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影像 “崇高”符号的编码与审美特征
———以电视剧 《觉醒年代》为考察中心

刘书亮

摘　要　关注以影像编码为特征的电视剧，探索编码艺术与审美特征、符码构建及解码效应的因果关
系，是必然要挖掘的场域。电视连续剧 《觉醒年代》以原型激活的方式深度呈现经典崇高的神圣价值与

世俗能指；富有民族文化底蕴的元语言及符号转换的能指优势凝聚民族共在的同情同感，凸显中国特色的

崇高美；新颖而自足的符码系统及符号凝缩、凝缩符号、特殊符号的合理使用为受众留下开阔的符号学阐

释空间及审美联想效应。由个案实践出发探索电视剧编码与解码、创作与审美的内在关系，对中国电视剧

“主旋律”符码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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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 《觉醒年代》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１００
周年献礼剧，自播出以来，受到观众与学界的一致

好评，除其具有的 “思想深度、历史深度与艺术

深度”①外，其中的 “崇高”美学特征也格外引人

注目。然而 “崇高”是一个古老而经典的美学范

畴，以大众传媒为特征的电视剧如何超越经典的审

美内涵，如何以其图像符码呈现 “电视崇高感”，②

电视图像符码的建构、解码与美学特征的现实体认

有何内在联系，即是本文试图探讨的话题。

　　一、原型激活：崇高内涵的超越价值
《觉醒年代》塑造了一大批文化精英，他们生

活在１００年前的中国，在民族迷茫中奋不顾身地为
国家探寻复兴之路，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原型人

物，也是民族记忆中具有 “英雄”符号的杰出

人物。

（一）英雄具象人格与民族共在的崇高内涵

崇高既是一个美学范畴，又是一个伦理学范

畴。英雄是表现崇高最有效的承载，它不仅表现崇

高的形式，更是崇高审美的重要主题。一般情况

下，对英雄的渴望和赞美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心

理，英雄的崇高审美可穿越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形

态而具有绵亘的生命力。但崇高的意蕴在不同的历

史语境、不同的美学家理论体系中却不尽相同。公

元１世纪古罗马郎吉努斯认为 “崇高的风格是一

颗伟大心灵的回声”，③这个论点与史诗型电视剧

《觉醒年代》中的文化英雄正好契合。剧中人物李

大钊、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虽然都是手无寸

铁的读书人，但他们骨子里都有一种 “以天下为

己任”、拯救民族于危难的高贵使命感。电视剧以

艺术的符码将中国近代史中的文化英雄们孜孜以

求、九死不悔的献身精神具象化，表现了那个历史

时期崇高主题最深刻的内涵。如剧中李大钊站在民

族绝续的紧要关头，唤醒民众的一次次慷慨激昂讲

演的镜头符码，让 “播火者”的伟大形象深入人

心。陈独秀出场时尽管衣衫褴褛，但其一开口就指

出积重难返的中国再不能走封建王朝政权更迭的老

路，主动邀请李大钊和他一起寻找救亡图存的新

路。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多数国人的记忆中

就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但剧作通过蔡元培一系列

的活动，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北大百家争鸣、各种思

想相互激荡的历史大画卷，还原了五四前后的史实

及蔡元培周围无数爱国英雄悲壮而崇高的人格

品质。

就历史的真实而言，这一批文化精英们在民族

危亡的特殊年代凭着自己为民族拼搏的勇气和力

量，手执公理与强权较量，他们赋予中华民族的，

是艰难而悲壮的伟大心灵对历史的有力回应，他们

为启蒙大众掀起的精神洪流，比历代封建统治者视

为洪水猛兽的农民起义更具有革故鼎新、摧枯拉朽

之威力；就艺术的真实而言，电视剧将这一群体的

精神符号具象化，让这群有血有肉有精神有信仰的

文化精英与革命先驱，不再是躺在教科书中寥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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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就能概括的一生，他们的具象化符号再现，使这

