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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电影中的小人物形象塑造 

 

李斯蒙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从电影发展初期至今，“小人物”的形象在电影作品中出现得越来越多，这些“小人物”往往集结

了时代的特征，承载了电影的思想内涵。笔者浅要分析了“小人物”在电影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塑造方法，

探究“小人物”在不同题材电影中的塑造特点，并通过视听语言上的塑造手段对“小人物”形象在电影中

的意义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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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期，电影放映业的繁荣拉动了制片业的发展与跟进，这时期的中国电影完成

了它产业属性上的蜕变。中国电影完成了从无声默片到有声影像，从单一的黑白到绚丽的色

彩等科学技术的革新。电影不再是作为娱乐消遣的存在而是对于现实对于社会的思考，更加

注重了对于电影内容及电影潜在含义的表达。在电影角色的塑造上，电影创作者们不再着重

于塑造光辉伟岸的“大人物”形象而是将一个个小而全的“小人物”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

通过社会底层人物来反映宏大的叙事主题。 

一、“小人物”的界定 

《现代汉语词典》中，“小人物”一词被解释为：小型人物塑像、地位不高，没有名望

的普通人。从文学形象上说，“小人物”是指一些设定平凡没有什么背景的角色，他们是出

身于社会阶层下级的普通人，是微小的底层市民，更是丝毫不起眼的路人甲般的存在。最早

出现在文学界的小人物形象是 1830 年普希金发表的《别尔金》小说集，他开创了俄国文学

描写小人物的先河。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样式，又有着自己特殊的文学属性，电影中

的小人物往往也是那些带有主角性质处于社会底层的、物质匮乏没有背景、毫不起眼的平凡

人。 

二、不同阶段的小人物形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物质水平的提高牵动着思想意识的不断觉醒，观众对于电影的

期待也越来越高，在娱乐的同时也期望能够提升自我的精神价值。而电影创作者以“电影”

言“志”，通过对于“小人物”的塑造来展示社会现象、披露社会现实，传递正确的思想、

得到大众的认可，在满足观众想法的同时能够实现自我价值、作品价值，塑造小人物的形象

也逐渐成为了电影创作过程中的一个重点。 

（一）思想的崛起——左翼电影运动时期的小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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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电影工作者们建立了统一的文化战线，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把目光聚焦

在底层人民的身上。左翼电影关注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表达对弱势群体和下层民众的人文关

怀和道德颂扬，否定和批判资产阶级所代表的强势阶层及其道德体系等。这时期的电影通过

对社会底层的小市民的形象塑造，借人物之口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以及统治阶级的压迫，赋

予了底层群体前所未有的道德优势和情感力量，从而唤起了民众的觉醒，代表影片有《神女》、

《马路天使》、《渔光曲》、《姊妹花》等。
 

（二）生活的沉重——战后电影中的小人物形象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战后电影工作者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创作，并创作出了出了一批优

秀的作品。这个时期的电影将战争至于后景，以展现普普通通的人家为主，致力于对日常生

活的挖掘，以日常生活的种种来揭示出社会的矛盾。代表作品有《万家灯火》、《小城之春》、

《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 

以《万家灯火》中的胡智清这一小人物形象为例，胡智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司职员，

生活看起来非常安稳舒适，但实际上却十分脆弱不堪。影片所展现的社会矛盾是非常尖锐且

复杂的，这是他没有办法调和并解决的矛盾，生活的压力和现实困境将人物的挣扎无限放大，

从胡智清的身上展现的是那个时代下小人物生活的沉重。 

（三）现实主义的回归——文革后的小人物形象 

文革后新时期的到来使得现实主义创作回归，文艺界在当时提出的主张就是恢复和发扬

现实主义传统。由于电影本身的大众传播功能，再加上文革十年对电影的管制让观众观看不

了许多影片，所以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引起了群众普遍关注。第四代的导演们主张安德

烈·巴赞的纪实主义美学，他们提出中国电影要“丢掉戏剧的拐杖”，打破戏剧式结构；提

倡纪实性，追求质朴、自然的风格和开放式的结构；注重主题与人物的意义性和从生活中，

从凡人小事中去开掘社会和人生的哲理。在这一时期的“小人物”形象带有浓厚的文革过来

人的气息，代表作有《芙蓉镇》、《牧马人》、《邻居》、《小街》、《如意》等。 

（四）重压下的解放——新时期电影中的小人物形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创作者着眼于“小人物”这一类人物形象，当下电影市场

