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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角色与动态角色：
系列片的人物塑造及意义表达研究

梁君健

【摘　　要】系列片是当下重要的大众文化形态，系列片生产也是当下全球影视生产的

大趋势之一。系列化角色的塑造既是这类影视作品的重要创作任务，也被赋予了特定的社

会文化意义。在叙事学和文化研究的视角下，笔者将系列化角色区分为静态角色与动态角

色两个类型，对其创作规律及意义表达展开研究。笔者认为，系列片的静态角色主要通过

人物与外部力量之间的外在冲突实现类型化的叙事，投射和解决外部世界变迁带来的群体

焦虑；动态角色则通过人物内部世界的欲望和张力完成对于角色变化的描摹，并通过成长

母题和情感叙事呼应青年群体的自我认同与身份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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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片是一组在角色、情节和想象世界等方面具有很强关联性的影片的集合。狭义上的系列片

由一系列续集电影构成，主要角色不变且情节相互关联，如 “哈利·波特”和 “无间道”系列。广

义上的系列片则是共享了同样世界观和情节创意的一组影片，如早期 “漫威”系列中的超级英雄单

集影片之间在角色和情节方面基本是相互独立的，“窃听风云”三部曲则主要依靠故事核心创意和创

作团队保 持 了 系 列 的 延 续 性。系 列 片 是 当 下 重 要 的 电 影 创 作 现 象。不 论 是 持 续 了 半 个 多 世 纪 的

“００７”，还是在新世纪大放异彩的 “漫威”，系列片不仅促进了全球电影市场的繁荣，而且也成为重

要的文化现象。对于中国电影来说，近年来 “唐人街探案”系列、“叶问”系列和 “拆弹专家”系列

等同样展现出系列片对于观众的持续吸引和市场优势；陈思诚筹备开启的 “外太空的莫扎特”系列

和路阳在 《刺杀小说家》片尾所预告的 “宇宙开启”，也都展示出国内一线导演和整个行业持续高涨

的系列片创作愿望。从产业角度来看，系 列 片 能 够 借 助 品 牌 效 应 提 升 潜 在 观 众 的 “预 认 知”水 平，

在有限的宣发投入下尽可能动员庞大的观众群体走进影院。① 同时，幻想类系列片建构的虚拟世界和

虚拟人物形象也能够成为影视制作公司的数字资产，不仅可以降低后续影片的制作投入，而且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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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特许经营权”的开发，进行跨媒介授权和衍生品制作。而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系列片不仅满

足了大众的娱乐需求，也是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帮助个体释放心理焦虑、融入社群、建立身

份认同。
系列化角色的塑造是系列片的核心创作任务。虽然 “想象世界”和 “电影宇宙”的世界观设定

同样重要，① 但人物类型和人物塑造是否能够满足系列化叙事需求、是否能与观众形成长期共鸣，决

定了系列片能走多远。在当下流行的叙事文本中，系列化的人物塑造正在前所未有地引起创作者和

观众的浓厚兴趣。对于电视台和网络播出的长篇剧集来说，不同季和不同段落中的人物延续需要大

量的创造性设计；而在 《冰与火之歌》等顶级作品的启发下，在以幻想题材为代表的文学和电影类

型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系列化著作，这类作品对于人物塑造同样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趋势都

让系列化角色成为创作的重心。② 在创作实践以外，成功的系列化角色也为当代流行文化提供了意义

指涉的符号体系。作为当下风靡全球的流行文化样态，系列化的人物成为一类特殊的表意符号，在

文化实践和娱乐消费的过程中完成了现实恐惧的隐喻、③ 社会价值的表达、④ 焦虑的传达⑤和当代神

话的建构⑥等文化功能。
那么，系列片中的主要角色分为哪些基本类型，在叙事创作中的功能和规律是什么，依靠什么

方式与文本以外的意义世界发生关联？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笔者区分了在系列化的叙事需求下系列

角色所发展出的主要类型，进而探究这一特殊视听叙事要素的文化特征。笔者认为，系列人物可以

区分为静态角色和动态角色两个基本类型。静态的系列角色包括了大多数动作惊险样式的系列片的

主角，如 “００７”“碟中谍”“速度与激情”等系列片中的主要角色。这些角色展示出一个相对稳定的

人物在面临不断变化的外部困境时，是如何使用我们所熟知的价值框架来解决问题的，该类系列片

也因此成为了特定时代中社会文化冲突的表征。“星球大战”“哈利·波特”等系列片中的主要角色

则是动态角色，在一个相对更加完整的跨系列的叙事中，角色面临的挑战带来了其对于自身性格和

内部世界的不断认知，并最终依靠人物弧光完成了成长母题，呼应了当代社会中日益凸显的身份政

治议题。

一、理论基础：系列角色的叙事功能与符号功能

文学艺术中的人物和角色历来受到读者和评论家们的关注，对其展开的规律性研究从２０世纪初

就已开始。总体来看，关于人物和角色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取向：首先是针对文本内部的戏剧性需