批伟大的文化英雄给予民族的智慧反思、前路启迪

更为形象可感，并由此而将崇高美学的硬核价值体

现为国家、民族的主题呈现，其崇高的内涵就不再

是西方美学中最早推崇的独立追求生命价值的个体

行为，而是义无反顾地捍卫民族共在的价值共同

体。剧中特别震撼人心的是文化英雄后面强大的民

族后盾，如誓死捍卫民族主权的北大学生群体、阻

止中国代表签字的巴黎三万华人、闻讯巴黎和会败

讯忧愤至死的郭心刚、“血溅总统府”的陕西请愿

学生代表屈武、蹈海殉国的 《新青年》撰稿人易

白沙等等。他们中有的人出镜不多，甚至完全没有

出镜，但电视剧对这些历史人物都进行了各种形式

的镜像再现与编码，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誓死捍卫民

族尊严的精神气质，与民族 “共在”的群体英雄符

号呈现，替代了经典崇高中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英

雄，使崇高的审美内涵具有纵向超越的特殊意义。

（二）英雄符号的神圣能指与世俗能指

英雄符号的能指自带一种宏大的精神内涵，但

其救赎、启蒙的所指意义也难免抽象；民族大道的

主题虽然崇高，其王者视野的表现范式也固然神

圣，但同时也难具深入人心的现实化特征。电视剧

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其叙事方式具有取材日常生活

的独特优势，但观众在观照其影像叙事时，也难免

受制于相关的现实生活经验。电视剧中的宏大主

题、高尚的英雄形象，如果只有其抽象的能指与理

性内涵，不能还原为一个具有丰富情感的人，没有

世俗社会的价值认同符号，其宏大主题与英雄符号

也很难走进观众心灵，更遑论让人产生震撼的审美

感受。因此，王者视野与平民视野的结合，主流价

值与世俗情感认同彼此辉映，是电视剧作为大众传

播文化逻辑建构的上乘之举。

《觉醒年代》重塑的文化英雄，凝结的是知识

分子的家国情怀，其崇高价值在文化等级秩序中属

于精英文化范畴，剧作在此前提下充分注意以日常

观照的方式、普通人的情感、世俗化的诉求，充实

精英人物的审美符码，使其性格特征更加丰满多

元，更能走进社会大众心灵深处，甚至留下永恒的

细节记忆。如革命先驱李大钊有无数次面对芸芸众

生高屋建瓴的思想启蒙、争取公理的讲演符码，同

时也有向友人朗读 《青春》的个人心灵抒情符码，

还有在妻子 “憨坨”称呼中呈现家常幸福的符码。

革命先驱既是顶天立地的伟人，也要为人夫为人

父。历史不是只有重大的主题和宏大的叙事，英雄

符码的建构也不是只有刚强与高冷，也有夫妻爱、

父子情的艺术还原与充分演绎。这些带有市民趣味

的言行举止非但不会使崇高褪去神圣高大的光环，

反而依托日常生活细节及普通人的视觉，使其视听

构造还别具深入人心的艺术力量。

无论是 “视觉效果”的能指符号，还是细节

彰显的所指蕴含，《觉醒年代》都十分注意在不违

背美学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向民间靠拢，通

过对日常生活价值秩序的体认，对消费者日常生活

的心理满足，构建崇高在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范式。

对 “英雄”原型的编码，既有 “大”的权威模式，

也有真实人性与世俗化小型叙事风格贯穿其中，表

现国家、民族、英雄的崇高主题坚定突出，但同时

淡化了正襟危坐的史诗风格 “见史不见人”的模

式弊病和崇高主题的刻板印象，具有现实人性的英

雄符码通过电视剧走近大众视野，让人们在观剧中

获得精神升华的同时产生亲切的世俗化体验。

　　二、符码集合：崇高特征的范式突围
影像艺术是一套自足而又复杂的符号系统，尤

其是像 《觉醒年代》这样既要全景式地展开、又

