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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影名称是电影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影片的命名又可分为直接命名和间接命名，是一个十分复杂

的过程，与语言学、文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密切关联。为更深入了解方言电影名称背后所反映的文化

特色，有必要从地域文化、历史文化、宗教文化、社会心理、经济物质文化等层面，对方言电影名称的

文化理据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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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lm title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film. The film naming method can be divided into direct 
naming and indirect naming. It is a very complex process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multiple disci-
plines such as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sociology. In order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reflected in the names of dialect films,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rationale of the names of dialect film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gional culture, historical culture, 
religious culture, social psychology, and economic and materi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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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方言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成为反映地方特色和文化的重要形式。方

言电影的名称不仅仅是电影的标识符，更是其文化表达的重要载体。电影名称作为文化符号，在传递地

域文化、塑造电影形象以及引发观众情感共鸣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分析方言电影名称的文化理

据，能够更好地理解方言电影在文化传播中的独特价值。本文结合语言学、社会心理学等理论，通过文

本分析的方法，探讨方言电影名称如何通过语言、文化和社会语境的结合，展现地方文化特征，并分析

其对观众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系的影响。研究方言电影名称的文化理据，不仅为电影命名学提供新的视角，

也有助于深入理解电影与地域文化、社会变迁之间的密切关系。 

2. 方言电影的界定 

目前国内对于方言电影没有明确的理论界定，汪静茹(2016)认为：“只要使用了方言的电影，都属于

方言电影。即使只有某句话、某个词使用了方言的电影，也是研究对象。[1]”郑泽坤(2020)：“所谓的方

言电影就是指电影中的人物使用方言作为对白的电影。[2]”本文主要是从一种广义的概念来研究方言电

影，即运用了方言对白的电影都可算作是方言电影。 
我国电影对方言的运用历史颇为悠久，早在 1963 年，四川方言电影《抓壮丁》便率先为我国方言电

影领域开辟了新径。然而，随着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推广的深入，方言电影的数量逐渐减少，几近消失于

银幕之上，这种状况持续了三十余年。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方言元素才重新活跃于大银幕，如《秋菊

打官司》《有话好好说》和《小武》等方言电影，凭借各具特色的方言角色，赢得了广泛赞誉。特别是

2006 年的方言电影《疯狂的石头》，更是引发了“方言热”，其中那句标志性的台词“我顶你个肺”迅

速成为社会流行语。据统计，在 1949 年至 2009 年的 99 部方言电影中，2000 年前仅有 5 部，占比 5.05%；

而 2000 年至 2016 年间，方言电影数量激增至 94 部，占比高达 94.95% [3]。由此可见，自 2000 年以来，

方言在电影中的运用得到了迅猛发展，不仅逐渐获得观众的认同与喜爱，其社会认可度与地位也显著提升。 

3. 方言电影的命名方式 

方言电影的命名方式丰富多样，往往根据电影的内容、文化背景以及观众的情感诉求，选择合适的

命名策略。从命名学和文化语言学角度看，事物命名分为直接命名和间接命名，方言电影名称也是如此，

当然无论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等方式，方言电影的命名始终服务于其地域特色和文化表达，增强观众的代

入感和情感共鸣。 

3.1. 直接命名 

直接命名指命名中直接使用与事物相关的语言符号、词汇或特定的文化标识。例如在方言电影中直

接使用地方方言词汇、地名或与地方文化息息相关的词汇，传达出地域性、情感色彩或者特定文化的元

素。《四川好人》该片名直接使用了“四川”这个地方名，表明电影的地域背景，突出了四川人的人情味

和当地的文化特色。《陕西往事》通过“陕西”这一地名，直接传达出影片的背景和主题，突出了“陕

西”这一地域在影片中的主体地位。直接命名的电影名称大部分是通过直接引用地名，由此帮助观众或

潜在观众迅速建立地域性印象，有助于展现电影的地方色彩、文化背景和故事的情感基调。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323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白佳慧 
 

 

DOI: 10.12677/ml.2025.133237 113 现代语言学 
 

3.2. 间接命名 

方言电影的间接性命名往往通过隐喻、象征或者在片名中采用与方言、地域相关的文化符号、情感

或生活方式，而不直接使用地名或方言词汇。这种命名方式通常带有一定的抽象性、隐晦性和艺术性，

使得电影的命名更加富有层次和韵味，同时仍然能够传达出地域的情感氛围和文化背景。电影名称以间

接命名的方式有多种类型，但大多还是从三个角度即比喻、借代、拟人对方言电影名称进行命名，接下

来也将从这三个方面进行举例分析。 
(1) 比喻 
方言电影名称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通常通过将某个具体的、形象的事物与某种抽象的概念、情感