求的叙事功能研究，其次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下探究文本与语境之间关系的意义建构研究。在上述研

究取向的指引下，系列片中的主要角色按照叙事特征可分为静态角色与动态角色两个类型，并承担

了特定的叙事和表意功能。
(一) 角色的叙事功能

对于人物和角色叙事功能的研究以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为代表。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弗拉基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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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普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ｒｏｐｐ）从植物学的领域借用了 “形态学”这一术语，赋予其结构研究的内 涵，①

首次实现了对叙事和角色的科学研究。具体来说，普洛普首先抽象出民间故事中的不变成分———不

同人物所被赋予的同样的行动，即 “人物的功能”。② 接下来，普洛普在人物和功能之间进行了重要

性的排序；他认为，功能对于民间故事形态来说是首要成分，而人物或者角色并非是自主存在的要

素，它们是由功能的组合与排列所定义的。③ 借助于功能与人物的分类，普洛普将 “神奇故事”从形

态学的角度进行了定义，认为这类故事开始于任何一个加害行为或人生缺憾，经过中间的一些功能

项之后，终结于婚礼或其他作为结局的功能项。普洛普对于民间故事的形态学研究为角色研究提供

了基础，他以叙事功能定义角色，进而分析这些功能项所组成的文本内部的线性结构，确立了故事

的形态规律。
阿尔吉达斯·朱利安·格雷马斯 （Ａｌｇｉｒｄａｓ　Ｊｕｌｉｅｎ　Ｇｒｅｉｍａｓ）发展了普洛普对于角色叙事功能的

研究。他首先考察了普洛普所提出的功能项这一核心叙事单位，把功能严格定义为动词，将其视作

叙事语段的内核和句法的核心要素。④ 进而，他采纳了状态动词和动作动词的二分法，并在动作动词

内部又继续分解出了 “动作的做”和 “传通的做”，⑤ 前者将主体和客体这两类角色联系起来，后者

则将发送者、接受者和客体这三类角色联系起来。⑥ 在对动词和角色进行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格雷马

斯将普洛普的３１个功能项压缩到２０个，并将７类人物类型改为６个。⑦

(二) 作为意义能指的角色

普洛普将功能的重要性凌驾于角色之上的观点受到人文主义研究者的批评。很多当代创作者和

文学批评学者都指出，在文艺创作的过程中，角色塑造不仅满足了戏剧性的叙事功能，而且还被用

于探索人性的多样性；故事中的人物，不论是辉煌、成功，还是困苦、败落，都会引导读者和观众

反观自身，去思考和审视自我的生存现状和可能的未来。对于叙事角色的这种观点延续了启蒙运动

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角色回归到叙事文本的中心位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虚构角色的符

号表意研究出现了，旨在探究文本与其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更加复杂的关联。
在上述思路的 启 发 下，以 克 洛 德·列 维－斯 特 劳 斯 （Ｃｌａｕｄｅ　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和 罗 兰·巴 尔 特

（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者发展了普洛普的方法，在叙事功能的基础上探讨角色的

符号功能。他们将角色视作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表意符号，从而在文本内外的世界之间建立了有机关

联。列维－斯特劳斯主要关注动态的结构主义，特别是故事中的对立结构。⑧ 他尤其关注具体的故事

讲述细节中所包含的结构性对立，借此将故事讲述的文化语境纳入到视野中。对于列维－斯特劳斯

来说，人物就像是雅各布逊所提出的 “音位”，而整个故事世界的意义系统则可借助这些由人物的对

立特征组成的词汇得以建立。⑨

不过，列维－斯特劳斯将角色视为最小的表意单位或语言单元的做法，忽略了人物和角色本身

的复杂性。在对于神话和传说的研究中，上述思路或许不会带来太大谬误，因为这类文本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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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扁平和单向度的；但对于当代小说、电影和电视剧等复杂叙事文本来说，人物之间的对立特

征和人物内部的对立特征均被赋予了符号表意的功能，并且人物内部的对立特征对于故事和主题来

说常常起到决定性 的 作 用。詹 明 信 就 曾 批 评 这 种 对 于 角 色 的 结 构 主 义 研 究 是 “反 人 性 的” （ａｎｔｉ－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忽视了人的主体性的存在。①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兰·巴尔特进一步发展了符号学

的人物研究，将人物类型置于电影叙事的中心位置。他将由功能主导的叙事规则和由人物主导的叙

事规则分别视作 “来自小农社会的想象结构”和 “现代技术社会的想象结构”。② 巴尔特认为，“影片

结构不同于民间故事，它不是围绕着动作而是围绕着戏剧人物展开的”，③ 他甚至邀请读者参考新闻

要素的５个 Ｗ 的排列顺序，第一个 Ｗ 代表的是人物 （Ｗｈｏ）而不是事件 （Ｗｈａｔ）。“以人物为中心”
也成为当下大多数影视创作者的共识。

(三) 问题的提出：系列角色的创作规律与意义表达

上述叙事学研究对于系列角色的研究来说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系列片中的角色不仅要符合叙

