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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题目是否属导师课题的一部分？如果是的话，属哪一部分？并

注明该课题名称、编号、经费来源。 

    否。 
 
 
 
 
 
 
 
 
 
 
 
 
 
 
 
 
学位论文的类型（√） 

1 基础研究( √ ) 
2 应用基础(    ) 
3 应用研究(    ) 
4 其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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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选题依据（包括研究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并附参

考文献）：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在90年代大规模国企改制等一系列结构性变革的震

动之下，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昔日的“统治阶级”日渐转变为为改

革“付出代价”的“弱势群体”，从主流的视野中黯淡下去。与电影一同敏锐捕捉到这

一变化的是这一时期“国企改制”题材的文学创作。从曹征路的《那儿》、杨刚良的《白

乌鸦》、张力翔的《潜谋》，再到近年来中青年作家鲁敏的《六人晚餐》、路内的《十

七岁的轻骑兵》、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等作品，几个代际的小说家几乎用文字勾

勒出了这段满载创伤的历史。 

新世纪以来，关于 90 年代大规模国企改制记忆与厂区变迁影像表达的电影不断出

现，如《铁西区》、《二十四城记》、《钢的琴》、《少年巴比伦》、《八月》等影片，聚焦国

企改制的历史，用镜头记录了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工厂及工厂中人物的变迁，通过电影

的方式对国营厂区的记忆做了自觉、有机地呈现和反顾。在这类影片中，国企改制后衰

败的工厂作为社会主义实验中的特殊产物，不仅是电影中故事与人物活动的布景和道

具，更作为一个承载社会主义工业文化记忆的标本，成为这类电影叙事性的重要组成部

分。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影片不仅不同于上世纪 30 年代的电影中工厂影像，也有别于“十

七年”时期和改革开放前期的工业题材电影，这类电影与此前影片的最大不同在于呈现

了“创伤叙事”的特征。所谓“创伤”，指的是一种基于精神之上的严重伤害，它是一

种已成定局的事实，由于外因无法消除，这种伤害在很长的一定时间内无法弥合、无从

改变。在“十七年”工业题材电影中，叙事里没有“创伤”，只有为了实现更大的目标

而受的“伤”，总体的基调是激昂向上的。在改革开放前期的工业题材叙事里，也没有

“创伤”，它所承受的“伤”更多的是一种是“弊病”，是由过去落后观念所带来的生产

阻力，但它仍坚信“阵痛”之后必有新生。而国企改制后的厂区电影，它负载着共和国

沉重的历史，记述着难以言说的“创伤”。实际上，这种带有离别意味的“创伤”在某

种程度上遥相呼应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一些反映“乡下人进城”的电影创作。如果说，30

年代电影里所呈现的“创伤”是失去故乡、离开乡土中国的痛苦，那么厂区电影里的“创

伤”就在于他们目送着曾经亲手建立起的“乌托邦”土崩瓦解，而作为“乌托邦”实体

的“工厂”已经成为这一代人新的“乡土”，成为了他们成长中无法磨灭的记忆和他们

无法剥离的“故乡”。 

面对国企改制的创伤，电影的创伤叙事走过了哪几个阶段？电影这一艺术是如何通

过影像叙述创伤的？而这样的叙事又受到哪些文化心态的影响？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

文化逻辑？今天我们应当怎样去面对国企改制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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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些问题出发，便触及到了本篇论文的研究意义：旨在通过梳理不同阶段厂区电

影创伤叙事的衍进过程，探析国企改制的集体创伤记忆是如何被建构、消解，并与当下

市场形态不断媾和的；在归纳厂区电影影像特点的同时，探究国企改制的创伤记忆具体

是如何通过厂区电影影像来表达叙事的。最终在艺术评价的基础之上，通过与此前“工

业题材”电影的对比考察其叙事背后的文化心态，从而对厂区电影创伤叙事的社会功能

和文化价值进行总结和探讨，并对厂区电影的创伤叙事做出一定的反思与展望。 

事实上，90 年代大规模的国企改制所触发到的社会深层次制度变革以及工人阶级群

体大规模失业下岗并不仅仅只是一件能够随着时间流逝而“随风飘散”的历史，它对于

一代人乃至一个群体心灵上造成的创伤难以估量。作为当下影视文学艺术中重要的叙事

资源，如何叙述这段记忆抵达历史，如何从共通的情感中找寻到对过去创伤的一致认识，

对于正确地看待国企改制的历史与现状，进而反思、建构我们民族当代的历史、重塑当

代工人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厂区电影还将有助于打破以往艺术

评价的片面视角,参与到共和国历史的反思和集体记忆的建构中去。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1.关于新世纪以来以国企改制为背景的电影研究 