中的“小人物”层出不穷，这时期的小人物形象在人物塑造上以无厘头的手法来表现，通过

戏谑性的剧情，给观众带来一种戏剧张力。 这些影片把焦点放在了社会底层的普通人身上，

重点表现的是“小人物形象”在传统文化的重压之下，寻求解放的主题
 
。比如《疯狂的石

头》、《无人区》、《心花路放》、《斗牛》等。 

三、不同题材电影中的小人物形象 

（一）战争题材电影中的小人物形象 

早期战争片的作用是反映战争情况，最大的程度的还原历史，展现战争的苦难，激发人

民的民族精神、爱国意识，影片聚焦于抗战英雄，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是光辉伟岸的革命英雌

形象。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电影拍摄手法的纯熟，电影创作者逐渐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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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点转移到战争中的小人物之中，通过对军队底层的士兵或是战乱之中的普通平民的刻画来

表现战争。 

1、战火中的冲锋者 

近年来我国战争题材电影很多都是以士兵为主角来进行叙述的，如《八佰》、《南京！

南京！》、《喋血孤城》等。此类电影以某个或某些士兵在抗战中的遭遇为故事主线，并不

着重描写士兵在某场战斗或某次战役的具体战斗过程或场景，而是将重点放在描写士兵个体

的人物经历或是心理变化上。 

管虎导演拍摄的《八佰》，该片讲述在 1937年淞沪会战的末期，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三

战区一个兵营得战士们，为了固守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孤军奋战四天四夜阻击日军的故事。

其中主角羊拐被收编到四行仓库，虽然他是一个当过兵吃过军饷的军痞子，但他却连女人的

手都没有碰过。当保卫战即将开始的时候他还在不断地追问老铁“那到底是什么滋味？”一

开始，羊拐对所有的人和事都不屑一顾，有口烟抽便是他最大的快乐，但就是这么一个得过

且过的小人物，从开始的冷漠、事不关己，到最后的血性方刚、被任命为敢死队队长时的民

族大义，这都让我们看到他的勇敢、坚毅。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他却能摒弃个人安危，以牺

牲自己来成全大义，十分令人动容。 

2.平凡世界的可怜人 

战争给全世界带来的创伤最直接的体现在普通民众身上，他们是战争中的苦难者，战火

摧毁着他们的家园吞噬着他们的生命，一具具身躯化作尘土。害怕与恐惧时刻将他们吞没，

但总有那么些人不甘只成为受害者，他们挣扎着爬起。在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我们时常看见

一些普通的平民角色，他们用自己的普通成全不普通，通过这些平民的遭遇给我们再现了当

时的情境下的苦难。 

电影《金陵十三钗》中孟先生，他是一个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去做了汉奸的人，他是

自私的。但作为父亲，为了保全女儿，他冒死将修卡车需要的零件和拼命争取来的通行证送

进去给女儿，这时的他充满了无私，充满了爱意。哪怕是面对女儿的不理解和众人的唾弃他

也毫无怨言，最后死在了日本人的枪下，这就是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无奈。 

（二）都市喜剧类电影中小人物形象 

都市喜剧将故事限定于城市范围，这类影片中小人物的形象也基本都是在城市底层生活

的人。故事情节往往反映的是现今社会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而这些共性问题就是大众文

化在某个方面的缩影。都市喜剧也折射出了当下城市化变革中因为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带来的

都市人群心理的变化，无论是在题材还是在情节设置上，都市喜剧都无形中拉近了与观众的

情感距离。 

《驴得水》通过讲述一群来自城市的怀着教育梦想的教师，在偏远的乡村创办小学而展

开了一系列关于制度关于人性的探讨。《驴得水》中的校长孙恒海就是一个典型的小人物形

象，西服、长褂，头发梳得整齐，偶尔戴着的圆框眼镜俨然是一副知识份子做派。他看似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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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实则自私，在电影前期观众能看到他是一个满怀教育理想的人，即使他将一头驴包装成一

位留学归来的教师去骗取更多一份的薪水，但他拿到钱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发电报买教

具，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不遗余力的想要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是一个无私的充满教育理