或文化特征相联系，从而达到间接表达方言特色或主题的目的。比喻手法能够使电影名称富有层次感和

象征意义，让观众从名字中感受到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如运用了上海话和粤方言的电影《海上花》将

电影中的女性角色、生命力或脆弱美丽的形象比喻成“花朵”，体现出在当时那个年代那些在特殊环境

中挣扎、生长、或者短暂盛放的女性和生命。《无间道》中“无间”在佛教中是指最为痛苦、无法解脱的

地狱，暗示着无休止的痛苦与折磨。电影中的“无间”比喻了主人公所面临的极度困境和无法摆脱的境

地，无论是卧底警察还是卧底黑帮，都被困在无间的角色之间，无法找到自我或解脱之道。这个比喻加

深了影片的主题——人性与命运的无法逃脱。 
(2) 借代 
方言电影名称的借代修辞手法，通常通过地方性或文化特征的词来代替，传达特定的情感、历史背

景或社会情境。借代手法通过某一具有地方特色的事物、现象或词语来指代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或情感，

使得电影名称既具象征意义，又能够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或文化认同。如《火锅英雄》“火锅”火锅作为

一种典型的中国餐饮文化符号，尤其在四川、重庆等地有着重要的文化地位。火锅不仅仅是食物的代名

词，更是指代四川、重庆地带，以当地的火锅文化来体现出当地人们“热辣”的情感和复杂的人际关系。

《秋菊打官司》以具体的典型人物“秋菊”来指代“社会系统中的不公和弱势群体”，以此来表达普通人

对公平与正义的坚持和抗争。 
(3) 拟人 
方言电影名称的拟人修辞手法，主要通过拟人化的方式赋予地方文化、环境或方言本身生命与情感，

从而增强电影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如《疯狂的石头》“疯狂”一词是人才有的情绪，赋予到“石头”上，

让石头拥有了人的情绪是一个拟人化的命名，以拟人化的命名和黑色幽默的电影叙述方式反映了社会现

实，展现了人性中对金钱和利益的执着追求。除此之外《疯狂的赛车》《光荣的愤怒》等也都是运用了拟

人的修辞手法，让电影名称增添更多的趣味，以此来吸引观众。 

4. 方言电影命名的文化理据探析 

命名方式是“表”，命名背后的文化理据才是“里”，一般反映创作者通过其作品所要表达的核心理

念。电影名称不仅是对电影内容的概括，也是反映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窗口。从地域文化、历史文化、

社会心理以及宗教文化，每一部电影的命名背后其实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味。通过对方言电影命名文

化分析，可以窥见中国社会文化的多元性与变革性。 

4.1. 方言电影命名与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指的是在特定地域环境中，文化与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形

态，它展现出独特的个性。地域文化作为文化生成的地理基础，其涵盖的范围既可广泛也可具体。地域

文化的塑造是一个历经长时间的过程，它持续演变且不断发展，但在某个时期会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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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域文化广泛涵盖了民俗风情、生态环境、传统习俗以及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 
西南官话中的重庆方言电影《火锅英雄》《爱吃火锅的女怪啊》，从电影名称就反映出了重庆的地

域美食文化——火锅。重庆人之所以喜欢吃火锅，首先是气候条件的因素，重庆处于一个盆地，冬天特

别潮湿，这种湿气又散不掉，所以当地人用辣来驱走体内的寒气，在火锅里添加一些除湿的材料以达到

除湿的目的；其次，重庆人比较热情豪迈，吃火锅气氛热闹和谐，恰好满足他们的需求。而电影《火锅英

雄》除了表现出重庆的地域特色之外，也借助人物情节来表现出重庆人的直率、豪迈等特点。 
北京话电影《胡同里的阳光》则体现的是北京胡同文化，胡同，是北京特有的一种古老的城市小巷。

胡同原为蒙古语，即小街巷。北京的胡同大多起源于 13 世纪的元朝时期，历经数百年的沧桑变迁，逐渐

发展演变至今。胡同不仅是城市的脉搏，更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胡同对于北京人而言，承载

