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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篇论文旨在探讨，借由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电影创作相结合的概念，进行一种可操

作的剧本创作方法和理论指导，以齐鲁文化的渊源与延续作为主要描述对象，探讨齐鲁文

化的由来，将齐文化与鲁文化的思想特点与电影创作方法相结合，并进一步推导出齐鲁文

化的集大成者——儒家思想的重要意义，将儒家核心思想“仁”学本体与电影创作主题进

行联结，探讨齐鲁文化的当代价值。通过故事创作让观众进一步去认识齐鲁文化，将齐鲁

文化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为传讲中国故事，提供更广阔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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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齐鲁文化概念综述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齐鲁文化，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曾发挥着重要意

义。“齐鲁”二字源自于西周初期的两个诸侯国，齐国与鲁国，在史前文明时期，他们同

属于一个地域文化圈——即中国古老文明的东夷文化1)。随着历史的发展，西周封邦建国

后，由于其地理环境不同，使齐、鲁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随着政治文化的发

展，由原本文化政策和传统继承方面并不相同的两种文化系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

地域文化概念——齐鲁文化。齐、鲁两国的地域相近，在政治与教育方面的相似度，孔子

有过这样的言论“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2)荀子·性恶篇中开始

将齐鲁二字连用，甚至将齐鲁与礼仪、仁义之道联系在一起：“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

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者，何也？”3)。直到春秋战国之

际，二字的逐渐连用指称齐、鲁两国所在区域所共有的文化，秦统一六国后，齐、鲁文化

走向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地域和文化概念，形成了我们今天的齐鲁文化，齐鲁之地与今

天的山东省区域大致相似。齐鲁文化的核心在于“以儒墨显学为代表的鲁文化和以稷下学

派为代表的齐文化，共同构成了齐鲁文化的精髓。”4)齐文化设稷下学宫，招致天下人才

呈现百家争鸣之状，催生了融合道家与法家的黄老之学；而鲁文化的繁荣孕育了以儒家、

墨家为代表的文化，使之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为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

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5)“齐鲁文化上承夏商周三代，直攀史前东夷文化，下启秦

汉，直至于今，将中国数千年文化连为一系，发展不断。”6)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

都与齐鲁文化有着紧密关联，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齐鲁文化不断

融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外儒内法的精神特质。

1）“因其俗，简其礼，尊贤尚功”的齐文化

齐文化的形成开始于西周初年，姜太公封于齐。姜太公，吕氏，名尚，也称吕尚，字

子牙，又称姜子牙。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记载姜太公钓鱼“吕望封于齐”的故事7)，

1) 李伯齐，｢也谈齐鲁文化与齐鲁文化精神｣，管子学刊，1999.04.，p.102。

2)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p.89。

3) 王先谦，荀子集注(下册)，中华书局，2013，p.522。

4) 戚汝庆主编，齐鲁文化基本知识，山东大学出版社2020版，p.6。

5) 高升平译注，韩非子，中华书局，2010，p.724。

6) 郭墨兰主编，齐鲁文化，华艺出版社，1997，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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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纣以后，分封诸侯，开启了姜太公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的历史。姜太公的谋略，司

马迁在史记中，就有过赞誉“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8)姜太公封

于齐，以营丘（即临淄）为都城，齐地近海，其土壤特点并不适合作物的种植，而太公利

用齐国的地理特点，因地制宜，将齐国由一个地薄人稀的荒僻之地变为了一个物产丰富的

商业之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

齐，齐为大国。”9)姜太公来到自己的封国采用了顺应殷商之风俗，简化周朝礼乐制度，

开放商工各业，发展渔盐业优势，使殷商的百姓都归附于齐国，这种顺应民风民俗的策

略，使殷商后裔存留的齐国形成了收益较快的变革效果。都城临淄随后就发展成为了手工

业和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基础决定了齐国成为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重商主义成为

其文化的底色，从而发展出了较为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所以，周公会感慨“呜呼，鲁后