以90年代国企改制与厂区变迁为背景的国产电影研究自新世纪初即已开始,基本与

创作保持同步,大体以导演创作谈及文本批评的形式出现。 

近年来，随着“国企改制”浪潮中工人的生存状态日渐成为一些热门电影呈现和探

讨的主题，学界与评论界对于此类电影的关注也开始不断增强。2017 年 9 月，在《艺术

评论》杂志编辑部主任蔡郁婉的策划之下，该月期刊特设了研讨专题，邀请中国社会科

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贾嘉、北京大学中文系刘欣玥和林秀三位青年学者共同围绕电影

《六人晚餐》，就“国企改制的影像表达：工业题材的新面向”这一话题展开讨论。自

此，将此类电影与新世纪以来《铁西区》等电影整合之后视作独立而连贯的叙事资源进

行观照的研究才渐次浮现于学术视野。 

但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1）关于此类电影命名的讨论 

“工业题材电影”是伴随着新中国诞生、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与工业化建设大规模展

开，以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确立，而出现在中国当代电影史上的一个新的电

影题材类型。根据孟犁野所述，“这类影片（有时简称‘工业片’),是指电影中以当代

中国工人(以产业工人为主，也包括某些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的生活与作为背景，以

工业建设为描写对象的故事影片。”新世纪以来，以国企改制为背景的这类电影呈现出

的新面貌，显然已经无法简单放置在“工业题材电影”这一概念中来展开批评，其面临

的诸多现实情况，正在寻求更为清晰的厘定和更佳合理的命名。 

虽然不少研究者已经关注到它们与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业题材”电影的较大差异，

但目前学界和评论界对于这一具有类型共性的新现象尚未给出有效的清理与命名。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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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讨论中，皇甫宜川认为“影片对于工业元素的挖掘，是我们以前电影中非常少见的，

有开拓的意义。”因而愿意用“工业元素”这个词来将此类影片与“工业题材电影”做

区分。刘欣玥则用“厂区电影”来概括这一类型的电影，因为她认为在这些影片中“厂

区往往不仅是故事与人物活动的布景与道具，更作为一份 90 年代特殊的文化记忆时空

标本，成为这些电影结构性、叙事性的组成部分，并为主题性的回忆、怀旧和反思立场

提供具体的细节和对象。” 

上述两者的讨论均引导我们向此类电影中的工业布景投以关注，但具体来看，以“厂

区电影”来命名或许更为贴切。“厂区”这一概念不仅包括工厂内工业的景观，还包括

在这种特殊制度下形成的工人社区。它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形成的政策性产物。新中国

成立以来，我国的工业化是以“计划经济”为背景、以“单位制”为主要组织形式拉开

帷幕的。在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分配制度之下，工业生产与工人生活连为一起，自成

体系。从空间来看，工厂和工人社区将生产、生活、教育、医疗、娱乐融为一体，合成

了封闭而完整的集体生活单位，受到国家强而有力的保障。直至 90 年代大规模国企改

制后，“厂区”这个堡垒坚固的外壳才开始逐渐瓦解坍塌。不难发现，在这一系列涉及

“国企改制”的电影之中，“厂区”的变迁无疑为导演们表达工人群体在历史演进中的

现状找到了一个可供切入的角度和建立叙事的空间，电影的镜头也从此前“工业题材电

影”中擅于展现的工厂“生产空间”转向了更加广阔的工厂“生活空间”，从而抵达了

这段历史中更加丰富的生活日常。因而，倘若以“厂区电影”命名，则不仅能够较为明

确地为这类电影呈现的内容指向了“单位制”背景下的那段历史，更是将这类影片中厂

区空间特殊的价值提起关注：即厂区不仅仅是电影中的布景和道具，更为重要的是它本

身就承载着一段历史的意识、一份复杂的情感，充当着电影中叙事和表意的重要任务。 

尽管“厂区电影”这一命名在理论上是否充足仍待论证，但在现阶段借用“厂区电

影”这一概念概括此类电影并进行研究仍是较为确切合理的，其蕴含的具体内涵也值得

学界给予更进一步的关注。 

（2）关于此类电影的研究 

学位论文方面，国倩的硕士论文《新世纪中国电影“铁饭碗”集体记忆研究》（华

中师范大学，2018 年）是目前该领域仅见的学位论文。其研究的基本思路是用“铁饭碗”

这一集体记忆贯通新世纪以来此类以国企改制为背景的电影，通过对新世纪以来有关

“铁饭碗”的影视作品进行微观解读与整理分类，分析此类电影对九十年代“铁饭碗”

的集体记忆的体现和建构。这篇论文虽关注到了影视作品在建构国企改制这段集体记忆

的形态变化，但对于影片的的叙事特点，及这一类型的电影变化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心态

却少有论及。 

除却这篇硕士论文，其他涉及以国企改制与厂区变迁为背景的国产电影研究散见于

期刊和论文之中，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文化研究的视域之下，由于以国企改制及厂区变迁为背景的电影与社会、

历史、传播等话题联系紧密，因而此类电影常以分散的状态笼统地被归入底层电影研究、

工业题材电影研究以及导演研究等其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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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底层电影的研究中，罗锋《“历史的细语”：新纪录运动中的底层影像研究