想的人。随着电影节奏的推进，当特派员来考察时，他的女儿无法继续谎言想要揭穿这一切

时，他毫不犹豫地跪向他的女儿，使得谎言不得不继续推进下去，哪怕以牺牲女儿为代价，

孙恒海这个人物的感情也在这一刻达到高潮。从这里观众可以发现他的不遗余力是用一个又

一个的谎言换取过来的，就像他自己说的“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他为了自己所谓的理想可

以牺牲一切，让张一曼“睡服”铜匠，逼迫女儿出嫁，影片将人性的自私赤裸裸的袒露在观

众面前。 

（三）武打电影中小人物形象 

武打片的前缘是中国武侠电影。但 20世纪 70 年代以后，作为武侠电影主要市场的香港

观众群体对电影的趣味和需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那种旧式的、充满暴力

镜头的粤语对白影片，在这种背景下，移植到香港的国语影片反客为主，成为雄居香港电影

市场的主力。同时一种追求轻松诙谐气氛的、以“小人物”为主角的电影开始成为趋势。此

时的武侠片，去除了侠士的复仇，不再展现侠士的国仇家恨，而是演变成为诙谐幽默的武打

片，表现这类‘小人物’在动荡江湖中的成长，袒露他们的缺点，营造出缺陷下的个人困境，

进而丰富人物形象。 

如《醉拳》中的主角黄飞鸿，少年时期的黄飞鸿顽皮好动，练功时喜欢恶作剧，不愿意

认真练功，一出武馆就是惹是生非，喜欢打架冒险，虽然富于正义感但是缺乏对自我的约束，

在一次较量中被打得落花流水后沉心学艺，经过师父苏乞儿的种种磨练逐渐成长为一名沉

稳、强大的年轻人。 

（四）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中的小人物形象 

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中，有着各式各样的小人物主角，这些主角平凡且具有独特性，电

影创作者通过对影片中小人物形象的塑造，进而推进剧作故事的发展，表达创作者对于现实

的反思，点亮作品的主题，从而引发观众对作品更深层次的思考。 

1、“边缘人”——社会的遗忘者 

   “边缘人”一词的概念，是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正式提出的，指对两个社会群

体的参与都不完全，是处于群体之间的人。这些“边缘人”多是被主流社会忽视或排挤的边

缘化底层人群，他们对于现实生活和自身命运无力把控。而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多通过对“边

缘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进行故事构建和叙述，并且以此反应现实问题。 

电影《小武》中小武是一个小偷，在他的价值观一次次受到冲击后，他缺失自己的价值

观、人生观、世界观。电影先讲述了小武和朋友小勇，他们属于患难之交，但小勇发达了之

后便开始疏远了小武，而小武却不知道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执着地要兑现当初的誓言，想

给好朋友送上一份结婚礼物却遭到了拒绝。之后小武遇见歌厅小姐梅梅，梅梅的出现，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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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看到希望，他为爱情不断犯案，明知道犯案的后果却依然坚定而执着地为爱情付出自己的

自由，他执意等待一份没有未来的爱情。他无知但憨厚善良、重情重义，可这些品质与这个

变化万千的世界格格不入，现实摧残着小武，他是这个时代的牺牲品的象征。  

   2、工人——时代的抛弃者 

工人在影片中他们所展示出的是一种真实感。新时期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中，电影的纪