世其北面事齐矣。”10)。来感慨太公的政策确实优于周公的改革策略。

太公奠定了齐国的立国之本，开辟了齐文化的发展方向，至齐桓公时期，的继续秉承

着“禄贤能、遵贤尚功”的传统，任用鲁国管仲辅佐朝政，在军事、经济和社会事务上，

使齐国戮力同心，九合诸侯，一筐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通过历代君主的贤德积累，

对人才德重视，使齐国成为开放包容的诸侯国。尊贤尚功的人才政策，造就了兼容并蓄的

文化环境，齐桓公设立稷下学宫集合了各家学派论道，成为战国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各

派学术平等共存，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系统，如黄老之学、阴阳五行、性恶论等思

想，也标志着齐文化于鲁文化的彼此共生，催生了灿烂的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在充满自由

精神的稷下学宫产生了众多古代先哲，稷下之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

齐文化中蕴含有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特质，即黄老之学，“黄”是指远古的黄帝，

而“老”就是老子，是道家与法家思想融合的结果，黄老之学主张在经济上轻徭薄赋，让

百姓休养生息，循序渐进。道家思想所阐释的是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我们所生活的世

界，不仅限于人类本身，老子所谓“道”是指万物的来源与归宿，这个“道”与万物本身

不同，老子思想中所阐释的圣人是悟道的统治者，“道”并不需要原因，它就是永远的存

在，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1)所

以在道家的思想中，有突破时空的限制，真正让精神逍遥，在精神的世界中，让生命得到

安顿，让所有一切回归根源，于是就有了“道法自然”之说，让事物保持他自己的样子，

跳脱出去看具体的成败得失，会别有一番风景。道家与儒家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对“天”这

个概念的理解，儒家所理解的“天”是使命之天，而道家所谓“天”是指自然界之天。儒

7) 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华书局，1963，p.1478。

8) 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p.595。

9) 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p.598。

10)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p.635。

11)老子，道德经，中华书局，2014，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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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对本源问题的不同看法，决定了行为处世方式的差别。

2）以儒为宗的鲁文化

作为周王室重要成员的周公旦，分封鲁国，但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派遣其儿子伯

禽替父赴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有一段“诫子书”记载：“我文王之子，武王之

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

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12)所以鲁国理所当然推崇周礼，可以看出周公

旦是最纯粹的周礼的推崇者，所以会有“周礼尽在鲁国”的说法。作为鲁国史书的春秋
和周文化代表的周易，更是体现出礼乐文化的核心精神。鲁文化的根基就是周公所创建

的礼乐制度，这是一套关于政治、文化、生活各个方面的伦理和秩序的准则，所谓“

礼”，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乐”代表具体的规矩与做法，礼乐彰显天人宇宙的秩

序与和谐。论语·述而篇中，孔子就赞扬了周公制礼作乐的贡献，周朝重新建立了古老

的中国世界，而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天下大乱的局面，此时的中国出现了价值上的虚无主义

和存在上的虚无主义，即善恶不分，人们失去了道德准则，战乱造成普遍的死亡现象，人

们对生存也失去了信心。而孔子的出现，透过善恶之知以建立群体的人伦秩序，倡导人们

以真诚之心引发行善的力量，使价值重新安定在人性之中。13)这也是古老中国作为礼仪

之邦的源头，孔子的一生都是在践行周礼14)，所以以儒为代表的鲁文化成为中国文明的

代表。

礼乐制度作为周朝的基础，根植于齐鲁文化中的鲁文化之中，而所谓的“礼乐传统，

实质上是一个调整（或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它无所不包，又无处不在，既弥漫于

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间，又渗透到民间及人们活动的一切领域。”15) 礼乐制度所建

立的是一种天地人一体的道德中国状态，在这个体制中，各自本分行事，从而维护了整个

秩序的稳定，也就成为了孔子在论语“为政”篇提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

而众星共之”。16)这也就成为了周朝以德而得天命的新的伦理制度，成就了孔子的精神

世界，重视道德才能真正人心归服，才会形成稳定的政治伦理，礼是作为人与人交往的基

本规范而存在，是国家安定繁荣的基石，所以才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17)的关于德行的中国根基。礼乐文化的核心精神“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