（1991-2010）》（复旦大学，2011 年）以新纪录运动中底层影像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

了农民、工人、性工作者等底层影像之于历史书写的重要意义。文中详细分析了《铁西

区》等影片对于国企改制后下岗工人这一底层群体的呈现，并肯定了影片对于重塑“无

名者生活”的现实意义。与罗锋的思路相似，张帆《新世纪以来边缘化群体电影》（山

东师范大学，2014 年）把贾樟柯《二十四城记》、王全安《纺织姑娘》、张猛《钢的琴》

等探讨 90 年代末下岗工人生存状况的电影看作是城市边缘化群体电影，肯定了它们对

于“描摹底层现实”和“书写人物视像”的重要意义。这些论文大多关注到了影片的主

题和受难情节，虽捕捉到了电影对于下岗工人生存困境的书写，但基本停留在描述和勾

勒，对于工人群体深层而内在的动态变化，尤其是近年来该类电影所呈现出的新面貌把

握不足。此外，用“底层话语”这个概念把这一类电影笼统地圈定在范围之内，虽敏锐

地勾勒了工人阶级不断底层化的命运, 并刻画出他们在这种历史转折中个体意识的分化

和颓败，但却难以历史地、辩证地对其背后的文化逻辑进行辨认和观照，容易陷入到执

迷于挖掘苦难，过度“宣誓”苦难的泥沼中去。 

另一类研究者主要是围绕工人形象衍变的角度展开讨论。李静《瓦解与重建：当代

工人形象的书写（1999-2011）》（华东师范大学，2014 年）是最早将电影中 90 年代国企

改制后的下岗工人纳入工人形象研究的学位论文。文章试图借助对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小

说电视剧、纪录片、电影、小说的分析，来重新梳理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瓦解的历史

过程和再造的可能。尤其是最后一个章节，李静还透过底层话语探讨了尊严政治和再造

工人阶级的可能，从社会主义建国运动所塑造的工人阶级的历史出发,观照到了工人阶

级分化背后政党政治转型的社会现实。理论扎实、逻辑严谨，在总体分析的思路上所做

出的探索值得重视。马晓宇《建国以来内地电影中的工人形象研究》（南京师范大学，

2016 年）对于建国以来电影中工人形象发展轨迹的演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概括，

并用“碎片化”一词概括了国企改制后的电影中工人身份的失落与迷茫。但文章多是对

工人形象类型的归纳与概括，对于国企改制后工人形象变化的原因，以及人物形象背后

隐藏的话语逻辑并没有提出很好的阐释。 

还有一类研究是将厂区电影的批评归入导演研究的视域之中。如，崔立帅《转型中

国与新生代导演的创伤叙事》（陕西师范大学，2014 年）、浦丽娜《第六代导演电影作品

与社会变迁关系研究》（兰州大学，2014 年）等等，由于此类研究与本文的主题关联不

大，在此不做更多的分析和讨论。 

第二，在电影研究内部的框架之内，评论者的批评多是针对单部电影展开文本内部

的批评与解读。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影片的主题内涵进行归纳和解读；二是对

电影的艺术特色进行评价与分析。 

在电影主题方面，新世纪以来以国企改制为背景的电影呈现了许多迥异于此前工业

题材电影的主题表达，研究者们也针对不同的电影文本进行了较为及时的跟进与阐释。

一部分学者结合某些代表性作品探讨了影片中所呈现的历史主题。如吕新雨《<铁西区>：

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文中认为纪录片《铁西区》用“寓言式的工厂的废墟场景”引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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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主义历史及工人阶级意识的拷问与思考。另一部分评论者则以具体的影片探讨

