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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在国际电影产业不断发展中，中国电影产业也走进全方面开放新格局。在中国电

影“走出去”的热潮中，2018 年，以非洲为取材地的《红海行动》脱颖而出。电影故事

和场面令人感动与震撼，但影像传达给世界观众的“非洲”形象却是战争、海盗和荒漠的

集合。同一年，美国好莱坞也推出以非洲为取材地的《黑豹》，其成为美国影史的一个里

程碑。因其颠覆了百年来好莱坞的“白人主角，黑人配角”及美国漫威的“白人超英雄主

义”癖好。两部电影展现出了两国不同思想下非洲形象塑造的差异与偏好，皆非非洲本象。

未来，中美以及国际的非洲题材电影拍摄需要注意和改善哪些问题？中国影屏面对非洲问

题该如何吸取美国电影经验？中美如何吸取各方优势，并与非洲携手共进改善各自银幕上

的非洲形象？ 

关键词：国际荧幕；《红海行动》；《黑豹》；非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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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Portrayal of Africa on International Screens: Case Study of “Black 

Panther” and “Operation Red Se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film industry, China’s film industry 

has also entered a new pattern of opening up and development in all aspects. In its “Going Global” trend, 

the Chinese movie industry has demonstrated a certain level of maturity in term of storytelling and 

technology mastering. Among others, the 2018 Africa’s narrative based Chinese movie “OPERATION 

RED SEA” stood out above all with a daring story and wonderful scenes. Despite of being eyes-catching 

and heart-touching, the movie conveyed to the global audience an Africa’s image of war, desert and pirates. 

In the same year was released another uncommon Africa’s narrative-based movie “BLACK PANTHER”, 

by the well-known American movie company Hollywood. “BLACK PANTHER” quickly became a 

milestone in the American movie history due to its subversion of the longstanding Hollywood tradition of 

“white leading role, black supporting role” as well as the “white super-heroism” dominant tendency. 

However, “OPERATION RED SEA” and “BLACK PANTHER” are nothing but the reflection of 

differences and preference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s in the image portrayal of Africa, which still are far 

from being the original conception of Africa as experienced by African people themselves. Therefore, the 

key question of how to improve the narratives of Africa on international screens comes to mind. 

Furthermore, what can the Chinese Movie Industry draw from the longstanding American experience of 

Africa’s narration? And how can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together with the African movies industries, 

work hand in hand to improve Africa’s image portrayal international screen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Film Industry; “Operation Red Sea”; “Black Panther”; Africa’s Image Portraya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影视作品也逐渐得到了世界的关注。为促进

中华文明的二次复兴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政府倡导了“一带一路”、

“共享经济”、“命运共同体”等，逐渐塑造出大国形象，并提升了文化软实力。影视界

也随之出现了一批“爱国主义”，“强国主义”，“人道主义”等作品。由于中非来往日

益频繁，这类影视作品逐渐趋向于以非洲为取材地并以非洲为故事框架的背景，如 2016

年的《终极硬汉》（陈天星，崔磊导演），2017 年的《战狼 2》（吴京导演），2018 年

的《红海行动》（林超贤导演）等。后者更加反应出“大国主义”的主导趋向。事实上，

《红海行动》改编自 2015 年的也门撤侨事件，它讲述了蛟龙队队员为了解救在恐怖分子

营地的中国人质，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营对阵 150名恐怖分子的故事。真实的战争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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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高科技战斗武器的出现带给了观众强烈的视觉刺激。在这种视觉刺激背后，作为电影

取材地以及整个故事大背景的非洲大陆，除了给全球观众呈现出她是战争、海盗和荒漠的

场所之外，并没有得到中国制片人员对非刻板印象重塑意向。《红海行动》在中国上映的

同一年，《黑豹》在美国也上映了，由美国漫威影视制作公司出品。《黑豹》（2018，瑞

恩•库格勒导演）是美国漫威历史上的第一部以“黑人”英雄为主题的电影，虽然在之前

好莱坞的众多影片中也运用了大量的非裔演员，但往往承担配角，白人则为主角。而且，

在《黑豹》之前，关于非洲题材的好莱坞影片往往展示贫困落后的非洲。美国虽然提倡人

人平等，不歧视有色人种，但白人至上主义在美国社会仍是事实。从现实生活到影片，都

能明确地看到有些美国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随着美国经济衰退，亚非国家的崛起，为