12)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p.631。

13)卡尔·雅斯贝尔斯，傅佩荣译，四大圣者，商务印书馆，2022，p.156。

14)孔子修订，春秋，此书讲述鲁国的历史。

15)张福祥，｢齐鲁文化综论｣，文史哲 ，1988年第4期，p.9。

16)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p.14。

17)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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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序也。18)”礼乐文化彰显天人宇宙的秩序与和谐，在国家治理、安定社稷、团结百

姓、使后代获利益方面是礼的精髓。

周文化注重血缘宗法关系，也因为伯禽与周王室的特殊宗亲关系，所以在文化策略上

完全采用了周文化的衣钵，对周公的制礼作乐进行全面复制，所以在左传译注中，晋侯

史韩宣子来到鲁国，“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19)用亲亲尊尊的策

略，所谓亲亲就是宗法制，讲究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以血缘为纽带进行远近亲疏国家权

力的划分；尊尊就是嫡长子继承制，按政治社会关系来说，将政治社会进行等级划分，分

为王、公、侯、伯、子、男的尊卑差等和王、公、卿、大夫、士的等级划分。20)齐景公

问政于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周代礼乐的核心精神，也是孔子

希望构建的理想社会秩序。伯禽在鲁国采用了“变其俗，革其礼”的治国方略，全面贯彻

周文化的实施，“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1)鲁国地处平原，原

为商朝的中心区域，22)土地肥沃，适合作物耕种，所以鲁国农业发达，人民安土重迁，

伯禽注重周朝礼仪，坚持礼乐文化，对周文化的坚守与发扬，从而使鲁国受到其他诸侯的

敬重与帮扶。

2. 走向融合的齐鲁文化——儒家思想

齐、鲁两国采用不同的政治方向，形成了两支具有独特品格的地域文化支流，从此走

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管仲辅佐齐桓公后，利用外交手段促成了两国的文化交

流，到晏婴辅佐之时更是学习鲁国的周礼教化，化民成俗，涤荡社会的不良风气。齐、鲁

文化的交流自太公、周公立国之初就初见其端，其后随着外交、战争的频繁，两国文化从

官方走入民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儒墨道法四家思想的争鸣。在秦汉一统天下局面的

形成之际，齐、鲁文化二者在内部结构和形式上进行了相互渗透与整合。胡适先生曾指

出，秦始皇征服了六国，而齐学征服了秦始皇，“求神仙，求奇药，封禅祠祀，候星气，

都成了新帝国的大事业。”23)其后，汉承秦制，面对民生凋敝的汉朝初年，采取了稷下

学派的黄老之学，让百姓休养生息，使汉代社会经济得到巨大恢复，到汉武帝时，国力强

盛，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两种文化共同消融归为一体，构成了吸纳诸子百

18)戚汝庆主编，齐鲁文化基础知识，山东大学出版社，2020，p.28。

19)李梦生，左传译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p.932。

20)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pp.50-51。

21)李梦生，左传译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p.43。

22)李伯齐，｢也谈齐鲁文化与齐鲁文化精神｣，管子学刊，1999年第4期，p.46。

23)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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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新儒学，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

齐鲁文化浸润下的儒家思想，所建构的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完整的人文世界，儒家以

人为思考一切的焦点，希望以其核心“仁”学本体践行其思想来改善人的生命，所以会有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24)这个实践的思想体系，经历代学