了电影文本中所呈现的情感主题，归纳来看可以大致细分为“呈现型”、“批判现实型”、

“怀旧型”三种不同的情感表达类型。如杨军《在现实和虚构的交错中展示社会变革的

阵痛——解析贾樟柯电影<二十四城记>》认为影片有意模糊了现实和虚构的界限，通过

对普通小人物的疼痛的呈现展示了整个社会变革的阵痛；袁庆丰《“新左翼电影”的题

材选择和批判性的社会立场表达——以电影<钢的琴>为例》认为《钢的琴》这部影片选

取了现实主义的题材，表达了社会批判的主题，是对 1930 年左翼电影精神的传承；黄

钟军、庞盛骁《<八月>：1990 年代的文化记忆》认为电影《八月》是对九十年代记忆的

集体的怀旧。在电影艺术表现方面，学界对此也有着较多关注。尤其是王兵的代表作《铁

西区》，目前已有陈金辉《王兵纪录电影《铁西区》的纪实美学特征研究》（东北师范大

学，2018 年）及朱颖科《中国独立纪录片电影<铁西区>文本解读》（厦门大学，2014 年）

两篇硕士学位论文对影片的美学特征和内部文本进行了专门的分析。其他的相关影片，

学术期刊中也出现了数量较多的针对单部影片的分析，如《<钢的琴>四人谈》、影像空

间书写的文化记忆——评电影<少年巴比伦>》、《时间、光影和情绪——评电影<八月>》

等。 

不难看出，这些影片都从电影主题及艺术表现方面对具体的影片进行了较为深入地

分析阐释，但由于大多数评论都只是针对此类电影中具体的某一部影片进行评论，尚未

将它们的发展脉络连缀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因而仍无法从整体的全貌来理解它们

的发展变化以及这些影片背后所蕴藏的社会文化价值。 

总的来看，尽管已有的成果在文化研究及电影研究方面对新世纪以来以国企改制为

背景的电影研究已有了较多的讨论，但存在的局限和缺失也十分明显。第一，关注不够，

学界及评论界对于对新世纪以来以国企改制为背景的电影尚未有达成一致的命名；第

二，研究分散，缺乏整体系统的梳理和观照；第三，深度不足，对于此类影片叙事背后

的发展变化、文化心态和社会文化价值等均缺乏更为深入的探究。因此，该领域的研究

在当前的学术领域仍有着较大的开掘空间。 

2.文学及电影中关于创伤叙事的研究 

创伤叙事，简言之就是讲述关于创伤的故事，是一种以“历史”和“记忆”的为基

础的建构。在古今中外的作品中，创伤叙事一直都是文学艺术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近

年来，创伤叙事作为一种视角，被不少研究者引入到文学和电影的研究之中，成为一面

棱镜，用来观照当今的社会文化。 

在文学研究领域，创伤叙事多被评论家们用来分析 20 世纪各种的战争、革命、变

革与运动，尤其是在外国文学的研究中，创伤叙事是一个较为热门的视域。单以国外学

者现已出版的创伤叙事的专著为例，就有凯西·卡鲁斯的《创伤：记忆的探询》（1995）、

肖珊娜·费尔曼的《见证的危机：文学·历史与心理分析》（1997）、朱蒂斯·赫尔曼的

《创伤与康复》（2001）、多米尼克·拉卡普拉的《书写历史、书写创伤》（2001）、安妮·怀

特海德的《创伤小说》（2004）等。这些专著中既有理论阐释，又有个案研究，从不同

角度解读了创伤对于作家及作品创作的影响。相比之下，国内目前对于创伤叙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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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较为薄弱，但也在日渐成为当下学术研究的生长点。在对于国内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

的创伤叙事研究中，学界更多将目光聚焦在文学批评方面：李敏的博士论文《“伤痕“与

“反思”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7 年）中，以“伤痕”和“反思”

文学为主体，借用创伤叙事的维度对文本进行了解读和归类，较为全面地总结了“伤痕”

和“反思”文学在叙述创伤时的规律，并对作家的创作动机及话语遮蔽做了合理的分析。

张婧磊《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苏州大学，2017 年）将创伤叙事作为贯穿新

时期文学的主线，探讨了新时期文学中创伤叙事的故事形态、创伤症候与言说方式的发

展变化，并阐述了创伤叙事对于历史的应对和反思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这些研究均

推动了创伤叙事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研究，深化了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认识和评判。 

与文学研究相似，在电影研究领域，关于创伤叙事的研究也主要围绕历史政治等题

材展开讨论，譬如南京大屠杀、文革等题材的电影研究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从创伤叙事

视域进行讨论的文章。例如，苏阳花《“创伤”记忆——控诉、反思与消费》（西南大学，

2012 年）以时间推进为线索归纳了文革题材电影在叙述“创伤”过程中“控诉、反思、

消费”三个不同的导向，试图在创伤叙事的发展脉络中理清建构愈合创伤的文化认同机

制。杨夕文《“后记忆”视域下南京大屠杀电影的创伤叙事》（西南大学，2016 年）聚焦

南京大屠杀电影的创伤叙事，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电影创伤叙事机制和创作特点，为南京

大屠杀电影的研究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由上可见，创伤叙事研究视角的引入，不仅能

透过叙事有效地发掘创伤的成因，还能够透过创伤，寻找到抚慰和疗愈创伤的可能性。 

但纵观现有的研究，无论是在小说还是电影的研究领域中，大部分对于创伤叙事的

研究都还未与 90 年代末国企改制为背景的文本联系在一起。崔立帅《转型中国与新生

代导演的创伤叙事》（陕西师范大学，2014）是第一篇将以国企改制为背景的电影与创

伤叙事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学位论文，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这篇论文驳杂

而不专精，分析稍显空泛，尤其是未能将创伤叙事超越纯粹个体层面和苦难叙事层面而

上升到反思的高度，因而仍留有较大待开掘的空间。 

面对 90 年代末“国企改制”这一中国改革开放重要节点的事件，电影这一艺术形

式的影像究竟承担着何种功能？电影里的创伤叙事是否能作为一种途径抚慰和疗愈个

体在历史中真实遭受的创伤？影片又该如何反顾和建构国企改制的历史记忆，进而重塑

当今中国工人的文化？这些不但应当成为电影创作者自我的追问，也应当成为学界不断

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三）参考文献： 

专著： 
1、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0 年。 

2、戴锦华：《隐形书写——9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年。 

3、冯同庆：《中国工人的命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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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葛红兵、宋耕：《身体政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 