要历时性地再现那个民族危难与民族觉醒交织的特

殊年代的史诗型剧作，就更需要一套 “特殊类型

组织起来的符号载体”，④才能达到史、思、诗高度

统一。

（一）凝聚民族特色的元语言

符号学中，“符号的集合往往被比诸语言，符

码的集合，一般称为元语言”。⑤ 《觉醒年代》的元

语言注重在民族记忆中体现，因为民族是世俗社会

中边界最大的共同体之一，在有限意义域中具有普

泛式意义，在共同记忆中重构艺术符码，往往最能

获得民族共在的价值认同，以崇高为审美特征的史

诗植根于民族文化，更具共情的神圣价值。

中国艺术的元语言在剧中十分醒目，如屡屡出

现主要人物手执毛笔挥毫的符码，既是剧作叙事的

逻辑需要，也是传统艺术的彰显；主要人物常用传

统诗词、神话、历史典故构成对话的语境；戏曲元

素的参与使影像符码更富历史质感，如第３５集的
场景是戏院，楼下演的是京剧名段岳飞部将高宠

“挑滑车”，楼上则是文化英雄为抵制不平等的巴

黎和约，奋不顾身地散发传单。传统的戏曲艺术与

现实人物气质对接编码，有效地深化主题与人物内

涵。还有如剧中多次出现民间说唱艺术 “小热昏”

说唱新闻及 《青年杂志》中 “新思想”的视听符

号，亦让人耳目一新。

传统礼仪的元语言在剧中更是含蕴深厚。如剧

情一开始，画面呈现袁世凯拟签订 “二十一条”，

随之切入出殡仪式、迎亲仪式的多场景聚合。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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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套视听语言反衬的是历史的荒诞与国民的麻

木，当时觉醒的文化精英却以他们坚守的礼仪符码

彰显其人格质感。一是见面必行的鞠躬礼，二是常

称人 “兄”“先生”以示尊敬。剧中符码构成的仪

式感是对传统文化的检阅，文化精英们始终坚持的

传统礼仪，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和教养的

元语言，影像艺术的 “再仪式化”生产，使这些

已经淡出我们当下的生活仪式，通过剧中人物的生

动演绎获得了新生，“仪式所能营造出的情感氛围

本身就是信仰和观念的有力铸造者”。⑥

中华文化的象征性符号也能挖掘出创作者对历

史的深沉表达。《觉醒年代》开篇 “车辙”符码的

集合就引人注目：商人的骆驼、北洋军阀的马队、

老百姓的独轮车，不管其是否适应都要顺着古老的

车辙艰难行进。车辙固然是路，但那是２０００多年前
秦始皇时代 “车同轨”产物，剧中故事发生的１９１５
年，西方已经进入坚船利炮的工业革命时代，而中

华民族的觉醒之路还任重道远，这种影像符码的隐

喻主旨不言自明。 “长城”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

性符号，但不同的艺术符码聚合却蕴含不同，第３８
集陈独秀、李大钊带领一群人登长城，青年们高声

诵读李大钊的 《青春》，其雄心壮志与长城的沧桑

彼此辉映；第４３集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李大钊
独立长城之上，自信坦然，镜头再现伟人脚下长城

的巍峨与雄浑，喻示 “觉醒年代”已曙光初显。

具有中国气派与民族特色的元语言，以充沛的

情感张力召集着中华儿女的共情同感，“神圣”的

象征意义也因民族经典文化所具有的稳定性、权威

性随电视人物演绎而更具震撼力，强烈的文化归属

感与心理代入感，使崇高的美学表达因民族文化的

渗入而更具深广而持久的影响力。

（二）戏剧化拟态的崇高意义

《觉醒年代》是历史剧，同时又是思想剧，为

书写当时民族的思想流变，剧作的 “人物谱系”