者的加工与改造，经过社会的选择，最终凝聚为具有正统思想的儒家体系。

存在主义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提出的人类文化史的第一个轴心时代，

就是孔子所生存的年代，孔子一生的理想是承礼启仁，将周朝的礼乐制度进行传承，孔子

的时代周朝已渐趋式微，诸侯争霸，分崩离析。孔子所宣扬的并非返古之道，“生乎今之

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也。”25)而是追求“永恒的理想”。并开发出儒家的

“仁”学思想，所谓“仁”，是每一个人天生所附有的人性，傅佩荣教授的解释是一个人

真诚本性由内而发的力量，只有坚持真诚才能找到人生该走的路。这就是孔子“仁”学思

想的本体，即向内求向自己本身的自我修养与教育，而不在于向外寻求。孔子思想的特

点，首先在于自我的觉醒，“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26)这种天命在孔

子看来，是一种对社会的使命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27)人生在世，最

重要的精神在于志向，志向是引导人生行走正路的关键，与人性有内在关联，所以儒家看

重对人性的阐释，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28)是更能

表明孔子所主张的真诚由内而发的个人力量，是每个人都可以求得的一种能力，“不怨天

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29)孔子之道是一种打通生死之道，所以就有了

“朝闻道，夕死可矣”之说，在礼运·大同篇中，曾子曾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

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30)一以贯之的“仁”之道的儒

家思想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关乎社会人生政治等全方面的圆满实践，以

“仁”作为思考焦点的儒家包含三方面的：

1）人之性——向善

孔子的思想在大学和中庸二书中得到最完美的展现。“中庸”之道通常会认为是

孔子理想道德的最高境界31)，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将天地万物与人相结合，中庸这
24)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p.32。

25)杨伯峻，杨伯峻四书全译，中华书局，2020，p.40。

26)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p.16。

27)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p.136。

28)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p.107。

29)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p.222。

30)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p.115。

31)杨伯峻，杨伯峻四书全译，中华书局，2020，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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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经典也是儒家思想的结晶。在中庸的前三句话，就已经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精辟的总结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32)上天所安排的人的本性，认为人的本性

就是向善的，顺着向善的道路去走就是人生正确的道路，就是向善的道路。如何去向善，

就在于“人不学，不知道”“修道之谓教：即接受教育，修养自己走上正道的就是教化，

只有接受教化才会明确何为善。齐鲁文化融合下的儒家思想，首先是对人性的表述，对人

生如何通向正确的道路进行了哲理的探索，所谓智、仁、勇也就是通向人生正确之路的方

法，即人性向善“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通过真诚将天地

万物相连结，每个人都有真诚的力量由内而发，去行善避恶，这样向善的驱动力，就可以

化解礼崩乐坏在价值上的混淆。

2）人之道——择善固执

其次对于人之道的阐述，在中庸第二十章就提到，所谓人之道就是择善固执，择善

固执源于中庸，即选择了向善，就要坚持下去的原则。所谓“中庸”，中的意思代表

善、正确的意思，“庸”代表用，是平常的意思，中庸也就是用中，用自然平常的态度去

做到向善的事情，这才是通向人生正确的道路。儒家的中庸之道就是在教导人们如何处世

之道，作为儒家三达德的智、仁、勇的处世之道，就是秉持正确的作为坚持向善，迫切的

希望以人为中心建构一个完整的充满秩序的人文世界。中国传统思想讲求“道”，即正当

的道路，作为文明大国的中国，在世界外交思想中，一直秉承着追求正义保家卫国的思

想。随着历史的演进，融入到儒家思想之中，形成外儒内法的精神内核。

3）人之成——止于至善

对于“仁”之思想的第三个方面的阐释，即人之成。所谓人之成就是人的完成，在于

止于至善，这是儒家经典大学的主义意旨，教育学生如何培养高明的德行，以达到至善

的境界。而“止”的意义在于对为君、为臣、为子、为父、为友的每种相对关系的完美要

求，大学中所阐释的八条目之说，就是一种方法论，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个人只有去分辨与自我有关的事物，并清楚的了解善恶是

非，并可以做到真诚的对照，知道善恶是诚意的前提。大学教导我们如何诚意，即毋自

欺、自慊和慎独，只有做到这三点，才是诚意所至的表达。每个人的人性只有秉承真诚才

能向善，善在于个人与他人适当关系的实现，孔子之志向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

32)杨伯峻，杨伯峻四书全译，中华书局，2020，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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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怀之”，这是儒家思想的关键，即由内而外、由己及人、由人而天的逻辑。儒家的思想