了赢得非洲这个绝大市场，好莱坞随之改进了有关有色人种影片的故事叙事。显然，美国

影视对第三届的话语首先是为了暂时的利益而随意改进对第三世界的口号。哪怕得到了奥

斯卡奖，《黑豹》无疑是在利益与矛盾中诞生的一匹黑马。事实上，非洲是世界上发展中

国家最集中的大陆，是资源能源最丰富的地方，也是人口迅速增长的地区，是未来商机最

集中的大陆。就非洲题材电影而言，非洲是未来最不可忽视的市场。中美作为位居全球经

济前列的大国，就非洲形象问题有必要携手合作，加强非洲全球战略地位，因此实现人类

命运共同体。此外，在中非合作新形势下，中国电影面对非洲问题时，应如何整合中非之

间源远流长的文化资源，如何提供具有时代意义的创作视角，未来蕴含非洲题材电影的编

导和拍摄又需要注意和改善什么样的问题，成为中国电影界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 《红海行动》的非洲叙事 

（一） 剧情故事 

《红海行动》以 2015 年中国海军也门撤侨这一事件为故事背景，重点讲述中国海军“蛟

龙突击队”在伊维亚共和国解救人质以及阻止毒品交易的英雄故事。电影设置了两条相对

清晰的故事脉络，第一条是撤侨过程中的“海军带你们回家”，第二条是保护每一个中国

人，一个都不能少[1]。两个使命将两个小时的战争情节串联起来，其中又从拯救中国公民

邓梅这一条线发展出和记者夏楠一起阻止黄饼交易这一条分线，以成功制止恐怖组织的下

一步大规模毒品攻击为结局，可谓是刺激与感动的结合体。此外，《红海行动》借鉴了好

莱坞大片的炫酷视觉效果，以大场面调度、快速碎片化的剪辑[2]制造出酣畅淋漓的战争场

面，这让观众欲罢不能。但在观影之后，给大部分观众留下的深刻印象往往是中国军人的

英勇神武或是中国科技、武器、军舰的高精尖，反而对整个电影所基于的非洲背景进行选

择性的忽视，最多不过落得个“非洲真是太危险了，还好我生在中国”这样幸灾乐祸的评

价。不仅是《红海行动》，之前的《战狼 2》和更早以前的好莱坞《黑鹰坠落》（2001）、

《血钻》（2008）也给人带来这样的感觉，都是过于强调中国人或美国人对非洲人民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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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和怜悯，却选择性地忽视非洲本土人民为自己的家庭、祖国做出努力、做出贡献的一面，

仿佛他们生来就是弱势群体，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二） 刻板印象 

《红海行动》可谓是包含了中国普通民众对于非洲大陆三个最基本也最刻板的印象：海盗、

荒漠和战争。从片头索马里海域对海盗的追击激战，到把一望无垠尘土飞扬的荒漠作为大

部分战斗发生的主背景，再到把整个故事建立在伊维亚共和国与恐怖组织进行战争的故事

前提上，整部电影给中国观影者带来的只是对以往非洲刻板印象的强化，并没有向中国观

影者展现一个正在发展的原汁原味的非洲。不可否认，海盗战争以及荒漠的确仍是一些极

少数非洲国家上具有代表性的热点新闻，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我们也应该看到那些

非洲国家正在发生的积极变化。 

简言之，非洲已不再是多数国家历史课本里那个贩卖奴隶金三角的一角，也绝不是一片极

度缺水极度贫穷的土壤。我们可以看到在非洲各国大城市上建造的高楼大厦，也可以看到

夜晚的霓虹灯光已成为谷歌全球夜景地图上最闪亮的一部分。但当今的主流电影一味地对

正在发展的非洲进行选择性的忽视，只愿意把落后贫瘠的一面展现给观众。关于非洲的电

影不是讲非洲战争的惨烈就是在强调外国人对非洲人民的友善和如何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