事文本中人物塑造的一般性规律，而且要在系列化的需求之下体现出独特性。系列化的叙事要求核

心角色兼具类型化和复杂性，并且复杂性要服从类型化的要求。系列片的内容容量远大于单部影片，
因此系列片的角色也很少是现实世界中的普通人，他们需要具备支撑叙事充分发展的多元要素，如

超级能力、隐秘身份、家庭创伤、心理 弱 点 等。这 不 仅 能 够 为 系 列 片 提 供 丰 富 的 变 化 和 延 展 空 间，
也让角色与其他人物及其行动环境建立持续关系。类型化则确保了系列片本身的品牌能够通过类型

叙事得到延续，不断地让观众通过类型化的角色重温特定的母题和情感。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系

列角色的类型化特征往往主导了故事的核心叙事动力和主题表达，而复杂性则提供了支线情节和不

同故事之间的演进基础。
在类型化和复杂性的总体要求下，系列角色可以分为静态角色和动态角色两种类型。静态角色

与剧作指南中的 “扁平人物”类似，在系列片中，角色本身的人物性格、内在动机以及角色身上所

体现出的意义结构是一以贯之的。这类静态角色是强类型化的，例如 “００７”“速度与激情”“加勒比

海盗”“夺宝奇兵”所塑造的系列 角 色。这 时，系 列 之 间 的 差 异 和 演 进，以 及 系 列 片 的 社 会 文 化 指

涉，主要来自于角色所面临的外部困境以及由这些困境所定义的核心冲突。相比于静态角色，动态

角色不仅需要是 “套层人物” “圆形人物”，而且在系列化的不同影片中需要不断地产生人物弧光，
推动角色认识更深层次的自我，从而完成不断成熟或不断黑化的人物转变历程。而系列角色的复杂

性则为人物转变提供了基础。 《星球大战》的 正 传 三 部 曲 和 前 传 三 部 曲，就 分 别 对 应 了 “成 熟”和

“黑化”的人物轨迹。以动态角色为基础的系列片还包括了 “哈利·波特”“指环王”“蝙蝠侠 （诺兰

三部曲）”等。在上述分类的基础上，本文将主要回答两个问题：首先，两类系列角色在剧作层面有

哪些核心规律，它们在叙事层面如何支持系列化影片的延续？其次，对于不同类型的角色来说，它

们是如何在满足影片的艺术需求的基础上呼应当代社会文化诉求，从而发挥意义表达功能的？

二、静态角色与类型叙事

不论是风靡了半个多世纪的 “００７”以及同题材的 “碟中谍”等间谍系列，还是 “黄飞鸿” “叶

问”等华语功夫系列，这些影片中的系列化角色都属于静态角色的类型，在创作手法上需要更多地

依靠部分脱离现实的假定性来完成类型化和模式化的人物塑造，依靠角色确保系列片品牌的延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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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识别性。这种相对静态、能够被快速识别的系列化角色，不仅能够更好地承接观众熟悉的情节动

作链条，也通过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完成大众流行文化的造梦和宣泄功能。
(一) 静态角色的类型化特征

围绕静态角色的系列片往往具有很强的类型化的叙事特点，通过固定的角色和相似的故事结构

将类型电影的特征发挥到极致。从角色的角度来说，类型化的叙事来自于动机和冲突，它们共同定

义了角色，推动了故事链条的不断前进。内在动机是静态角色能够不断带领观众进入系列化故事的

初始保障。对于故事中的每 一 个 角 色 来 说，都 会 面 临 着 两 个 基 本 的 推 动 力，或 者 是 追 求 更 好 生 活，
或者是保护既有生活不被剥夺；而且，只有在这两个推动力面临着巨大冲突和阻力的情况下，角色

的内在能量和潜意识中的自我才能够被激发出来，产生强烈的行动欲望，从而构成叙事所必须的动

作链条。① 内在动机还为角色提供了主动性和主体性。具有内在动机的角色不再是故事和情节的 “提

线木偶”，而是被赋予了巨大的塑造故事的能量。这正像很多文学家和电影艺术家都曾提起过的，当

一个角色形成之后，故事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不受创作者所控制，而是被这个具备了巨大内

在力量的角色引向结局。冲突不仅是悬念和戏剧性的来源，而且被用来展现人物深度和故事背景环

境的复杂性。在剧作中，比较常见的外部冲突由竞争性的价值和目标所定义，常规的警匪片、侦探

片等类型都是正义与邪恶的价值与目标的冲突，并具体地反映在角色行动和故事走向上；另一类冲

突是个体内部不同社会身份之间或者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内部冲突，这常常体现在动态角色从否定

到直视潜意识中的残缺和匮乏的故事情节中。
上述两类冲突都能够提供戏剧张力，但对于静态人物来说，外部冲突是最为常见的冲突，这构

成了类型化叙事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人物本身的复杂程度不高，核心的故事张力来自于外部力