实感被增强，片中的场景展现出了人物与坏境之间的融合性，成熟的拍摄手法使得观众在观

看影片的时候不会产生突兀感，能够很好的带入到电影的情绪之中。 

影片《地久天长》中的刘耀军和王丽云是同一工厂的工人，后来因为企业改革，二人双

双下岗，成为了失业的个体户。当刘耀军和王丽云同时站在职工大会的会议室当中，整个房

间里的人物都穿着清一色的灰色员工服出现在镜头中时，主角被溶化在配角中央，显得毫不

起眼。这样的群像镜头不但刻画了主角的平庸，并且在镜头中呈现出来的上个世纪末的工人

生活环境显得十分真实可信，他们是社会中普遍存在、毫不起眼却又无法抹去的人群。 

四、小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 

（一）写实的镜头语言 

大部分电影创作者对“小人物”这一类形象进行塑造的时候多用写实的镜头语言，回归

镜头最初的本真。 

电影在镜头画面的处理上，以人物形象作为主体，通过远景开场将人物置于大的环境之

中或用特写镜头的组合将人物呈现出来。电影《我不是药神》中，就是通过一组特写镜头来

刻画“小人物”的心境，比如黄毛遭遇车祸的情节之中，几个追逐镜头的快速切换，同时切

入两个黄毛的特写镜头，一个他满头大汗但神情坚毅，还有一个是他带着胜利的笑容，也正

是这个镜头定格住了他的生命，使观众的心也被揪了起来。 

同样是用于心境的刻画，电影《狗十三》中，李玩的父亲带着一家人去酒店参加应酬，

进入酒店的旋转门，父亲和继母抱着弟弟进了旋转门，只留下李玩一个人站在外面等待进入

下一个门，画面定格在她脸上，落寞不言而喻，这种被孤立的感觉扑面而来，李玩如同一个

被丢弃的玩偶让人心疼。 

(二）极具反差的色彩基调 

电影艺术家通常将色彩纳入电影的不同结构层次之中，使色彩充分展现人物丰富的情

感，象征影片中深刻的意义，发挥色彩的表意功能，产生较高的审美价值。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红色蓬勃而出，热烈的红色背景下掩盖的是死寂的陈家大

院，发出红色微光的灯笼埋葬的是底层女性的悲惨人生。在点灯、灭灯之间，红色与黑色相

互交替, 这其实就预示着封建礼教下的女人或明或暗的人生命运。颂莲的人生也是在一次次

点灯灭灯中变得悲剧，红灯笼不仅映射出大院内的女人们的悲欢生活, 更是深刻地折射出在

“一夫多妻”制度下发生在女人身上的种种凄凉感, 颂莲刚进陈家院子时，站在刻有黑色的

碑文前，她的命运就像石碑中的字一样，终生囚禁在被砖墙堆砌出的牢笼之中。张艺谋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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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庆的颜色展现了最悲剧的命运，这种叙事手法在视觉上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引领观众

去反思去对比,从而赋予了影片更加深远的意义。 

（三）具有表现性的声音 

声音是电影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电影也真正意义上成为了视听综合艺术。声音在电

影创作中起着塑造人物形象、推动叙事、烘托和渲染气氛的作用。
 

1、烘托气氛，形成反差 

电影声音中的音乐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音乐是非常抽象的，但它可以随着

环境和电影氛围的变化而展现出人物当时的情绪与情感。例如《无名之辈》的结尾，胡广生

开枪打中马先勇之后被警察抓获，当他们下救护车的时候音乐响起，车外正放着美丽的烟花，

胡广生看着天空烟花炸出的火花，这时音乐声，烟花声和胡广生的哭声混在一起形成了强烈

的反差，把人物的悲剧性形象扩大到了极致。
 

    2、拉近距离，增强真实感 

人声是电影声音中另一重要的手段。许多电影会运用方言来塑造“小人物”，台词也更

加具有口语感，这些方言的使用拉近了观众与人物之间的距离，有强烈的的代入感和真实感。

如《秋菊打官司》中，旅店店主俚语的使用，使人物对话诙谐幽默，于朴实中透露出乡间传

统的风土人情与农民的生活智慧。也使对话更生动，增加了影片的戏剧性与通俗感。 

五、结语 

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从本质上就不应回避社会现实，在讲述一些“小人物”的成长故

事时，人物身上所展现的特点恰恰是当下时代背景中大部分人的常态，它能够折射出一个社

会和时代的现实问题，是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透过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向观众呈

现真实的社会风貌，深挖现实生活的种种可能性，揭开社会生活中的每个层面，以此直击人

心，这也是“小人物”在电影中的意义所在。特别是当前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剧增，对高

质量文化产品的渴求更是日趋强烈，取材现实影片，更能赢得主流观众的情感认同。通过小

人物形象的刻画，以一种平民视角来重现生活，观众能够从这些“简单”的人物形象中看到

自己，看到“我们”所共通的心理活动、关注方式甚至是性格特点。电影人应当立足于时代

的变化之中，用包含情感意识的电影展现时代的真实样貌，使电影艺术走向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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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portrayal of little people in Chinese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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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early stage of film development, the image of "little people" has appeared more 

and more in film works. These "little people" tend to gath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carry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the film. The author will analyze the different shaping methods of "little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film development, explore the shaping characteristics of "little people" in 

different films, and stud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mage of "little people" in films through the shaping 

means of audio-visual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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