们，这样的印象一遍又一遍刻在我们的心上，不知不觉中我们便形成了一种非洲仍是未开

发的、落后的甚至于非常贫瘠的刻板印象，《红海行动》也不免落入这样的俗套之中。 

（三） 大国主义 

在《红海行动》中，电影的主要人物是蛟龙突击队，这个突击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

特的性格、定位以及工作任务，比如杨锐是队长，负责整个队伍的工作分配，执掌大局；

徐宏是爆破手兼副队长；顾准则是狙击手等。但是看影片中的非洲本土人物，不论是正方

的军队亦或是反方的恐怖分子没有一个具体刻画的人物，总体上人物呈现为一种同一化。

伊维亚的军队往往在登场后不久就因为一个汽车炸弹全员丧命，而邪恶势力担当中也仅仅

是给了首领和少年狙击手几个单独镜头，并没有对他们的经历或是心理进行深入的刻画，

这样的设计完全是为了凸显中国军官的高素质高智慧，将中国海军与伊维亚看似不堪一击

的军队相比，蛟龙突击队仅凭 8人的小队就在几乎没有补给的情况下圆满完成了解救中国

被困侨民以及拯救中国人质邓梅的艰巨任务，甚至还超出原计划阻止了黄饼交易，这样的

对比使观影者不自觉地就会产生中国军人实力强大而非洲军民不值一提的感觉。细观电影，

可以看出反派中恐怖组织的领导、叛军的首领以及天才少年狙击手都具有极大的描绘空间。

如叛军首领和恐怖组织领导见面时说的那句“这场仗并不是为你而打的”以及少年狙击手

在狙击时吃坚果的场面都让我对这个国家的过去以及少年狙击手的成长经历充满好奇，在

这些场景中原本可以穿插一些回忆情节，使整体故事变得更加完整。这样对于恐怖分子的

性格刻画也更加丰满，也能让观影者对于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有个更好地认识。但《红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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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为了着重突出蛟龙突击队的英勇没有对这些观众的好奇点进行解答，整部片子看下

来总有种莫名其妙的军事战争片的虚无感，只是为了打而打，空口谈谈未来生活会变得幸

福美好，没有更深层次上的意义讲解。反观《战狼 2》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影片中的非洲