量所设立的故事情境，不同的情境对应了不同的电影类型。在大多数静态人物身上，内部冲突也会

被剧情暗示出来，用以增强人物深度和吸引力，但内部冲突在静态角色所主导的系列片中一般不会

得到戏剧性解决。例如，在 “唐人街探案”系列中，刘昊然所饰演的秦风内心的善恶交织不断地被

暗示出来，并与他被捕的父亲发生情节上的关联，但到目前为止的三部曲中，他和搭档所面对的核

心冲突仍然是由 对 抗 邪 恶 犯 罪、维 护 法 律 正 义 所 定 义 出 的 外 部 冲 突。在 动 机 与 冲 突 的 基 础 上，戴

维·科贝特 （Ｄａｖｉｄ　Ｃｏｒｂｅｔｔ）在他的写作指南②中将围绕外部困境而塑造出的简单角色分为三类，其

中的前两类还对应了不同的电影类型，为我们理解系列片中的静态角色提供了重要参照。
第一类简单角色是 “旅行天使”（ｔｈｅ　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ｇｅｌ），对 应 的 是 西 部 片 和 侦 探 片 等 类 型 中 的

主要角色。他们在与外部世界接触的过 程 中 感 受 到 次 要 角 色 展 示 出 的 各 种 缺 失 与 不 幸，进 而 发 展

出由同情／怜悯而生成的正义感。正在遭受困难和不公的世界向恰好经过的他 们 伸 出 求 助 之 手，请

求他们纠正错误、医治创伤、修 复 关 系。通 常，这 些 角 色 拥 有 坚 定 的 身 份 认 同 和 目 标 感，但 是 这

并不意味着他们缺乏内在缺失和内部 冲 突。相 反，我 们 在 这 种 独 行 侠 式 的 角 色 身 上 常 常 能 够 看 到

孤独、怀疑、悔恨等情感，这构成 了 人 物 的 多 样 性，能 够 引 发 观 众 共 鸣。例 如，迪 士 尼 在 疫 情 期

间推出的两季 《曼达洛人》中的主角就是一个典型的 “旅行天使”，身处困境的 “尤 达 宝 宝”激 发

了他的良知。在整整两季１６集中，这个浑 身 包 裹 着 贵 重 金 属 的 孤 独 男 人 走 遍 了 宇 宙 的 各 个 角 落，
在为 “尤达宝宝”寻找安身之处的同 时 与 各 类 敌 人 斗 争，最 终 等 到 卢 克·天 行 者 的 到 来，完 成 了

自己的使命和信条。“旅行天使”需要有独特人格和核心能力，但从目前的两 季 来 看，曼 达 洛 人 秉

承的信条及其身世经历等内在困境，还 并 没 有 成 为 叙 事 的 主 要 动 力。换 句 话 说，静 态 人 物 并 非 不

需要有内在的反差和矛盾，但这种反差 和 矛 盾 仅 仅 负 责 建 构 角 色 的 独 特 性，而 不 必 在 善 恶 分 明 的

４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①

②

Ｄａｖｉｄ　Ｃｏｒｂｅｔｔ，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ｓ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ｅｌｌ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ｎ　Ｆｉｃｔｉｏｎ，Ｆｉｌｍ，ａｎｄ　ＴＶ．
Ｄａｖｉｄ　Ｃｏｒｂｅｔｔ，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ｓ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ｅｌｌ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ｎ　Ｆｉｃｔｉｏｎ，Ｆｉｌｍ，ａｎｄ　ＴＶ．



故事主导冲突中得到彻底的解决。

第二类简单角色是 “圆满角色”（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对应的是灾难片、惊悚片等叙事类

型。在故事的开始阶段，这类角色仿佛光洁无暇，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都顺风顺水。故事真正的开

启时刻是由强大的具有毁灭性的外部力量所 定 义 的，这 种 力 量 会 剥 夺 角 色 所 拥 有 的 一 切 美 好 生 活，

并激发了角色恢复原有生活的欲望和动机，从而形成 戏 剧 性 故 事。《基 督 山 伯 爵》就 是 传 统 小 说 中

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影视剧中的灾难片和惊悚片也往往以圆满角色为主要人物。超级英雄电影中的