在于以“仁”作为改善人生命的起点，强调人性的修养，因为人性向善，所以要择善固

执，事事凭良心去做，为人处世要彰显高明的德行，止于至善，是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

想，成为儒家仁学本体的重要思想。

3. 齐鲁文化精神与电影创作思维

一部好电影的基础条件首先是通俗易懂，其次是生动有趣。对于电影故事的创作，将

人类自古以来最具普遍意义的真理价值讲述清楚，无疑是好故事的基础。齐鲁文化精神中

孔子的思想是投向现实世界中的人类，所以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创作，更适合展现中国传

统精神价值。“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能否写出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环境，揭示这个环

境中真实的阶级关系，在整体上符合历史真实，是判断历史剧是否达到艺术真实的客观标

准。”33)判断艺术作品价值的标准不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事实”，而在于它如

何更好地传递了“真实”，“事实”是一种生活经历，而“真实”却包含着全人类最具普

遍性的真理。由此可见，达到艺术真实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在于揭示真理问题。

齐鲁文化融合下的儒家思想，对于人性的阐释，可以作为电影主题创作的引领，孔子

不去探问不可知的形而上的事物，对于人世间处世之道的儒家思想是开放的，它是一种实

践，是人性中天然情感的流露，所以电影主题对人性情感的探讨，可以以哲学思维为导

向，进行主题探索。很多事件的描述可以虚构甚至是架空，但借助现实中的事物表现万古

不变的真理，是好的电影故事讲述的方式。

电影故事的讲述方式，通常是围绕着“五W”的方法，Who、When、where、What、Why

五个元素进行讲述，化作故事创作的基本条件就成了角色、行为、环境。从亚里士多德的

诗学开始，就已经深入研究经典叙事的结构问题，再到罗伯特·麦基的故事以及悉

德·菲尔德的电影剧本写作基础都对电影故事的创作思维进行了符合逻辑和观众期待心

理的分析。三幕式的“开端—对抗——结局”模式，按照起承转合四段排列，是大多数经

典电影的叙事结构，符合电影艺术的故事特性，在创作中加入哲学思维，以哲学精神为引

领，可成为电影故事创作的新路径。

1）在哲学思想中寻找创作动机

33)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宣讲，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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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写作的创作动机，是指作者为何要进行这样一个故事的创作，也就是寻找写作欲