人均为被动、无能的待拯救者形象，使得影片整体的叙事和情感张力有所欠缺[3]。 

三、 《黑豹》的非洲叙事 

（一） 剧情故事 

电影背景故事时间为很久以前，外太空一颗陨石坠落于非洲地区，这颗陨石含有大量振金

——宇宙中最强大的物质。后来人类诞生于此地，此地五个部落称这个地方为瓦坎达，再

后来因为部落之间战争连连，一位战士统一五个部落，成为了瓦坎达的第一任王。居民运

用这一种金属大规模地发展他们的科技与文化，远远超越其他地区的文明。但在发展科技

的同时，其他地区国家的势力也在发展，最后他们发展出殖民主义，并开始到处侵略，建

立殖民地。瓦坎达为了保护这种物质以及自己的居民，便决定隐藏自己与世隔绝，对外界

的事情与争纷不闻不问。影片也可以变相地被称作《王子复仇记》。故事中的两个王子，

一个常年在外漂泊，一个在温室的襁褓中长大，不同的成长环境塑造了两人迥异的性格。

一个暴戾凶悍，一个温柔勇敢。故事框架类似于中国的宫斗剧，争夺王位的大战。常年漂

泊在外的小王子为了复仇，一步步地践行自己的计划，最终把自己的堂兄赶下王位，实现

了自己的复仇大计。被赶下王座的小王子为了推翻他心中这个充满仇恨的堂兄也再次向王

座发起挑战，最终正义战胜邪恶，结局圆满。漫威公司把非洲想象为一块神秘的拥有高科

技的土地。这块土地蕴藏丰富的资源，有着超越任何地区的科技实力，并在影片最后出现

了从固步自封到愿意与外界交流的转变，承担起保护世界上仍处于弱势群体“黑人”的义

务。这是美国好莱坞首次塑造正面的非洲国家形象，甚至赋予了其乌托邦的神秘色彩，尤

其对于非洲文化的全方位展现，更可以算作是当代电影史之最。 

（二） 非洲元素 

《黑豹》电影的剧情十分简单，有着平常而又独特的漫威套路。但与以往的漫威电影不同，

《黑豹》中出现了许多非洲元素。在小黑豹继承王位的仪式中，会发现每一个部落伴随着

一支船，船上每一个人的脸上画着不同的图案和脸谱，船头都由各个部落的领导人穿戴着

他们各自部落的传统服饰和头饰，并伴着各自部落的音乐，跳着各自部落间不同的舞蹈来

迎接王位的继承。由于黑豹具有神力 ，所以要先喝下去除神力的药水，再和由各个部落

推举的挑战者进行比拼。 

瓦坎达宗教崇拜中最主要的信仰对象是黑豹神。因为黑豹神曾在瓦坎达陷入苦难时多次伸

出援手，已经成为国家统一的象征，这也是为何国王要以黑豹的样子出现。但是这并不能

代表瓦坎达是个信仰单一的国家。事实上有不少人会崇拜其他神，比如白猩猩神、鳄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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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神和鬣狗神。黑豹被认为是保护的象征，许多非洲神话将豹视为精神世界的守护者或

图腾动物。野外，黑豹是在黄昏和黎明时捕猎，这两个时段在古代文化中被认为是强大的

时段。因为黄昏和黎明代表的是过渡和神奇变化 ——是拥有无限潜力的时刻。 

在听觉方面，《黑豹》也运用了大量的原创配乐和一些特定场景的音乐。其中所运用的音

乐手法是非洲音乐文化和现代欧美音乐文化碰撞的结果。比如刚开始时的 hip-hop音乐就

恰当地代表了九十年代美国贫民窟的 hip-hop 音乐的刚刚兴起；在小黑豹要继承王位的时

候，旁边有专门吹奏乐器的仪仗队，这展现了非洲音乐的独特魅力，更能让不熟悉非洲音

乐的人们多一些对非洲文化的认识。许多时候，电影使用了一些现代乐器来表演非洲的传

统音乐，在听觉上的感受又不一样。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为了烘托气氛，有时候选用经典

的交响乐或古典音乐，效果也不错。由于大量非洲音乐、舞蹈在电影中的运用使得非洲文

化不再那么神秘地展现在世人的眼前。但其本质还是美国资本主义下的非洲文化并不是真

正的非洲本土文化。 

（三） “黑人”问题 

近年来，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美国“黑人”的地位也不断提高，影视界内有色

人种的比列也不断攀升。“黑人”地位的逐步提高，使美国不得不顺应时代的潮流，大量

启用“黑人”影视演员。但是，生活在美国的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他们的生存条

件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威胁，种族冲突愈发激烈，种族主义更加猖獗。《黑豹》开篇就讲

述了九十年代美国“黑人”的生活环境。这一部分的背景故事发生在 1992年，因为当年

美国发生了大规模的洛杉矶暴动，事件中洛杉矶警察对非洲裔美国人过度使用武力，最后

却被判无罪，这引发了动乱。如今在美国，欧洲等国家，“黑人”或非裔遭受的不公平对

待仍然是这一群体最关注的社会问题。这是一个备受重视却存争议的话题。漫威第一次把

这种议题放到大荧幕前，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创举。但这一创举属于漫威的一种营销手段和

战略。该策略主要目的是开辟新的市场（非洲国家为主），以及迎合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

非裔群体观众。 

（四） 刻板印象 

《黑豹》中的的瓦坎达是完全架空的，没有现实基础。看瓦坎达的感觉，就如同看《加勒

比海盗 3》里的周润发一样，充满猎奇感，充满了好莱坞编剧对非洲的刻板印象。电影中

所呈现的非洲文化仅仅是表象，并没有表达出实质。它所展现的非洲文化仅体现在服饰、

音乐、舞蹈和纹身上。没有真正去展现非洲的思想观念。甚至展现美国主流思想下的非洲。

电影中比如，振金算是天上掉的馅饼，上天赐予非洲的高科技元素，但是“黑人”只能发

展成了电影中所展现的那样水平。好好的黑科技不拿去造枪，导弹，核武器等，反而去强

化冷兵器，打群架的时候居然还拿强化的冷兵器互砍，骑犀牛的，甚至用强化的棒子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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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一群用刀的笑话一群用枪的“原始人”？总之，《黑豹》中虽然有许多的非洲文化