若干角色，如丧失双亲的 蝙 蝠 侠，或 是 突 然 变 异 的 绿 巨 人，在 故 事 起 始 阶 段 也 都 经 历 了 剥 夺 与 毁

灭。而对于更加复杂的人物来说，在主角用尽浑身解数试图恢复正常生活的同时，他对于自身和周

围世界的认识也会发生改变，并发展出新的技能和世界观。在系列故事的创作中，对于圆满角色的

剥夺常常是主题创意的来源。例如，“飓风 营 救”系 列 的 主 角———由 连 姆·尼 森 饰 演 的 前 任 特 工 布

莱恩·米尔斯，在这个系列的三部曲中每次都会面临亲人被害的剥夺性的起始段落。他对于家人的

保护则成为了故事的核 心 动 机，促 使 他 在 越 来 越 严 苛 的 外 部 条 件 下 对 抗 邪 恶，同 时 恢 复 家 庭 的

圆满。

(二) 世界变迁的症候式表达

虽然由静态角色所主导的系列化影视剧具有较高的娱乐性和戏剧性，但是，以静态角色对抗外

部世界构成的非黑即白的系列化故事常常受到负面评价。这是因为，不论是 “旅行天使”还是 “圆

满角色”，以静态角色为轴心的系列片大多采纳的是 “英雄拯救”的叙事模式，而这种 “当代神话”

在很多文艺批评理论中被视为是保守意识形态的大众 “致幻剂”。不过，对于绝大多数的世俗社会来

说，英雄和英雄叙事的文化功能是必不可少的。不仅仅神话传说等传统文学中具有浓郁的英雄情结，

近年来我国不断成熟的新主流影视剧如 《我不是药神》《中国机长》《烈火英雄》《金刚川》等，也借

助时代英雄的塑造来吸引当下观众，呼应社会的精神需求。在对抗外部冲突的叙事中，系列片中的

静态角色展现出大众文化回应外部世界变迁的独特意义实践。

詹姆斯·邦 德 的 “００７”系 列 最 能 够 展 示 系 列 片 与 外 部 世 界 变 迁 之 间 的 关 系。在 叙 事 层 面，
“００７”系列典型地展示出围绕静态角色的变与不变的创作规律。静态角色与类型桥段的结合让故事

的基本构成体现出很强的公式化特征。在小说作者去世的１９６４年，文学理论家已经总结出了这个系

列的９个常见故事桥段和１４个相关的并置要素。这些桥段包括：从Ｍ那里获得任务，遇到恶棍，遇

到恶棍的女人，在恶棍的巢穴中试图消灭对手，邦德被抓住和施以酷刑，邦德逃跑，通过摧毁巢穴

而获得决定性胜利，享受女色，以及女孩最终离去。① 从１９６０年代以来的系列片中可以看出，这些

固定的桥段和结构不仅没有得到改变，而且在很多单片中不断地被进一步强化，以加深这个系列片

的品牌识别度，让观众时隔多年能够重温熟悉的感觉。每当接收到新任务时，这位名副其实的 “花

花公子”就会开启自己的历险，在这个过程中经历背叛、拷打甚至是身份与情感的丧失，最终依靠

智慧与身手破解危机并抱得美人归。②

另一方面，“００７”系列不同故事之间也展示出明显的区别：世界的威胁在改变，反派及其代理

人的种族、背景、作恶手法等也在改变。从１９５０年代的小说开始，詹姆斯·邦德就成为了全球不断

变化的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表征。例如，在１９６０年代以来的很多单片中，太空竞赛、核武风波都

构成了观众理解故事的背景知识。尤为有趣的是，系列电影的第一部 《诺博士》上映的时刻，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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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前的两周———故事中的情节与真实世界之间就这样不谋而合。可以说，电影提供

了一个文化空间，让真实生活中广受关注的议题得以探讨；而对于核武器威胁，“００７”系列中提供

的结局一直是詹姆斯·邦德所代表的文明社会总能够解决这些问题。① 还有学者在电影与文化地理的

交叉领域阐释了 “００７”系列的变迁，探讨了影片中所展示出的地貌背后的政治地理学意义，这进一

步地呈现出冷战和反恐战争中空间与政治的关系；文本内部和文本外部依靠空间和地理而发生的索

引关系，让 “００７”系列既保持了连续性，又具有了变化和时代特征。②

这种对于现实世界的直接指涉，以及围绕大众文化需求而进行的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系列化创作，

让詹姆斯·邦德的功能远远超出电影和戏剧的领域，成为了造梦机制下的症候式表达，为我们理解

和观察当代社会提供了一个独特框 架。作 为 当 代 社 会 的 重 要 文 化 现 象，詹 姆 斯·邦 德 的 生 活 品 质、

性格特质和情感生活也吸引了几代年轻观众，他们甚至会将 “００７”视作自己的生活榜样。在历经将

近六十年的二十余部系列电影的塑造下，詹姆斯·邦德已经成为时代英雄和 “全球化的如意郎君”③。

他使用高科技配件，开最豪华的跑车，对于酒和食物有卓越的鉴赏能力，执行任务的同时在全球范

围内航空旅行———这些当代性的特征让詹姆斯·邦德成为了正在进行中的全球故事尤其是当代全球

精英故事的一部分，成为消费资本主义的全球代理人和美国梦的银幕标本。④ 因而，进入２１世纪以

来，关于詹姆斯·邦德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层出不穷，并日益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跨学科领域。政治史

研究、电影研究、文化研究、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来自不同领域的成果将 “００７”系列电影

