雄人物的想象和崇拜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3. 集体记忆的唤醒：“记忆之场”的构建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记忆之场”这个概念，“在物质或精神层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

体。经由人的意志或岁月的力量，这些统一体已经转变为任意共同体的记忆遗产的一个象征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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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场域”往往承载着人们的精神记忆，当身处其中时，物质的、象征的和功能性的存在就会帮助人

们进行回忆。为了“唤醒”观众内心深处对于那段历史的共同记忆，《悬崖之上》主要通过两方面来实

现：在浅层的具象表达上，通过还原特定地区的风貌和特殊时期的建筑从而构建起真实的历史空间；在

深层表达上，导演则通过镜头语言、隐喻的视觉符号等表现手法来调动观看者的公共记忆。 
《悬崖之上》以电视剧《悬崖》为蓝本，故事展开立足于“哈尔滨”这一具有特殊时代气质的地点。

一提到伪满洲国时期的东北，人们首先便会想到大雪纷飞中肃穆、悲凉的城市。作为中国最早得到近代

化开发的地区之一，彼时哈尔滨发达的城市形象和受控的历史背景形成了另类的强烈对比。这段记忆深

藏在每一个知悉这段历史的中国人的心中，只需加以感召，便能令其复苏。 
于是为保证最大程度上还原历史、唤醒记忆，《悬崖之上》剧组在场景搭建、选取上煞费苦心：在

山西大同搭建了完整的哈尔滨街景，中央大街、马迭尔宾馆、亚细亚影院、大使馆、咖啡馆等等场景以

假乱真，力求外景皆实景，给予观众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而诸如开篇时雪乡深林、横河道子车站等场景

则都是实地实景拍摄，只为达到最真实的视觉效果。 
通过对历史场景的“重现”，电影成功传达出压抑但暗潮汹涌的时代质感和“哈尔滨”这一特定地

点肃杀、萧瑟的气质。让观众在看到漫天皑皑白雪和极具异域风情的建筑的瞬间，随着片中角色们一同

进入一个跨越时间、空间的“记忆之场”。 
除此之外，在视觉符号层面的隐喻也是导演引导观众回溯记忆的重要手段之一。《悬崖之上》中，

所有的主角都几乎身着黑色，大衣、围巾、手套等在人物身上共同组成大面积的黑，常常与背景中大雪

的白形成强烈对比，由此达成独特的黑白美学风格。这样的美术设计既能给观众留下类似老照片的视觉

印象，呼应时间背景；又以黑与白的鲜明对比展现出以“乌特拉”四人组为首的地下工作者在危机四伏

的时代大潮下踽踽独行的英雄形象，而胸怀家国大义的英雄形象同时也是“记忆之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4. 集体记忆中的英雄叙事 

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强调了社会记忆在塑造民族认同和历史叙述中的重要地位。在《悬崖之上》

中，英雄人物们的英勇无畏和牺牲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符号，这一符号凝聚了集体共识，是

唤醒和固化群体间共享价值的重要纽带。英雄是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重要维度，是推进中华民族复兴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精神力量支撑[1]。英雄记忆不仅仅是个体层面的回忆，而是跨越时空的集体

记忆。它在电影叙事中得以再现和强化，从而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英雄形象在电影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是故事的推动者，更是道德理想的体现者。《悬崖

之上》中的英雄人物，如张宪臣、周乙等，他们的形象构建遵循了“英雄叙事”的理论框架，成为集体

记忆中的关键元素，而作为关键元素的英雄人物又通过电影这一媒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成为激励