元素，但在真正意义上是一部不正宗的非洲电影，不仅因为这部电影是美国制作，更是因

为它反应的是美国思想中的非洲，换句话说是“用非洲人讲美国话”。电影所表达的内容

全部是美国想呈现给世界的，并非是非洲真正想呈现给大家的内容。比如炫耀美国的高科

技技术和一些先进的思想，主旨也是在表达非常老套的情节和套路。此外，在电影中的那

位白人配角也有一定的含义，他的作用设定在瓦坎达内战最后爆发的时段。如果没有白人

特工的帮助，是不是那些武器就会运出瓦坎达去征服世界？所以美国也是想把自己的思想

融入到电影里面。 

四、 中美可相互学习，汲取彼此经验，改善非洲的国际形象 

（一） 《红海行动》与《黑豹》有各自赢取观众的优势 

1. 《红海行动》的绝招 

群体主义。《红海行动》不同于之前的热卖电影《战狼 2》，后者塑造了一个孤胆英雄形

象，而《红海行动》不是一味地宣传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将重点放在集体主义。影片中没

有出现单枪匹马的场景，每场战斗都是队员们相互配合，八名队员各司其职，配合默契，

“勇者无惧，强者无敌”。“突击队中所有人员都是英雄的代表，个个怀揣绝技，却又不

乏自身的劣势，但拧成一股绳形成优势互补，生成合力，变得所向无敌。”[4]《红海行动》

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精神能很好地让这部影片与外国影片区分开来。其表达出中国和平

发展后，在国际平台中的大国使命与高度责任感 ，塑造了中国部队与军人的伟岸形象。

它形象地阐述了中国军队在思想上有统一的认识 ，行动上有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

国际主题所需的奋斗和努力。影片里塑造了不同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通过集体主义这条

线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反恐精神。影片中的反派不仅仅是一个人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恐怖组织。他们穷凶极恶

到在无辜的平民身上装炸弹，逼迫他们袭击关卡，也计划着拿下帕森博士手中的“黄饼”

制造核武器。现在的恐怖组织已经是各国安全的心腹大患。欧洲的爆炸新闻屡见不鲜，美

国的“9·11”事件现在仍是许多家庭心中永远的痛。中国近几年受到恐怖组织的威胁也

大大增多。影片中的伤亡场面不仅仅是对和平的呼吁，也是对恐怖组织的控诉。通过电影

镜头，观影人员能够感受到战争带给双方的伤害，让人感受到和平的珍贵。我们多数都生

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对战争、战场没有概念，接触死亡的方式仅限于病故或者意外事故。

这些发生频率比较低，容易使人遗忘。可是战争不一样，战争一旦开始，死亡的可能就大

大增加。《红海行动》中没有打不死的主角，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受伤，一不小心，一颗

子弹就能要了命，正因为如此，才显得真实，才能让每一个观影者珍惜和平。一部好的战

争片，本身的主题应该是反战的。[5]珍惜和平，维护和平已经是我们每一个“地球人”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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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红海行动》是一部爱国片，蛟龙队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完成军队的命令，

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不顾个人安危。“中国海军，我们带你们回家”——是中国海军对

每一个在外华侨的承诺。所以《红海行动》是一部海军宣传片。 

2. 《黑豹》的绝技 

即便不是正宗的非洲电影，但仍赢得世界的眼球。 

剧本创新。《黑豹》与以往漫威出品的“白人超英雄主义”剧本相反，其具有创新性。

《黑豹》首次倡导了“黑人超英雄”，并加入了许多非洲元素，结合了美国高科技技术。

这成就了漫威。其凭借《黑豹》这部电影获得了第 91 届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原创配

乐奖和艺术指导奖。这是漫威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奥斯卡奖项。 

粉丝基础。漫威有十多年发展历史，这个阶段已经让它变身为一个非常成功的电影出品

与制作公司。多年的文化基础为其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其旗下的超英雄作品多种多样：

如《钢铁侠》、《美国队长》，《蜘蛛侠》等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作品。另外在黑豹制作成