与 “思想传播”并重，创造性地将１００年前那些
著名的演说稿或报刊文章的文本符码，转化为一场

场在学校、街头、工厂等公众场合讲演的视听符

码，将抽象的理论和思想观点拟态传播，让历史当

事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以各种风格的视听语言，发出

振聋发聩之声。如第１９集李大钊题为 “庶民的胜

利”的讲演，唤起民众作世界主人的自觉意识，

成为后来劳苦大众参与革命重大的精神力量。法国

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说，“只有大的情感，才能使灵

魂达到伟大的成就”，⑦１００年前的李大钊站在民族
绝续的风口浪尖，讲的是国家大革命、大前途，唤

醒民众大情感，这里的 “大”，指博大而崇高的思

想境界，也指戏剧符码营造的崇高的审美境界。电

视人物李大钊每一次讲演都类似于黄钟大吕的视听

符码，我们除感受到他强大的情感气流和英气凌人

的艺术力量外，还从他声情并茂的豪言壮语中感受

到伟大心灵在国家危机面前率先抗争、追求真理的

博大情怀！这些拟态的 “真实世界”使剧中听众

震撼认同、剧外观众的同频共振，历时与共时并至

的审美效应，比高山巨川、三千飞流的壮美有过之

而无不及。

个性化符号的拟态转换使人物更加立体多元。

《觉醒年代》中的人物往往都具有个性化符号，如

陈独秀直率甚至狂放不羁，蔡元培沉稳但境界开

阔，李大钊自信并努力进取。个性化特征往往是符

号所指，一般的受众不一定去深入理解和分析，但

电视剧中的人物语言给观众直接的视听冲击，符号

能指的优势瞬间呈现甚至永存观众记忆。第３０集
中，胡适为避风头提议搬迁北大，陈独秀怒怼：

“你这是妥协！是投降！中国之所以这么窝囊，就

是因为郭心刚太少，胡适之太多了。”语音符号强

悍如枪！第７集蔡元培开导陈独秀接受保守派教授
的话语敦厚儒雅，但２７集五四前夕，他决定亲自
去动员学生时却说：“国难当头，我蔡元培不下地

狱，谁下地狱？”儒士决意奔赴疆场之字字千钧，

高贵而不失铮铮铁骨的人格精神力透荧屏！还有如

毛泽东在北京街头讲演、胡适讲演、辜鸿铭讲演、

长辛店工人葛树贵怒斥跪地乞讨的妻子等等，都是

能指优势十分明显的个性化语音呈现。

（三）符号凝缩与美学含蕴

符号凝缩是诸多复杂内涵的聚合，最终达到符

号意义延展的效果，这就与影视剧中蒙太奇常用的

修辞手法不谋而合。《觉醒年代》力图全景式展现

中华民族１００年前那段文化启蒙、思想启蒙、革命
启蒙的历史，必须在有限的篇幅内蕴含丰富的内

容，将镜头刻意组合，有时甚至将一连串相关或不

相关的镜头放在一起，引发受众联想，进而传达丰

富的含蕴。如３９集陈延年、陈乔年即将远赴法国
求学，出发前不经意间看到父亲远来送行。父子三

人都有献身革命的雄心壮志，但因志同道不同，平

日里难免相争，而一旦骨肉即将远别，前路又生死

难料，两个十分独立的儿子亦深知平日 “霸道”

的父亲对自己不舍的亲情，父子三人不由自主地紧

紧拥抱，分手后兄弟俩还频频回望父亲，依依难

别。但更令人出其不意的是，场景突然 “闪

前”———以平行蒙太奇的镜头呈现数年后陈延年

兄弟先后走上刑场的情景。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主

要人物最后一次出镜时，通常都有一个关于此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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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幕定格，《觉醒年代》也遵循了这一基本套路。