望，发掘自身对问题的探索，是创作写作动机的第一步。寻找影片要表达的主题，在赋予

哲学思想的电影创作中，可按照不同的哲学主题，进行素材的安排，酌情给予可产生连结

的因果关系安排一定的情节与事件为主题服务。在事件之间建构有机的联系，而不是简单

的时间顺序，而是让事件之间暗示有机的因果关系，在适宜的时机，事件可以有机的发生

联系，这是电影故事具备形态的基础。

优秀故事的诞生，通常是按照主题动机对几个小故事进行的调整、分配和修改顺序，

把他们放在一系列的联系之中，使事件之间保持有条理的因果联系，这样的故事安排注定

引人入胜。在传统戏剧的三幕式结构中，作为开端的建置部分，对人物环境的介绍和事件

的暗示，是全片动机的引子。

2）礼乐之于电影人物创作

儒家以人为一切价值的基础，孔子的“道”主要是人之道，礼乐的根本在于对人性的

塑造，礼的规范在人际关系中形成，不了解礼的规范，就无法在社会立足，“不知礼，无

以立也。”理想人格就是拥有一颗真诚的心作为一切外在规范的基础，这种理想人格就是

对“君子”这一形象的塑造。人物是剧本创作的核心，对于人物的创作，要设定人物的戏

剧性需求，作为设定事件的前提，所谓戏剧性需求是贯串整个故事的线索，即你的人物想

要获得什么，随着事件不断的发展，人物的戏剧性需求会发生变化，而变化才是叙事中最

吸引观众的部分。在人物的戏剧性需求中建构人物关系，故事的讲述是通过事件来决定人

物，而且通过人物的行为可以衍生事件。对人物的创作取决于其思想、感觉、情绪所决定

的行为，电影是通过画面讲故事的艺术形式，动作就是人物34)，观众往往可以通过人物

的动作来认识人物，明确其思想，将一个人的思想用动作行为呈现，在影片中，观众通常

是通过人物的行为来辨认他们是谁，了解他们的价值观，所以动作就是人物的自证。

人的存在必须在历史中寻找其实体与根源，对于人物的永恒品质原型，早在尚书·

洪范中就有涉及，对“皇极”一段的描述，就是体现中国古代理想先王所具备的品质的

要求，所谓“皇极”就是天子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准则，即绝对正义，他们以天子身份作

民父母，所以孔子语“唯天唯大，为尧则之。”35)使人物具有一种动作性的力量，就要

设置事件与人物发生关系，在情节的设置中，要让人物来主导事件，而不是总被动的接受

事件的发生。而且在事件的选择中，如人物传记和历史题材影片的创作，对重要事件的选

择尤为关键，以四大圣折中的孔子为例，其周游列国、困于陈蔡是重点事件。在起初的建

34)悉德·菲尔德，钟大丰、鲍玉珩译，电影剧作问题攻略，世界图书出版社，2012，p.124。

35)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p.120。



308 ․ 中國學 第84輯 (2023.09.30.)

置部分，可以寻找偶然事件，来创建”情节点I”，故事的设置只有进入情节点I才是正在

的开始。在故事创作中，情节点Ⅰ与情节点Ⅱ的设置，是推进故事冲突前进的关键时刻，

决定故事发展的转向，在情节点出表明哲学思想，是作者态度的有力展现。

齐鲁文化滋养下的人物品格，是电影人物创作的关键，齐鲁特色人物的创作是电影的

灵魂，齐鲁文化融合的儒家思想更是将主要关怀聚焦于人类社会的人际关系之中，提出

“仁”的思想，人的本性就是“仁”，是人性与道德的统合体。仁是统摄诸德的本源，是

无条件的绝对本源。36)“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就是体现的对于道德的高度赞誉之

意，所以民本思想一致是中国古代的根本，高明的道德表述，更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

途径。讲述人物传记故事，通常也是为世界介绍中国，但如何让一个人物具有清晰的特征

和思想体系呈现，就是需要电影剧作的努力，一方面编剧要具备哲学思想的底蕴，要充分

了解自己所写人物的背景，回顾人物的人生轨迹，只有完全深入的这个人物中时，才会捕

捉到人物的“本质”，就像王阳明在格竹顿悟的那一刻，决定了他真正“心学”的方向；

另一面也要具备将人物思想贯穿于事件之中，来去支撑故事的弧线，可以按照任意需要在

时间脉络中穿插事件，来表现故事的中心内容。

3）多线叙事并置的百家争鸣结构

在布莱克·斯奈德的救猫咪——电影编剧宝典中，就对故事的类型进行了详细的分

类说明，按照电影自发展以来的故事类型进行说明，大卫·波德维尔在好莱坞的叙事方

法中，也对多线叙事的框架进行专章分述，运用人物的聚合命运、网状叙事等叙事线索

进行事件和时序的编辑。37)一个事件被另一个事件打断，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某种联

系，这种联系随着剧情的发展逐渐紧密，最后，几个小事件汇集在一处，让影片达到高

潮。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文化最灿烂的时期，观点创造冲突，是故事写作最

核心的部分，黑格尔主张悲剧的本质并不在于一个人物是“对”的而其他人物都是“错

的”，也不在于善良与邪恶的对抗，而是双方人物都是对的，把故事变为“正确对抗正

确”的局面，并带向其合乎逻辑的局面才是最新吸引人的。38)用矛盾冲突阐明影片的主

题，是建构故事危机的前提，矛盾达到一定形势后，节奏和危机感才会同时增强，以进入

故事真正的高潮部分。

就像在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中最著名的“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技法，使各个场景朝