及其相关的文化产品理解成大英帝国霸权力量的投射，看作是对于阶级和男性主义的动态表征，甚

至有时候会出现相互冲突的后殖民和性别话语的表达。⑤

总而言之，在围绕静态角色而形成的系列片中，主角既是观众心目中的当代英雄，又是普通人

深入体验当代世 界 奇 观 的 虚 拟 导 游———我 们 随 着 詹 姆 斯·邦 德 游 历 世 界 各 地 的 高 端 会 所，也 在 伊

森·亨特的带领下在伦敦闹市区的屋顶跑酷。他们所经历的外部困境，则体现出围绕静态角色而形

成的稳固的价值结构，通过类型片的方式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焦虑得到宣泄和释放，让电影与当

代世界之间发生密切互动，也使流行电影为迅速变化的时代提供了一份生动写照。

三、动态角色与成长母题

与静态角色类似，系列化的动态角色同样会指向外部世界中黑白分明的稳固的价值结构。不论

是享誉全球的 “指环王”“哈利·波特”系列，还是曾创下中国魔幻片最高票房纪录的 “捉妖记”系

列，它们都在讲述类似的关于找寻公平、追求正义、拯救家园的古老故事，用大团圆结局向观众传

递黑暗终会被打破、邪恶终将消亡的正面价值。不过，系列片中的动态角色在叙事和表意层面上有

两个特质：首先，相比于静态角色，动态角色通常与成长母题的叙事模式相互配合，通过角色的内

部世界的深度和冲突来推动系列叙事，以寓言的方式调动观众群体在现实生活中与自我身份形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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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真实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从而借助移情与共情的心理机制完成对生存困境、身份压抑与时代

焦虑的想象性解决；其次，与动态角色的成长相伴随的往往是世界观的不断深化和揭秘，角色的行

动环境不是静态角色旅行式的 “移步换景”，而是不断地展示出外部世界的复杂性，从而为以身份焦

虑和自我认同为主的内部冲突提供充足的动机和隐喻。
(一) 动态角色的内部张力

动态角色相较于静态角色的特殊之处，在于这类角色的塑造在探讨外部世界的价值的同时，还

更多地指向主体的内在世界。这时，构思人物和设计故事结构往往相辅相成：角色与外部世界的冲

突所构成的故事是角色内部张力的外化和解决，而故事形态反过来也赋予人物以人性深度和必要的

内部复杂性，进而展开伦理、社会和心理的实验。① 实际上，由内部张力主导的动态角色在文艺创作

领域有着悠久的历史。虚构文艺作品的一个基本功能正是为我们提供进入人类内部世界的共享渠道：
我们不必实际地针对自我或者他者进行心理分析和心理访谈，就能够探究和理解人性多样性；经典

文学作品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们能够刻画出个体内在世界的冲突图景，揭示主体在社会、心理

和精神层面上的复杂形态，进而让人们对自我有所认知和思考。② 系列片中的动态角色也发挥着上述

功能，人物复杂的内部张力主导了故事的结构和叙事的动力，而观众在这个叙事过程中能够体察和

反思自我认同的复杂性和个体成长的不确定性。
欲望，是个体的内部张力的核心来源；而当欲望与外部世界之间产生冲撞时，就产生了戏剧性

目标和叙事动力。从叙事实践的角度看，内在欲望与外在的戏剧性目标既有类似之处，也有显著的

区别。戏剧目标往往由内在欲望所定义，但它对于内在欲望可以仅仅发挥表现功能，而不承担揭示、
反思和改变的功能。例如，系列化的静态角色的戏剧目标就仅仅是对于人物内在欲望的简单化反映。
相对于戏剧目标来说，内在欲望具有更加持久的属性，是对于个体精神世界的永恒召唤，而且还具

有更加强有力的决定和改变人物命运的力量。这种欲望有时是由人生缺憾带来的，有时候则是人物

的性格和命运使然。角色内心深处欲望的抑制与激发，是系列化故事中常见的桥段。
以动态角色为基础的流行叙事文本尤其重视通过对欲望的挖掘来塑造人物、推动叙事。有些时

候，欲望来自于人物的潜意识，随着故事的进展和外在冲突的激发，潜意识被发现并上升到意识层

次，这时候欲望对于故事的影响力持续加深，成为主角已经无法回避和否定的、必须直面应对的外

在目标。对于系列片中的动态角色来说，欲望还与个体身份焦虑密不可分。一方面，个体身份认同

持续地影响着个体能动性，③ 提供了戏剧性目标的源泉；另一方面，正是欲望定义了每一个与众不同

的个体，为他们的内部世界提供了矛盾与张力，也直接呼应了身份议题。
在设置内在世界中的矛盾与冲突的同时，以幻想题材为代表的系列片还致力于丰富的想象世界

的营造，对人物的内在复杂性进行外部的隐喻。很多以动态角色为轴心的系列片都以想象世界为外

部环境，如 “星球大战”“中土世界”“魔法世界”等。外部世界对于动态角色来说发挥着两个相辅

相成的功能。首先，想象世界能够给人物成长和变化提供一个象征性的平台，超自然的要素往往是

人物内在世界的复杂性的隐喻和表征，如超级英雄电影中的超级能力就在很多时候表征了角色身份

认同的复杂性。④ 其次，外部世界还在叙事层面激发了潜藏于角色内部世界的欲望，从而建构出主体

的内部复杂性，为内部冲突提供了外部动力。例如，“哈利·波特”系列中的分院帽以及霍格沃茨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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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校的学院设置，就为其中的角色提供了身份认同方面的困境，在整个系列的结尾，当哈利·波