5、胡霁荣：《社会主义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 

6、李明、杨广学：《叙事心理治疗导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年。 

7、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年。 

8、吕途：《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年。 

9、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10、刘岩：《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

年。 

11、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 年。 

12、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年。 

13、吴琼：《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年。 

14、徐刚：《后革命时代的焦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 年。 

15、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年。 

16、杨远婴：《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 年。 

17、杨治良：《记忆心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18、余信红：《背影：渐行渐远的国企老职工》，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 年。 

19、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年。 

20、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上海三联书店，1999 年。 

21、张婧磊：《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 

22、[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23、[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年。 

24、[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25、[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余传玲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26、[德]哈拉尔德·韦尔策著：《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27、[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年。 

28、[英]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年。 

29、[美]温迪·J.达比：《风景与认同》，张箭飞、赵红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年。 

30、[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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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 
1、曹海峰：《精神分析与电影》，上海师范大学，2006 年。 

2、崔立帅：《转型中国与新生代导演的创伤叙事》，陕西师范大学，2014 年。 

3、陈金辉：《王兵纪录电影《铁西区》的纪实美学特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8 年。 

4、国倩：《新世纪中国电影“铁饭碗”集体记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8。 

5、李敏：《“伤痕”与“反思”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7 年。 

6、李静：《瓦解与重建：当代工人形象的书写（1999-2011）》，华东师范大学，2014 年。 

7、李倩：《新时期以来工业题材小说的批评研究》，沈阳师范大学，2016 年。 

8、马晓宇：《建国以来内地电影中的工人形象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6 年。 

9、罗锋：《“历史的细语”：新纪录运动中的底层影像研究（1991-2010）》，复旦大学，

2011 年。 

10、罗娟：《新世纪以来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新变研究》，沈阳师范大学，2016 年。 

11、孙丽君：《被言说的他者——社会哲学视野下的中国媒体工人形象》，广西师范大学，

2005 年。 

12、苏阳花：《“创伤”记忆：控诉、反思与消费》，西南大学，2012 年。 

13、吴清军：《国企改制与传统产业工人的转型》，清华大学，2007 年。 

14、王研：《新中国银幕上的工人形象研究》，上海戏剧学院，2012 年。 

15、王莉：《城市转型演绎：贾樟柯电影的空间解读》，苏州大学，2013 年。 

16、朱颖科：《中国独立纪录片电影<铁西区>文本解读》，厦门大学，2014 年。 

17、张帆：《论新世纪以来中国边缘化群体电影》，山东师范大学，2014 年。 

18、张婧磊：《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苏州大学，2017 年。 

 

期刊论文： 
1、陈韵杼：《转型期的东北工业题材影片研究》，《电影文学》，2018（10）。 

2、高天：《身体文化视域下的工厂青春叙事——以<少年巴比伦>为例》，《戏剧之家》，

2018（03）。 

3、黄钟军、庞盛骁：《<八月>：1990 年代的文化记忆》，《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7（05）。 

4、胡钰、沙垚：《当代工人文化传播的反思与重建》，《现代传播》，2017（12）。 

5、贾嘉：《失忆、逃离与挽歌——从电影《六人晚餐》说开去》，《艺术评论》，2017（09）。 

6、荆亚平：《时间、光影和情绪——评电影<八月>》，《艺术广角》，2017（09）。 

7、吕新雨：《<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读书》，2004（01）。 

8、李云雷：《以貌似优雅的姿态逃离现实——贾樟柯<二十四城记>观后》，《艺术评论》，

2008（07）。 

9、兰秋阳、吴璇欧：《从<铁西区>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历史进程》，《电影文学》，2008

（01）。 

10、林进桃：《工业时代的缅怀与集体主义的赞歌——电影<钢的琴>叙事伦理解析》，

《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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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林秀：《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电影《六人晚餐》与新世纪电影中的国企改制》，

《艺术评论》，2017（09）。 

12、刘建状：《时间的“神话”与空间的“寓言”——电影<钢的琴>与<二十四城记>中

国经济转型期(90 年代国企改革)的影像化表达》，《电影文学》，2018（05）。 

13、孟犁野：《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跋涉前进——工业题材影片的历史回顾》，《电影艺