但陈延年兄弟的谢幕定格无论是时间还是形式都与

众不同。剧中安排他们的最后一次出镜是第４３集，
但他们的谢幕定格却提前在第３９集。时空交错的
镜头组合将父子间眼前的亲情与兄弟俩后来血肉模

糊、慷慨就义的画面反复重叠，分头叙述而统一在

一个完整的段落之中，凝缩的符号折叠了太多的情

感与情节。陈独秀在这个节点的表演是无情绪起伏

及大幅度动作，只有微蹙的眉头与含泪的双目，在

与儿子们回头、转身的正反镜头中，给予观众无尽

的想象空间。

《觉醒年代》大量使用的版画与全剧艺术符码

有机融合，构成完整的符号系统，具有深厚的隐喻

意义。剧中旁白语言符码大都以版画为背景，版画

作为一种提示性、过渡性、烘托性画面，不仅解决

了剧中插入历史影像的突兀感和表现历史事件缺乏

真实影像的难题，又为影视剧增添了新的叙事样

式。编剧使用的版画刀法粗犷、对比强烈，视觉符

号的崇高感将解码者带入能指的背后———符码本体

呈现的苍穹、大漠、长城、石狮等阳刚、伟岸的崇

高意象与视野辽阔的全景式构图，赋予那个风起云

涌的年代以磅礴的审美联想，版画艺术承载的历史

基底与剧作宏大叙事的崇高美学符旨深度契合。

　　三、符号解码：崇高审美的现实体认
编码、解码是符号生产与消费的重要环节，编

码者通过形式符号、修辞符号、审美符号、观念符

号构成影像内在的蕴意结构，而解码者必须与影像

符号互动与整合，才能还原甚至延伸图像内含的丰

富与深刻。《觉醒年代》无论是编码者的符码呈现

还是解码者的美学体认，都有一定的关注价值。

（一）弱编码与接受美学

创作者的编码有强弱之分， “强编码的文本，

符码可以像词典或电报密码本那样清楚，也可以像

运动比赛规则那么条理分明……文化／艺术符号文
本属于弱编码，发送者的编码就不可能强制，而接

收者对符号信息的解释，一方面享受着很大的机动

余地，另一方面也苦于没有证据说明他的解释肯定

正确”。⑧换言之，文化／艺术符号的编码有一定的
模糊性，同时也给予解码者认知的灵活性。

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文学／艺术作品的价
值只有在读者阅读 （或观看）中才能实现，而实