特第一次送自己的孩子去魔法学校时，这一身份认同的困境在下一代的身上再次浮现。

(二) 自我认同与情感叙事

与应对外部世界变迁的静态角色不同，动态角色往往与成长母题相辅相成，在意义实践层面主

要处理的是自我与身份的议题。“自我”（ｓｅｌｆ）是一个宽泛概念，关于自我的形塑和实践广泛地存在

于日常生活与文学艺术中。① 而 “身份”（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则是社会和符号的，不仅涉及自我，也涉及他者

和社会对自我的定义。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语境下，自我与身份的议题在青年群体中尤为重要。这

是因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个体化趋势。由于与以前社会

整合结构的脱嵌，个人的认同从之前的群体和阶层认同中一定程度地剥离出来，而互联网匿名化和

碎片化的特点让这种脱嵌更加彻底。以德布雷为代表的法国媒介学者认为，网络时代尤其是自媒体

的出现，将个人主义、当下主义、碎片化推向极端。② 在这种情境下，个体的身份与认同危机成为一

种当下性的青年文化特征。
虽然系列片的市场对象并不限于青年群体，但从１９９０年代开始，电影业就日益重视在影片角色

的选取和叙事类型的选择上偏向于呈现青年面孔和青年话题。③ 幻想题材的系列片尤其为全球的青年

观众所喜爱，并围绕着原著和影片形成了多样的粉丝文化实践，充分展示出系列片对于青年群体的

重要文化功能。在众多叙事形态和要素中，青春片和成长母题最能体现青年身份的主要议题，即在

与成年世界的对抗中形塑和控制自己的身份认同，并最终成年。④ 青春体验和成长母题也因此成为由

动态角色驱动的系列化故事的主要叙事特征，并依靠这一特征探讨身份与认同的文化议题。
系列片对于自我和身份议题提供了多种表达渠道。例如，在超级英雄系列片中，身体差异和身

体变化不仅是常见的叙事桥段，而且也成为超 级 英 雄 利 用 身 体 去 形 塑 和 想 象 自 我 身 份 的 重 要 途 径，

从而指涉了观众在电影外部的更大社会语境中不得不面对的关于种族、性别等方面的身份议题。⑤ 不

过，在广受青年观众喜爱的系列片中，情感经验成为文本的成长母题与观看者的自我身份认知之间

最为独特的桥梁。从１８世纪末开始，个体情感经验的自然化和外在化就成为自我意识形成的重要推

动力和个人身份认同得以形成的重要渠道。⑥ 对于系列片中的动态角色来说，亲情、友情、爱情这三

种普世情感在成长叙事中为观众提供了生命经验的独特表达，从而表达和释放了当代个体关于自我

和身份的内在焦虑。

首先，亲情的缺失与缝合 是 动 态 角 色 的 普 遍 特 征 和 叙 事 动 力。它 不 仅 为 角 色 提 供 了 初 始 困 境，
同时也赋予了角色成长的内在愿望，即对父辈遗愿的继承、对家园的找寻以及对待家人态度的变化。
伴随着动态角色成长和叙事的，是身份上从孤儿到英雄的跨越，对应着个体在现实社会中的家庭经

验和亲情需求，并且用叙事中的英雄主义为弱小又平凡的普通人提供了面对生活苦难的勇气与信心。
虽然来自于原生家庭的心理影响在当下社会中已经被视为几乎可以解释一切个体精神现象的陈词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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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但对于系列化的动态人物的创作来说仍然是主导性的内部特征。相比于静态的 “旅行天使”和