术》，1991（03）。 

14、孙小兵、刘婉秋：《影像空间书写的文化记忆——评电影<少年巴比伦>》，《当代电

影》，2017（04）。 

15、佟新：《社会变迁与工人社会身份的重构》，《社会学研究》，2002（06）。 

16、汪新建、艾娟：《心理学视域的集体记忆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3）。 

17、王洪喆：《工人文化宫、中国东北与 20 世纪的文化政治》，《中华读书报》，2015 年

12 月 9 日，第 13 版。 

18、王弘扬：《工人阶级的视觉形象分析》，《电影文学》，2018（10）。 

19、王垚：《<八月>：重访中国电影史的转折时刻》，《当代电影》，2017（04） 

20、袁庆丰：《“新左翼电影”的题材选择和批判性的社会立场表达——以电影<钢的琴>

为例》，《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05）。 

21、赵红芳、刘世斌：《青春终成巴比伦——解读电影<少年巴比伦>》，《电影评介》，2017

（08）。 

22、张猛，皇甫宜川，石川，蒲剑：《<钢的琴>四人谈》，《当代电影》，2011（06）。 

 

主要研究影片： 

2003 年，王兵《铁西区》 

2009 年，贾樟柯《二十四城记》 

2009 年，王全安《纺织姑娘》 

2010 年，张猛《钢的琴》 

2015 年，王一淳《黑处有什么》 

2015 年，相国强《少年巴比伦》 

2016 年，李远《六人晚餐》 

2016 年，张大磊《八月》 

2017 年，董越《暴雪将至》 

 



12 
 

 

二、研究内容（说明课题的具体研究内容，重点解决的问题）： 

 

（一）论文初步框架： 

绪论 

一、研究背景及概念界定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三、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四、研究方法和路径 

 

第一章 厂区电影的创伤叙事衍进 

第一节 暴露创伤：纪实性的叙述与言说 

第二节 消解创伤：喜剧式的抚慰与和解 

第三节 超越创伤：怀旧式的回望与疗愈 

 

第二章 厂区电影创伤叙事中的风景与身体 

第一节 厂区电影中创伤叙事的风景 

第二节 厂区电影中创伤叙事的身体 

 

第三章 厂区电影创伤叙事的文化观察 

第一节 厂区电影创伤叙事的文化心态 

第二节 阵痛与创伤：“伤”叙事背后的文化逻辑 

 

第四章 厂区电影创伤叙事的总体评价与反思 

第一节 在创伤中抵达：厂区电影创伤叙事的社会功能与文化价值 

第二节 寻找疗愈伤痕的可能：厂区电影创伤叙事的反思与展望 

 

总结 

 

 

（二）论文各章节研究内容说明： 

本篇论文的绪论部分将基于中国工业题材电影的发展状况及 90 年代末中国社会大

规模国企改制的背景，对国企改制后的“厂区电影”进行界定，并以创伤叙事为角度切

入，简要对目前该类电影的研究现状进行归纳整合与梳理分析。 

具体的研究将细分为以下四个章节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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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将对将对近年来厂区电影创伤叙事的衍进过程进行详细地梳理，并对每

一阶段所呈现出的叙事特点进行归纳与概览。本章从历时性的角度入手，着重围绕厂区

电影创伤叙事的特点探析国企改制的集体创伤记忆是如何被建构、消解，并与当下市场

形态不断媾和的。主要分为以下三点： 

（1）暴露创伤：纪实性的叙述与言说 

第一阶段，是“暴露创伤”期。在这一时期，厂区电影主要以纪实性的方式对国企

改制的创伤进行叙述和言说，以期用这种方式将国企改制下国营工厂全景式的溃败、小

人物下岗失业的创伤真实、客观地暴露在大众面前，影片带有强烈的纪实风格和批判现

实主义色彩。这一节主要以《铁西区》、《二十四城记》为讨论文本。 

（2）消解创伤：喜剧式的抚慰与和解 

第二阶段，是“消解创伤”期。在这一时期，厂区电影主要以喜剧式的方式对国企

改制的创伤进行抚慰与和解。它的重点不再是对现实的批判，而是用一种调侃而荒诞的

喜剧方式来展开原本沉重的题材，以期用这种方式消解国企改制的创伤。这一节重点以

《钢的琴》为讨论文本。 

（3）超越创伤：怀旧式的回望与疗愈 

第三阶段，是“超越创伤”期。在这一时期，厂区电影主要以怀旧式的方式对国企

改制的创伤进行抚慰与和解。通过“工人后代”回望与父辈下岗失业并线交织的青春，

“自下而上”地找寻到疗愈创伤的可能。在视角的选择上，这一阶段的影片对国企改制

的记忆也呈现出了碎片化、个人化的特质。此外，在这一阶段，消费主义还对国企改制

的创伤进行了重新地包装和征用，这也让厂区电影的创伤叙事呈现出了更加复杂的面

貌。在市场的多元形态下，使得国企改制的创伤得到了超越。这一节主要以《少年巴比

伦》、《六人晚餐》、《八月》为讨论文本。 

 