当代观众的道德标杆。 
区别于以往同类型影片中正面角色“伟光正”的模板式刻画，《悬崖之上》对于英雄人物的塑造从

人文关怀出发，展现出他们与常人相似的一面：对爱人安危的牵挂、对寻找孩子的执着等等。在影片中，

乌特拉小队中最为深思熟虑的张宪臣，正是出于对孩子的爱，才会在可以脱身时铤而走险，最终落入反

动分子手中。电影在角色们个人情感层面的着墨其实并不多，但恰恰是这些简短、独立与主线故剧情之

外的镜头，为整个故事起到“画龙点睛”的功用。普通人的情感在英雄人物身上得以体现，这虽是他们

的软肋，却也是角色自身最根源的立足点——正因为有心中有爱，他们才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奉献与牺牲，

他们寄托于亲人、爱人的小爱，是其家国大爱得以生发的原点。 
“只有把英雄放归到真实的‘人’这个前提下，并且从这个前提出发，去凸显其非凡之处，这样的

英雄才是真实的、人间的英雄，也才会被读者认可和接纳。”《悬崖之上》成功地处理了“作为人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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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和“作为英雄的人”之间的关系。英雄也是人，带有人的一切复杂人性，他们也有儿女情长、七情

六欲。但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因为他们具有超越常人的决心、毅力与勇气。常人的苦恼、私欲、退

缩只是英雄叙事的逻辑起点，不是终点。在穿越这些困惑与犹豫之后，作出崇高的选择和坚持，这才是

英雄最终成为英雄的关键。 
《悬崖之上》选择将人物放入普通人视角进行塑造，以人物的内在情感促进电影情节的发展，在彰

显人物特质的同时推动叙事进程和冲突发生，这样的做法无疑赢得了观众了肯定，引发了观众内心的情

感共鸣。由此，《悬崖之上》印证了一个看法，那就是这个时代的观众并非不需要英雄叙事，而是需要

能在更深的精神层面唤起观众“记忆”的英雄叙事。 
对于英雄高尚精神的向往与崇拜作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其实一直根植于广大人民的心中。但集体

记忆永远处于变动之中，不是一种结果，所以在新的时代如何唤醒人民心中的共识、如何用全新的话语

建立对何为正义、何为善良、何为道德感的理解，是当下的文艺作品应当深刻思考的关键问题。在这一

点上，《悬崖之上》于探索中给出了具有进步意义的答案。 

5. 总结 

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的献礼作品，《悬崖之上》在上映时还成功入围当年的第 94 届奥斯卡

最佳国际影片奖，这些荣誉使它近年来最值得关注的主旋律叙事影片之一。本片在包含传统的谍战题材

影片所具有的惊险、心理与智力博弈等元素之外，于叙事方式、人物塑造及美学表达上都进行了创新与

突破，为该类型电影创作探索了更多呈现的可能性。 
而在精神和情感层面的表达上，本片则利用集体记忆的特性，综合运用文化、色彩、话语及行为等

多种符号表达形式，通过英雄叙事、情感叙事、逻辑叙事与心理叙事的手段，充分调动起观众内心的对

于历史、英雄、民族的认同，以达到浸润观众精神、树立崇高榜样的作用。 
正如吴瑛、乔丽娟在文章《集体记忆与共享价值：中国英雄的全球传播研究》中指出的：“集体记

忆不仅是对历史的窥探，还映射出现在和未来的叙事线索……集体记忆经常被调动和利用，‘集体记忆

并不是虚幻的，而是嵌入到日常生活的话语表述中，栖身于各种纪念性的符号里’”[2]。人们通过所处

环境，慢慢吸收其提供的集体记忆，并将它缝合成为自身对于历史的感知[3]。通过调用集体记忆，《悬

崖之上》实现了与观众情感的联结，以创新易懂的叙事框架吸引了青年观众的目光，进一步激发了青年

一代对主旋律题材作品的热情。 
本文研究了《悬崖之上》的叙事手法和叙事内涵，从英雄叙事与集体记忆的角度出发，深入发掘了

中国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对于提升当代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本文

也希望帮助同类型电影的创作开阔视野——向内发掘民族历史中为人民所继承的精神内涵，向外变革叙

事表达与拍摄手法，以期打造出兼具精神教化与情感慰藉的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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