现的过程即是作品获得生命力和最后完成的过程。

审美价值产生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审美关系中，离

开任何一方，审美的价值就失去存在的前提。本文

探讨的电视剧属于崇高的审美范畴，编剧赋权受

众，受众的主观能动作用就更加显著。康德认为崇

高存在于人的精神建构中，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

塔则进一步归纳为：“和其他美学、艺术范畴不

同，崇高不在艺术中，而在对艺术的思辨中。正是

通过艺术和美学的思辨，崇高把人的根本性问题作

为自己的问题。”⑨崇高是形而上的审美追求，是人

类精神生命本真的体悟，也是体现艺术审美超越性

的重要范畴。由 《觉醒年代》的影像符码与受众

审美及其审美效应的延伸，可见编码与解码、创作

与审美内在的必然联系。

（二）符号呈现的审美效应

符号凝缩是 《觉醒年代》常用的修辞手法。

符号的 “凝缩”相近于修辞学中的隐喻，是 “能

指的重叠的结构”，在这隐喻的重叠中就不仅有广

阔的符号学阐释空间，还有太多的审美联想空间。

如第３６集陈独秀在狱中放风时看到墙角的螳螂，
他将之放到手中仔细观看其举臂并陷入深思。一般

观众都会由此联想到 《庄子·人间世》螳臂当车

自不量力的典故，而不知 “螳臂当车”还有一典，

即汉代韩婴 《韩诗外传》中记载，春秋时齐庄公

驾车出猎游，见路上螳螂伸出前臂似要挡车，驾车

人不屑一顾地说螳螂 “知进不知却，不量力而轻

敌”，庄公却说， “此为人，而必为天下勇武矣”，

叫驾车人避开，从路旁过去。此事后来传开，天下

勇士纷纷投奔庄公。�10联想第３５集中陈独秀高楼上
奋力播撒传单，明知警察已包围现场也决不退缩，

看似以螳臂当车之力搏反动政府之重轮，然而，这

种明知不可为却决然为之的精神实堪为 “天下勇

武”！其后全国联动，各界人士纷纷加入捍卫民族

尊严的行列，才最终取得五四运动的全面胜利。当

然，对此符号凝缩的真实含蕴，解码者需要足够的

知识积累才能进入编码者建构的蕴意结构中，作合

情合理的符号阐释。符号 “凝缩”是 《觉醒年代》

常用的修辞手法，其中的 “凝缩符号”更给人以

深刻的审美联想以至出人意料的社会审美效应。最

突出的例子如第３９集，陈独秀送两个儿子赴法国
留学的情景，引发观众无尽的热议、联想及现实行

为。其中的 “凝缩符号”如陈独秀与儿子们拥别

后，站在街头微驼的身姿、无言而含泪的双目。人

物 “沉默”的镜头符码，让人想到西方美学中温

克尔曼对于古希腊雕塑 《拉奥孔》所推崇的 “高

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11由陈氏父子的离别及两

个儿子大义凛然走向刑场，我们也同样感受到他们

肉体痛苦和心灵伟大所体现的巨大忍受力。这种

“凝缩符号”使１００年前革命先驱崇高的精神力量
穿越历史，让当代观众也深刻感悟国家、民族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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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贵、静穆与伟大。

《觉醒年代》特殊符码也获得受众特别的审美

体认。剧作为凸显历史的凝重与时代的悲壮，色彩

总体呈现以暗黄、黑灰为主，但北大学子群像那白

色的校服却让人眼睛一亮，尤其是学子们身着白色

长袍，手举标语旗及血写 “还我青岛”的横幅走上

街头的群像，同袍符码指向共同的民族荣辱，崇高

的共在价值打动了电视机前的受众，历史的艰难与

执炬者坚强的灵魂对比，让人倍感为国家为民族为

历史的必然而赴汤蹈火的人格力量的崇高。在视频

网站的播放中弹幕上 “恨不能同行”的呼声此起

彼伏，崇高与他者的共在及相互支撑达到了高度的

“精神团契”。�12虽然这种 “精神团契”的艺术符码

在很多宏大叙事的电视剧中都有呈现，如 《长征》

中红军手挽手地高唱国际歌，《跨过鸭绿江》中坚

守阵地的 “冰雕连”等等，但 《觉醒年代》于此

呈现的同袍符码别具一种审美长情，同道者的历史

行动及崇高的精神信仰也跨越了时空与当下观众同

契共情。

剧中特殊的视觉符码还有如第２６、２７集中国
大使的巴黎驻地里，伴随着大使们焦灼不安心情的

是昏暗灯光下不时舞动的惨白窗帘，象征符系和具

有年代感的历史图景，让人倍感弱国无外交的悲凉

与国运的飘摇。与上述例证相对的符码则有第４３
集李大钊宣称：“一百年以后的中国，必将会证实

我今天的观点，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主人

公右拳凌空一击，硕大的拳峰配合着舞动的衣袖占

据整个荧屏，符号的所指将革命者的自信发挥到

极致！

　　结语
毋庸置疑，《觉醒年代》具有经典崇高的审美

特征，同时以一系列具有召唤能指的文化符号，在

现实的消费语境中赋予了 “崇高”不可忽视的当

代意义。剧作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通过编码切分、

过滤、重新诠释的艺术符码，增强其崇高人格的视

觉显现；将民族文化的精髓、民族记忆的元语言通

过影像叙事唤起受众共在的身份认同意识，进而加

深对中华历史文明及崇高主题的深刻理解；通过符

号的凝缩及 “凝缩”符号与影像修辞的深度融合，

使影像文本在彰显崇高美形而上层面达到了更高维

度，同时还让崇高美的丰富含蕴深化到各种文化层

次、各个年龄段观众的审美期待中。以致无数的观

众在移动终端留言表达观后感，还有无数年轻人自

发地为这部电视剧作宣传。在中国文化与价值观念

日趋多元的当下，他们对 《觉醒年代》的由衷喜

爱，从接受美学的维度上大规模地参与了电视剧意

义生产，其发自内心的话语成为这部电视剧交响乐

章的华彩和声，是崇高美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深入大众心灵的真实写照。虽然，我们不能就此

将该剧作抬高到完美无瑕的地步，但它通过丰富而

多元的影像符号构建实践，对中国电视剧符号学建

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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