2、第二章将深入电影文本的内部，聚焦厂区电影创伤叙事中的风景和身体进行分

析与解读。本章着重探讨问题的是国企改制的创伤记忆具体是如何通过厂区电影影像来

表达叙事的。主要分为以下两点： 

（1）厂区电影中创伤叙事的风景 

本节的“风景”之下，着重针对“空间”与“意象”两个要点进行讨论： 

○1 隐形书写：国营厂区的空间呈现 

这一点主要探讨的是厂区电影在空间呈现上对于国企改制创伤的隐形书写。空间是

一种物理的表现，也是人类认识的重要向度。空间的呈现往往隐含着导演对于集体记忆

和个人情感的隐形书写。在厂区电影中，工厂、工人新村、澡堂、舞厅和电影院这几个

颇有深意的空间形式不仅是故事与人物活动的布景和道具，更成为了国企改制记忆的时

空标本，为创伤叙事提供了具体细节和对象。因而本文将把这几个空间作为讨论的主要

对象，注重考察它们在影片中的变化，进而分析和探究它们在空间呈现上对于国企改制

创伤的隐形书写。 

○2 潜在表达：厂区记忆的意象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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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主要探讨的是厂区电影在意象建构上对于国企改制创伤的潜在表达。在厂区

电影的创伤叙事中，烟囱、铁轨、社会主义歌曲在电影中反复出现，这些意象将国企改

制的创伤记忆委婉含蓄地表达了出来，丰富了影片的叙事内容，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意

蕴。因而，本文将这几个意象作为重点讨论的对象，分析探究它们在意象建构上对于国

企改制创伤的潜在表达。 

（2）厂区电影中创伤叙事的身体 

根据福柯的身体理论，人物的身体充当了历史铭写的场域。在厂区电影中，人物所

遭受的创伤常常通过人物的身体来传达。本节的“身体”之下，将再细分为以下两个点

对影片进行具体的讨论： 

○1 身体受难：创伤记忆的隐喻 

在厂区电影中，人物的身体总是带着受难的烙印，或是被失忆症、残疾所困扰，或

是蒙上惨淡的死亡阴影，这些叙述使身体超越了本身的所指，成为国企改制创伤记忆的

隐喻。这一点将结合厂区电影中人物受难的身体来探讨厂区电影中人物身体的疾病与死

亡所包含的意蕴。 

○2 身体苦闷：时代创伤的写照 

在厂区电影中，与父辈正面遭受国企改制创伤并线交织在一起的，是“工人后代”

的青春、成长问题。影片常常将时代变革的信号和“工人后代”青春期身体的苦闷并置

在一起。因而影片中展现“工人后代”青春期身体所面临的性苦闷、焦灼，实际也是对

国企改制时代失序、迷茫、不安的生动反映。这一点将着力探讨“工人后代”青春期身

体的书写对于厂区电影创伤叙事的意义。 

 

3、第三章将对厂区电影创伤叙事的文化进行考察。本章将从国与人、城与乡两对

关系中思考厂区电影创伤叙事中“孤儿”和“异乡人”的文化心态，并试图将厂区电影

与以往工业题材电影进行比较，探讨两者在处理伤痛的差异，对“伤”叙事背后的文化

逻辑进行更进一步的辨析。主要分为以下两点： 

（1）厂区电影创伤叙事的文化心态 

本节将从国与人、城与乡两对关系中思考厂区电影创伤叙事中的文化心态。 

○1 迷惘的“孤儿”：埋葬失落的共同体 

从国与人的关系来看，国企的改制意味国家母体着剪断了供养他们生存的脐带，这

种心态是离开“共同体”母体孤立无依的精神状态和对自我身份确认的文化焦虑，主要

针对的是早期厂区电影中那些直接参与和见证了国企改制的人物而言。这一点将具体结

合电影文本对这种“孤儿”的文化心态展开讨论。 

○2 怀旧的“异乡人”：寻找失序中的精神故乡 

从城与乡的关系来看，城市化的语境下，他们离开乡村，便失去了原有的“乡土”，

伴随这代人生存和成长的“厂区”已然成为这一代人的新的“乡土”。但国企改制意味

着仅存的这片乡土的丧失，他们成为了流离于“故乡”之外的“异乡人”，不得不在失

序的社会中寻找自己精神的故乡。这种文化心态一方面是失乡的痛苦和寻乡的无助，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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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也是希望借助“怀旧”的力量对当下的境遇和现实的问题提出想象性的解决。其

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后期厂区电影中“工人后代”们。这一点将具体结合电影文本对这种

带着怀旧色彩的“异乡人”文化心态展开讨论。 

（2）阵痛与创伤：“伤”叙事背后的文化逻辑 

在涉及工业及工厂的电影中，厂区电影与以往工业题材电影对于“伤”叙事的背后

有着不同的文化逻辑。本节将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梳理出国企改制前后工业题材电影

