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像化再现是建构现
代化媒介视角下集体记忆
的重要手段。近日，由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

山东省广播电视局共同指导，共青团中央
网络影视中心和中国青年报社领衔出品
的网络电影《中国青年：我和我的青春》

（以下简称《中国青年》）上线，为共青团题
材的主旋律影视创作提供了一个典型案
例。百年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始终陪
伴青年成长，指导青年前行，《中国青年》
正是抓住这些典型印痕，开启了“旗帜”

“看见”“寻找”三个篇章的时代描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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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故事

《中国青年：我和我的青春》分
为《旗帜》《看见》《寻找》三个单元
叙事，讲述志愿垦荒、西部支教、公
益助学三个不同年代的热血青春
故事，展现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
际遇和机缘，彰显中国青年时刻与
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精神。

《旗帜》中农垦队员面临北大
荒的极端气候，融合了灾难与冒
险元素，队员之间的相处又有着
爱情元素。青年们在荒原里施展
拳脚，在希望的田野上辛勤开拓。
知青精神诠释了青年们的精神面
貌和价值尊严，是这一阶段的集
体记忆的主题。在纵向的时间范
畴上，知青精神中的“不怕辛苦，
敢于担当，求真务实，攻坚克难”，
如同《中国青年》中红旗的暖色调
与满地积雪的阴冷场景形成强烈
反差，在凛冽的艰苦环境中传达
着不怕牺牲、艰苦创业的信念。

《看见》中支教老师教授农村
学生唱歌，融合了音乐与歌舞元
素，师生之间的相处又有着喜剧
元素。在故事背景上，1993年，共
青团中央决定实施中国青年志愿
者行动，次年开展大中专学生志
愿者支教活动。这一时间阶段诞
生了志愿精神，一直延续至今。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精神体现着独特的向善之美，如
同《中国青年》中被放置在边远地
区贫困环境下的“音乐”这一精神
产物，传达出西部支教对于普及
教育、撒播文明的重大意义。

《寻找》中知识青年寻找资助
好人的过程，以写实的手法表现
当代青年人对职场的焦虑、现实
的妥协和理想主义的碰撞，在迷
茫与挣扎中，青年意识形态逐步

形成。在故事背景上，1989年，共
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发起了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
儿童为使命的希望工程。2018年，共
青团中央要求全团面向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青少年提供学业资助和
就业援助，助力脱贫攻坚，促进教
育公平和社会公平。公益助学这一
行动所体现的广博大爱，如同《中
国青年》中让寒门学子获益却隐
姓埋名的善意和义举，展现着代
代相传的温暖和力量。

三个维度

借助文化符号和仪式化两种
创作手段，《中国青年》将“青年引
路人”的共青团形象囊括进了身
份、情感、价值三个维度的文化认
同。

身份认同包括个体对自我身
份的认知和对所归属群体的确
认。主旋律影视作品实现身份认
同所需要的，是承载理想、信仰、
观念的文化符号和庄重的共同参
与仪式。将青年优质明星偶像作
为文化符号建立与青年的链接，
在青年心中建立自我身份的理想
化形象，在想象和现实的交融中
生成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共青团
之间的重要链接。此外，形而上的
信仰观念通过客观的文化符号储
存在集体记忆中，个体的生命片
段通过文化符号与历史过程相连
缀，代入感与认同感穿越时空与
地理的阻隔，引发观众产生强烈
的时空共鸣。影片始终围绕“什么
才是最好的青春”这一主题，不同
时代、不同人物都以人生经历回
应了这一问题：把个人奋斗融入
党和人民的共同奋斗之中的青春
是最好的青春；拼搏过、进取过、
奉献过的青春是最好的青春。

情感认同是一种主体对价值
客体表示肯定的心理活动，包含
集体情感认同与个体情感认同。
主旋律影视作品将个体情感浓缩
到文化符号之中，使得青年形象
更加真实丰满、有血有肉。在放弃
小我、为国奉献的选择情境或成
长情境中，更加凸显青年的勇担

使命，达到了更为广泛的情感认
同，例如片中传递知青间情谊的
糖果、象征个人梦想的吉他等。观
众在个人与集体记忆之间产生情
感同化意识，对内心信念生成与
具体行为有着巨大的鼓舞作用，
主要表现在对主旋律题材电影中
人物基于集体利益的行为的肯定
与赞许，例如，片中对开荒青年的
钦佩和对支教青年的赞许等。

价值认同是文化认同的核心
与灵魂，是指价值个体在相互交
往的过程中，对某种社会价值观
念产生强烈的认可，从而不断改
变自身的价值定位与结构，以体
现对该社会价值的遵循与共享。
主旋律影视作品实现价值认同，
需要承载民族意识、家国情怀、主
流文化的文化符号和具有象征意
义的时间仪式来实现。影片中，寄
托着开荒希望的种子、象征着善心
的飞行夹克等文化符号的运用都
是基于这一目的。特定时间节点构
成影片的仪式时间场域，在仪式时
间和仪式场域与大众的交流，能够
激发大众在观影过程中获得更深
层次的价值认同。《中国青年》选取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作为
上映档期，就是基于这方面的考
虑。正如影片主演张艺兴所说：“通
过电影，我们走进那一段岁月，化
身当时之人，经历当年之苦，我们
才会更加深刻理解当时之青年、
当年之理想！今日我们的丰衣足
食，是依托于一代又一代青年的
艰苦奋斗。”

梳理历史与当下、个人与集
体、欲望与使命、理想与责任的关
系，在历史与时代的长河里探索意
义、塑造自我、正视身份、获得自
信，是主旋律影视创作永恒的价值
追寻。这一实践，需要在精神空间
进行记忆建构，达到文化认同。青
年譬如朝日，当立时代潮头。“青年
引路人”的故事，或可为新主流的
创作生产提供一个新的试炼场。

（于晓风，山东大学新闻传播
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影视文化
艺术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山
东省签约艺术评论家；宋馨艺，山
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生）

《中国青年》：记忆建构与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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