“圆满角色”，动态角色的起点通常没有那么美好。哈利·波特、蝙蝠侠、卢克·天行者等一批经典

幻想类系列片中的主人公，无一不是因为亲情的缺失而踏上了非比寻常的生命旅程，又在对亲情的

找寻中完成了身份的确认和转变。对缺失亲情的找寻是动态角色的常见欲望，并在最终时刻完成有

效缝合，象征着主角经受了长大成人的生命挑战，成为了 “父辈”。

其次，友情的忠诚与陪伴是以青年角色为主的系列片与观众达成情感共鸣的另一个依托。对于

大多数系列片来说，亲情一般是象征性的存在，父母或同类角色在大多数时间只存在于角色记忆和

想象中；这时，友情就成为主人公在情节链条中最重要的情感叙事的载体，并投射了内部世界的矛

盾与欲望。例如，哈利、罗恩和赫敏三个好朋友之间的关系支撑起８部 “哈利·波特”影片的重要

情节，弗罗多、山姆等组成的护戒小分队的友谊关系和他们为了共同目标而产生的合作与分歧则构

成了 “指环王”三部曲的故事主轴。对于内部世界的探索来说，友情不仅意味着信任、忠诚等正面

价值，而且也为能动的主体展示出身 份 和 自 我 的 多 样 性；挚 友 有 时 候 提 供 了 自 我 的 另 一 种 可 能 性，

有时候则让个体对于自身隐秘的欲望有了更加明确的认知。

最后，对爱情的描绘，也是动态角色的内在世界塑造和自我身份议题处理的一种常见叙事要素。

不过，相比于青春浪漫题材的影视剧，爱情叙事通常不会成为系列片的重点，而是动态人物成长过

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力量。包含成长母题的系列片对爱情有两个常见的处理方式。一是友情化，即

主人公会爱上陪伴自己长 大 但 是 并 不 起 眼 的 平 凡 女 孩／男 孩。例 如，哈 利 早 先 对 于 赫 敏 的 情 愫 即 如

此；在 “饥饿游戏”系列中，女主角凯尼斯与两个男孩盖尔和皮塔之间也是类似关系。二是象征化，

即主人公对爱情意义的找寻隐喻着他对母爱／父爱的渴望与幻想。爱情在系列片中的塑造与传达，比

亲情和友情更具开放性与未知性，而且大多数时候与这两种情感联系紧密，甚至是这两种情感在另

外一个叙事轴向上的投射。当然，除了上述两个常见类型之外，少数系列片也会将爱情作为核心叙

事要素，如 “暮光之城”系列虽然以幻想题材为形态，但实际上更多借鉴了青春片的类型程式。

总体上看，以动态人物为核心的系列片，尤其是幻想题材的系列片，在营造一个充满象征意味

的外部想象世界的同时，更加注重通过欲望和情感来挖掘主体的内在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亲情缺

失作为角色的初始欲望与核心的自我认同焦虑，推动着角色不断变化成长，催生着系列叙事的发展

演绎；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经验成为了沟通角色和观众的重要渠道，体现了针对青年群体的系

列化创作的重要特征。

四、结语

作为全球流行的大众叙事形态，系列片既是１９９０年代以来日益重要的电影创作和产业现象，也

承担了独特的社会文化功能。本文从人物研究的视角探究了系列化叙事的类型特征与创作规律。在

综述了叙事学关于人物研究的主要思路后，笔者认为，推动系列化叙事的系列角色可以被区分为静

态角色和动态角色两大类型。其中，静态角色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外在冲突为系列化叙事提供了主要

的戏剧性张力和类型元素，而静态角色的内部世界的潜在张力为角色提供了辨识度与独特性。动态

角色所主导的系列片则依靠角色内部张力提供主要的叙事动力，关注个体的欲望释放，通过成长母

题的阶段性表达而完成系列化的叙事任务。总体上看，以静态角色为核心人物的系列片主要着重于

外部世界和外部冲突的表现，以动态角色为核心人物的系列片则重视对于人物内部矛盾的动态刻画。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静态角色和动态角色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近年来的一些静态角色也

逐渐地被赋予更加饱满的人物深度，尤其是在身份危机和认同政治成为当代全球的重要文化特征后，

几乎所有的系列角色都不约而同地面临着自我认同的困境，具备了成为动态角色的潜质。此外，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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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影视叙事的日益复杂化，尤其是像 《旺达幻视》《猎鹰与冬兵》这类系列电影和剧集之间不断密切

地互动，同一角色在不同的叙事媒介中能够呈现出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复杂形态。
在叙事任务的基础上，系列片还依靠不同类型的系列角色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虚构角

色在电影艺术与现实社会之间架起桥梁，真实世界中的观众与系列化角色之间通过观影的心理机制

产生了丰富的情感关联，电影也成为了现实的投射、寓言和表征。静态角色主导的系列片处理的是

不断变迁的外部世界给主流价值带来的威胁，释放了社会性的价值焦虑。面对碎片化和充满矛盾的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静态角色提供了价值观上的稳定感和心理慰藉，静态角色依靠传统价值战胜外

部挑战的类型叙事成为了一种当代神话。对于动态角色主导的系列片来说，成长母题呼应了当下青

年群体的身份议题。动态角色通过情感叙事为角色建立起一套丰富和必要的人际关系，父母、挚友

和恋人几乎覆盖了青年成长过程中的主要情感对象。在此基础上，动态角色提供了进入个体内部世

界的渠道，展示出个体在人格发展、身份形塑与价值选择等方面的多种可能性，作为一种全球性的

流行文化，为主流青年观众提供了自我形塑、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的文化依托。

（责任编辑：何晶　任朝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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