着深厚的情感纽带。它们不仅是居民日常通行的必经之路，更像是活生生的民俗风情展示馆，深深烙印

着社会生活的诸多痕迹与记忆。 

4.2. 方言电影命名与历史文化 

历史是人类社会过往事件与活动的实录，是对这些事件及其行为经过系统记录、深入研究和准确诠释

的产物。历史作为一种客观实在，不受文学家书写方式的影响，它以固有的形态存在着，具有不可更改性。

在方言电影名称中有些可能反应了一些历史事件、历史史实，有些甚至可能是某些城市的历史特色等[4]。 
采用冀鲁方言和四川方言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其片名直截了当地揭示了主题，该片通过真实的

历史背景、人物命运的刻画、社会现实的反映、情感与人性的探讨以及艺术手法与视觉效果等多个方面，

深刻地反映了 1976 年唐山大地震这一历史事件，这一历史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极为严重的自然灾

害，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它不仅让观众了解了那段历史，更让观众在感受灾难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和力量。《抓壮丁》这部电影则以民国时期四川华蓥山地区抓壮丁的历史事件为

背景进行反映，影片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抗战时期的四川，这一时期国民党为了扩充军队，经常以抗日为

幌子，强行征召青壮男丁入伍，即所谓的“抓壮丁”。这一历史事件在影片中得到了真实的再现。 

4.3. 方言电影命名与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是指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广泛渗透于社会及其各个群体中的一种整体心理状态。它代表

了整个社会的情绪倾向、普遍共识以及价值导向的综合体现。这种心理状态反映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共

同感受与理解，构成了社会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3.1. 推崇人本主义 
进入 21 世纪后，人本主义理念超越了单纯个体意识觉醒的层面，转而聚焦于个体在社会框架内的价

值与地位，深刻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及其独立意识的培养。此外，人本主义高度重视人的内在价值、

尊严的维护、创造力的激发以及自我实现的追求[5]。在电影命名中，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代词的高频率

出现，凸显了对个体及其日常生活体验的高度关注与重视。同时，人本主义不仅关注个体的生存更关注

个体的生存质量，电影命名对个人日常生活及情感等多方面的反映更是对生活质量的重视。例如，以潮

汕方言为特色融合的电影《爸，我一定行的》讲述了传统潮汕父子在儿子的成长及创业历程中，从冲突

对立到和解、互相支持的故事，突出个人成长，实现自我价值的主题。除此之外还有采用山东方言的《我

非英雄》、河南方言的《我叫刘跃进》、北方方言的《咱老百姓》等都体现人本主义理念的崛起。 

4.3.2. 文化自信心理 
文化自信是一种深刻的认识与信念，它体现在文化主体对其自身文化的全面理解和充分把握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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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自信使文化主体能够清晰地阐述自己的文化特色与价值，坚信自己的文化在面对发展挑战时能够提供

有效的解决方案。同时，它赋予文化主体按照自身意愿创造新时代文化的勇气与能力，鼓励他们探索出

一条既符合自身特点又适应时代发展的文化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的提出和重视，弘扬

传统文化已经不断的深刻烙印在人们的心中。在方言电影名称中的体现则是使用特色方言词汇进行标题

拟构，以突出当地特色，如：四川方言电影《下课了，要雄起》中的“雄起”一词则是一个很有四川特色

的方言词汇。“雄起”一词产生于四川，从 1994 年甲 A 四川全兴的某一个主场当时球场上局面被动全场

4 万多名球迷大喊：“余东风下课，下课了就要雄起！”那场败仗结束后，“雄起”就为足球专用了。后

来“雄起”也引发出了给别人加油助威的意思。 

4.3.3. 积极向上的心理 
人类对美好事物与情感的追求是跨越时空的共鸣。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社会的主要关注

点已逐渐转移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上。这一

转变促使大众对积极向上、充满阳光与美好的情感体验产生了更为强烈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影

命名艺术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大量融入了寓意积极、阳光与美好的词汇。例如，采用了北京方言《阳光

灿烂的日子》这部影片，生动描绘了部队大院里一群孩子的青春岁月，他们在明媚的阳光和飘扬的红旗

下成长。影片通过意识流的叙事手法，细腻展现了青春期的爱情萌动、性的探索、略显稚嫩的革命情怀，

以及伴随而来的成长故事。这些元素共同构建了一幅充满阳光与希望的青春画卷，与观众内心深处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4.3.4. 求同心理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推进以及交通与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中国民众在心理状态上迅速经历

了一系列变革，包括震荡、适应、调整与同化。为了紧跟时代步伐，提升生活质量，大众开始积极拥抱新

事物，尤其是对网络等新型潮流事物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在这种求同心理的作用下，电影命名领域