与厂区电影叙述“伤”的文化逻辑，并对此进行更进一步的辨析，从而更好地理解厂区

电影创伤叙事背后的文化特征。 

○1 阵痛：宏大叙事下伤痛经历的缺失和弱化 

“十七年”的工业题材电影中，工人没有“伤”，呈现工人的艰苦的工作环境、展

现工人的苦难是为了“忆苦思甜”或者“为了更大目标”的故事模式而服务，本文将具

体结合《光芒万丈》（1949）、《走向新中国》（1951）、《六号门》（1953）、《星星之火》

（1959）等影片展开具体的论述。改革开放后到国企改制前的工业题材电影中，所受的

伤只有“阵痛”，这种“伤”是暂时的，被认定为是为了改革而迎来新生必经的苦难，

本文将具体结合《当代人》（1981）、《血，总是热的》（1983）等影片展开论述。 

○2 创伤：以工人受难者身份为中心的伤痛建构 

国企改制后的“创伤”既有别于此前短暂性的“伤”，也有别于改革的“阵痛”，它

是一种长期留存在某一个体乃至一个阶级精神上难以磨灭、挥之不去的伤痛。它既是一

种离开政治共同体母体孤立无援的创伤，也是一种离开“故土”漂泊无依的创伤。但这

种失“乡”之痛又与 20 世纪 30 年代“乡下人进城打工”电影中所呈现的“失乡”的创

伤不同，本文将具体结合《天明》（1933）、《桃李劫》（1934）等影片展开论述。 

 

4、第四章将对厂区电影的创伤叙事进行总体的评价与反思。对厂区电影创伤叙事

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进行总结和探讨，并对厂区电影的创伤叙事做出一定的反思与展

望，从而为后来该题材影视文本的创作和研究提供一条可供参考的思路。 

（1）在创伤中抵达：厂区电影创伤叙事的社会功能与文化价值 

本节主要探讨厂区电影创伤叙事的社会功能与文化价值。将主要从见证、反思、建

构三个方面展开具体的讨论，挖掘厂区电影创伤叙事的重要意义。 

（2）寻找疗愈伤痕的可能：厂区电影创伤叙事的反思与展望 

本节主要在厂区电影创伤叙事意义和价值的基础之上探讨其当前存在的不足，以及

在市场化文化消费语境中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并对此类电影的创伤叙事提出合理的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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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创新之处: 

 

1. 研究领域新。以国企改制与厂区变迁为背景的国产电影研究自新世纪初即已开始,基

本与创作保持同步,大体以创作谈、文本批评的形式出现。但将其作为独立对象的研

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论文对国企改制后厂区电影进行梳理与研究，有着较

大的可行性与发掘空间。 

2. 研究角度新。当前学界对于厂区电影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电影的主题、风格和影像

表达方面，而对其创伤叙事和文化心态讨论较少。本文从创伤叙事的角度切入国企

改制后厂区电影的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厂区电影的形成、艺术特征、文化心态和

社会文化价值，从中发现新的学术生长点。 

 

四、研究方案设计（包括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理论分析、计算、实验方

法和步骤及其可行性，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及解决办法）： 

 

1. 收集整理资料：通过观看影片及阅读文献，从中整理出有用的论点论据。 

2. 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实例研究，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方法来对国企改制后

厂区电影的创伤叙事作出分析与归纳。 

3. 实际与理论相结合：论文将结合适当的理论诸如叙事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探讨国

企改制后厂区电影的创伤叙事问题。 

 

 

 

五、基础及条件（包括已经做过的有关研究工作，本单位或外单位可供使

用的仪器设备和实验条件，已经获得或将要获得的经费等）： 

 

1. 相关影片资料较为详实，不存在材料缺失的问题。  

2. 写作者有相关的研究经验，掌握了一定的影视文化批评知识，并广泛涉猎类型电影、

叙事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内容，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及论文功底。 

3. 本论文的指导老师李学武教授，长年从事影视文化批评的教学与研究，能为论文提

供有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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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位 论 文 工 作 计 划 

时  间 研    究    内    容 预期成果  
 

2018.07 

-2018.09   

 

 

2018.10 

-2018.12 

 

 

 

2019.01 

-2019.09 

 

 

 

2019.09 

-2019.03 

 

 

2020.03 

-2020.05 

 

观看影片及广泛阅读资料，在影片及其相关资料

中发现有意义的选题。 

 

 

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制定研究目标、研究意义以

及研究计划，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确定研究内容

的关键点以及创新之处。 

 

 

在导师的指导下，按照研究计划，反复观看影片，

查阅资料，阅读相关理论著作，撰写毕业论文初

稿。 

 

 

经过导师的点评，发现论文初稿中的不足之处，

认真加以修改。 

 

 

修改格式，整理思路，准备毕业论文答辩。 

 

确定论文题目 

 

 

 

参加毕业论文开题

报告并完善开题报

告书  

 

 

完成毕业论文初稿 

 

 

 

 

修改论文初稿，并完

成最终定稿 

 

 

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论文工作 
起止日期 

2018 年 7 月—2020 年 3 月 预计论文

答辩日期 

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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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开题报告讨论会的专家签名： 
 
 
 
 
 
 
 

 
导师对开题报告的具体意见： 
 
 
 
 
 
 
 
 
 
                                 导 师 签 名： 
 
                                           年      月      日 
 
学位组对开题报告的意见： 
 
 
 
 
 
 
 

学科组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