着一个方向发展，反而能够产生更强烈的紧张感，对于现代剧作的发展，人们对影片的关

36)卡尔·雅斯贝尔斯，傅佩荣译，四大圣者，商务印书馆，2022，p.127。

37)大卫·波德维尔，白可译，好莱坞的叙事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pp.112-114。

38)悉德·菲尔德，钟大丰、鲍玉珩译，电影剧作问题攻略，世界图书出版社，2012，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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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点更多的是在于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的具象化表达，如何通过动作表达人性，表达具有中

国传统价值观的人性特点，是需要用中国哲学思考的理念贯穿始终，儒家思想的仁学本体

就变得尤为重要。

4）中庸之道的创作主题

中庸的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结晶，我们可以看到是将人的世界与天地万物重新结合的

高度阐释，所以表现人与自然关系主题的影片，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中庸这本书中所体现

的哲思。像<阿凡达>这部影片中潘多拉星球的灵魂之树，与人纯净的心灵相通，以表达人

性的善良与陈真，这种情节的设定也是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的古代哲学思想中，

中庸·第六章就有对舜帝中庸思想的表现：“舜好问以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

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39)此处的“中”代表善，将善和正确的方法用在百

姓身上，这是中庸正确的注解。与人为善、处事之善的运用在电影作品中体现，是传播中

国优秀传统的的最佳路径。

中庸思想与民本思想的结合，政治与教育是民本思想的基础。在尚书·泰誓中就有

阐释古代中国最基本的政治目的，即百姓的安居乐业。“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

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40)上天替百姓寻找到贤明的国君和老师，君子受天所命，责

任重大，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帮助上天来照顾百姓，使百姓安居乐业；尚书·夏书中提到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41)百姓作为国家的基础，是善待百姓，是上天的意愿，由

此可见，民本思想源自上古时期。中庸思想传达了人与自然的处世态度，是我们可以进行

借鉴的表达。儒家思想一直在讲述人的处世之道，电影讲述人性的故事，对人性进行探

讨，通常会吸引观众的兴趣，故事如何来帮助人们辨识善恶，如何在慎独的时刻表现人性

的选择，都是哲学思想带给人们的思考，中庸之道作为中国故事的讲述主题，即面对一切

事物，我们选择善而坚持下去的准则，是电影传达中国思想的重要路径。

5）儒家思想融入乡村电影主题创作

乡村电影故事创作，并不一定就是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而可以是在

兼容互补下的乡村多样性的新型生态意义的美丽乡村叙述，这才是乡村题材电影创作的应

有意义，乡村电影的创作除了要展现对“乡土社会”原貌的完满呈现，也要在电影中融入

39)杨伯峻，杨伯峻四书全译，中华书局，2020，p.24。

40)王世舜、王翠叶，尚书，中华书局，2012，p.431。

41)王世舜、王翠叶，尚书，中华书局，2012，p.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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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乡村人文风貌，呈现新农人的生态意识和生命精神，生态意识是一种社会责任

感的体现。儒家思想尤其是王阳明的心学，主张向内寻找生命的主宰，作为农业大国的中

国，农民是国家的根基，“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务农重本，国之大纲”42)电影

创作者要对准中国社会精神的历史变迁，以乡村为基点，以农村为表述主题，最大限度的

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规律，通过乡村影像，讲述中国百姓的乡村故事。

电影创作者需要将农村现实本身中的农村形象呈现在银幕上，塑造农民典型。运用儒

家思想中的“仁”的观念来塑造具有儒家品行的人物，是电影人物应该弘扬的精神主旨，

“仁”作为孔子学说的中心观点，对电影人物创作同样具有启发性，不仅仁者爱人，“夫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这种具有独立品格的儒家思想，更是具有普遍意