也呈现出一种新趋势：即通过运用网络符号来追求新颖与潮流，旨在瞬息万变的全球化市场中占据更有

利的位置。这种命名方式不仅反映了大众对新事物的追求，也体现了电影行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敏锐洞

察与积极应对。如：《轻松 + 愉快》《Hello！树先生》等，都运用了特殊的符号，甚至是语码混用。仿

拟是求同意识下的跟风，展现了经济全球化下为跟紧时代步伐的求同思想。 

4.4. 方言电影命名与宗教文化 

电影命名与宗教文化色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电影名称中宗教

元素的运用、宗教意象的传达、以及宗教文化对电影命名风格的影响等。宗教文化为电影命名提供了丰

富的素材和灵感来源[6]。不同的宗教文化具有不同的命名风格和特点，如佛教文化注重寓意和象征，

基督教文化则强调救赎和信仰。这些不同的命名风格和特点，使得电影名称在表达宗教主题时更加丰

富多彩。 
融合粤语方言的《无间道》从多个层面深刻体现了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首先，片名直接来

源于佛教术语“无间地狱”，这是佛教中八大地狱中最苦的一个，也是民间所谓十八层地狱中最底的一

层。影片通过这一名称，传达了主角们如同堕入无间地狱般无法解脱的苦难和挣扎。其次，除了片名体

现了佛教的生死观和苦难观，还通过“道”字象征着每个人的生活轨迹，即佛家所说的宿命。这种宿命

感与主角们无法摆脱的身份和命运紧密相连，形成了影片独特的宗教氛围。电影《入土为安》体现的思

想并非严格局限于某一特定宗教，而是融合了多种文化和宗教观念。“入土为安”是中国流传已久的民

间信仰，意为人死后将尸体安葬在土地里能够得到安宁，这也是道教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认为人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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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回归自然，与天地同寿的思想体现。更是一种佛教思想，即轮回和“慈悲为怀”，尊重死者等思想体

现。该部电影“入土为安”一词不仅仅是单一的宗教思想元素融合，更多的是体现了各类宗教思想元素

的多样性。 

5. 方言电影名称的文化传承意义 

方言以其独有的生活韵味和生动性，为戏剧效果增添了丰富的层次，相较于普通话，它显得不那么

单一，更能贴近电影中那些小人物的生活本质，深深触动观众的心弦，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方言电影

的一个重要使命在于强化现实主义表现，通过角色使用方言而非普通话交流，使得角色的日常生活场景

更加真实可信。电影名称的变迁对社会的文化变迁进行了镜像的映射。随着社会的进步，电影名称日益

多样化，其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也愈发丰富多元。方言电影名称更是承载着独特的文化意义，我们有理

由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方言电影的增多，这些电影名称的文化价值将会愈发凸显。 

6. 结语 

方言电影作为中国电影市场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不仅在内容上展现了丰富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

其名称更是承载了深厚的文化理据和情感表达。通过对电影名称的分析，我们可以窥见方言电影在文化

传播中的独特价值和影响力。 
首先，方言电影名称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命名方式，巧妙地结合了语言、文化和地域特色，增强了观

众的代入感和情感共鸣。直接命名通过地名、方言词汇等直接传达地域文化，而间接命名则通过比喻、

借代、拟人等修辞手法，赋予电影名称更多的艺术性和象征意义。其次，方言电影名称背后蕴含着丰富

的文化理据，包括地域文化、历史文化、社会心理和宗教文化等多个方面。这些文化理据不仅反映了电

影创作者的核心理念，也展示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和变革性。例如，地域文化通过电影名称展现了

特定地域的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历史文化通过电影名称再现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背景；社会心理

则通过电影名称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情绪和价值导向；宗教文化则为电影名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

感来源。最后，方言电影名称的文化传承意义不可忽视。方言以其独有的生活韵味和生动性，为电影增

添了丰富的层次感和真实感，使得角色的日常生活场景更加真实可信。电影名称的变迁也反映了社会的

文化变迁，随着时代的进步，方言电影名称的文化内涵将愈发丰富多元，其文化价值也将愈发凸显。 
综上所述，方言电影名称不仅是电影的标识符，更是文化表达的重要载体。通过对方言电影名称的

深入分析，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方言电影在文化传播中的独特价值，也能为电影命名学提供新的视

角，进一步探讨电影与地域文化、社会变迁之间的密切关系。方言电影名称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电

影产业的发展，也为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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