义。在儒家思想进本的文本品格中，我们可以体会其重点在于对人生此世的感知与洞察，

所以乡村电影对于乡村电影故事的讲述，就要立足于新时期改革中的一个个人物的人生境

遇与生存处境，表现他们的情感与胸怀，创作注入儒家思想生命表征的人物个体，才是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下的新农人形象。

乡村电影是乡土文化呈现的重要载体，儒家文化浸润下的乡村电影故事，是乡村影像

创作的精神主旨，乡村电影所展现的是影像图解的现实，实现的是电影对现实的关照。

“敢于直面中国当下的农村变革现实”43)，在银幕上展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

乡土中国，用影像展现新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真实的纪录历史的进程，展现当代中国社

会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变化，是乡村电影创作的必经之路。

4. 齐鲁文化的当代价值

新时代的中国电影创作，其内容要呈现在现代化文明的背景下，如何让中国传统之思

寄予故事讲述之中，用齐鲁文化之内核作为故事的发展曲线，在电影故事的内部结构中融

入齐鲁文化之精髓，用影像来表现中国人对理想家园的完满建构。“文化的核心是哲学思

想，弘扬中国文化中的优良传统，首先要弘扬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优良传统。”44)赋予优

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影片，让世界更好的看到重德贵义的中国精神，理解人性，是掌握真正

生命途径的方法。用哲学思想指导电影故事创作，对于真正中国故事的讲述，将具有重要

意义。

42)“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指引农业强国建设”，新华社，2022.12.27.，https://news.cctv.com/ [20

22.12.27.]

43)饶曙光，｢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题材电影流变及其发展策略｣，当代电影，2008年第8期。

44)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优良传统｣，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p.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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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倡导温故而知新，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时代课题，如何赋予传统

以当代意义，让传统精髓与时代结合，实现价值观念和民族文化精神的全面更新。在全球

化影像时代的今天，作为最具表现力的电影媒介，将具有中国哲学思想的主题融入电影剧

本创作，在剧情设置中以传统思想唤醒沉睡的古老文明，重塑美丽中国的集体记忆，重拾

难以释怀的乡愁美学，是提升现代化中国精神面貌的必经之路。如何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思

想进行影像化表达，将独具地域特色的中国文化故事向世界输出，让世界看到多元的中国

故事，是每一个电影人的当代使命。

5. 结语

本篇论文旨在探讨，借由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电影创作相结合，进行一种可操作的剧

本创作方法和理论指导，将齐文化与鲁文化的思想特点与电影创作方法相结合，并进一步

推导出鲁文化的集大成者——儒家思想的重要意义，将儒家核心思想“仁”学与电影创作

主题进行联结，探讨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在对哲学思想与电影创作的融合方面，本课题

将继续关注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各国在电影创造中的表现，并进一步对电影文本进行比较分

析，从而推进在学界对哲学思想与电影创作融合方面的持续关注，电影艺术不仅带来对世

界的丰富景观，更是一种哲学思考的介入，本文致力于深耕儒家思想之精华，对电影故事

的创作方面起到方法论的指导作用。

诚然，本研究深入挖掘了儒家思想与电影创作的关联，但在实际应用与跨学科合作方

面仍存在一些挑战。电影创作是一个多元化的领域，不同文化和哲学背景的影响因素复杂

多样。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跨文化研究，以全面理解不同传统哲学思想在电影创作中的

适用性和局限性。

此外，本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关注儒家文化圈外的其他哲学思想与电影创作的关

系，以获得更全面的视角。虽然我们强调了哲学思考在电影艺术中的价值，但实际应用和

影响的度量仍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来支持。

总之，本论文旨在为电影创作者提供一种深思熟虑的方法论，将哲学思想与电影创作

相融合，但我们也承认在跨学科研究和实际应用方面仍有待深入探讨和完善。希望未来的

研究能够进一步丰富这一领域的知识体系，为电影艺术的发展和哲学思考的传承贡献更多

宝贵的经验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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