电影版的时候早已在斯坦·李的漫画作品中出现，这些为这个非常勇敢的“黑人”超英雄

打下了一定的粉丝基础。 

完备宣传。在电影还没有上映的时候，主演们会跟着制作团队到世界各地进行宣传，他

们也会在首映的时候出现。这样不仅使美国的市场收入可观，在世界其他各地也会提升一

定的知名度。电影在未上映前会发布相关的预告片，这种做法更会吸引人们的眼球。 

制作独特。电影在制作上不仅仅只是对非洲传统文化的传播。若是这样，对于不了解非

洲文化的人会使电影显得晦涩难于理解，所以在电影的制作上运用了先进的科技和一些先

进的美国思想观念。就好比吃惯了西餐的外国人突然去尝试中国菜，这是有点难适应的，

所以要在其中去综合，调配一下口味比列，让顾客更容易适应。比如电影《黑豹》中关于

首尔中心的那一段打斗场面就运用了许多电脑特技，来刺激观影者的视觉感受，这使观众

能融入其中，仿佛身临其境。《黑豹》中大量运用非洲本土的服饰与头饰。在一些色彩的

对比上比之前刻意去打造的场景更有一种衬托感，色彩的对比也更加强烈。 

女性主义。在小《黑豹》的周围，有一群女护卫队，在女将军的带领下她们保护着国王

的安全。还有将国家重要的资源交给妹妹保管是不是也在象征着非洲女性地位的提高和对

女权运动的肯定？ 

（二） 改善中美及国际荧幕上非洲形象的建议 

从宏观角度看中美电影产业，二者都存在着非洲问题，即大陆形象的刻板化与对非裔人物

的贬低化。如今，随着中美在非洲大陆的发展道路中逐渐扮演重要角色，中美制片人与电

影制造者就非洲问题该如何提供具有时代意义的创作视角？我们的思考和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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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全面地展示非洲大陆 

随着时代的发展，非洲已加入到全球化的浪潮，非洲现在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电影创作

者不应该把目光局限于以往的救援非洲题材中，应该跳出这个框架，深入非洲当地，感受

当代非洲的发展和日新月异的生活。只有创作者亲身体会到非洲的真实，才能够拍出真实

的非洲。随着中非文化经济交流的不断兴盛，有不少非洲人在中国求学工作，也有不少中

国人被派遣至非洲进行交流合作。历史上中非合作的例子屡见不鲜。据考，中非在汉代就

有了贸易历史。罗马帝国曾向汉武帝赠送产自非洲埃塞俄比亚的“花蹄牛”，到了唐代，

中国的瓷器被源源不断地运至非洲，其涉及地域之广、种类之繁、数量之多、影响之大，

在世界上屈指可数的。[6]如今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合作建设也涉及到多数非洲国家。

“非盟 2063 年”倡议也涉及到非洲与中美及多数国家的交流与合作。[7]这些现代或是古

代的资料经过艺术加工后都能成为一部好电影，比起一般以非洲战争为题材的电影更能真

实地反映出非洲这片大陆的独有魅力，同时也更能积极地讲述非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好

莱坞的《黑豹》已开始往这方向做出努力，2019 年好莱坞上映的非裔叙事电影《绿皮书》

更进一步把美国百年来的种族歧视问题放在大屏幕上，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较好的反响。

这例子更加证明了时代的需求和转折的必要。 

2. 加强对非洲人物形象的立体化塑造 

当今主流电影，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一旦涉及到非洲素材就直接把非洲人民当作弱势群

体施以怜悯和同情，这一点在电影里的体现就是大量非洲本土角色的重叠和同一。譬如，

《红海行动》里面的非洲角色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无辜的被恐怖组织伤害的平民，另一

类是并没有什么威力的政府军队，还有一类隶属于恐怖组织的反派角色。这三类人物每一

类他们背后都有故事，每一类人物都有丰富的情感，但在电影中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平民

的痛苦悲伤，军队的不堪一击和恐怖组织的可怖可恨。《红海行动》中只对平民角色有一

定的树立，一位父亲在自己获救后求徐宏救救自己的孩子，但另两类人物的典型却完全没

有得到树立。伊维亚军队就是来 “送人头的”，登场没几秒就全员死亡，全当是增强了

整部电影的视觉效果，而恐怖分子则是清一色的抽烟喝酒打枪，仿佛他们的灵魂只剩杀戮

而没有半点人性色彩，但细思后这些设计都过于架空、过于非现实。现实中每一类人物都

有他们心中的苦痛和经历，主流电影中反派性格的缺失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美国电

影历来则以“白人主角主义，黑人配角主义”、“白人超英雄主义”塑造自己观众与粉丝

的眼界，因此创造一种“白人至上，黑人至下”的癖好。在之后的非洲题材电影中，重塑

非洲本土人的性格特征，平衡非裔人物角色性质等，成为电影制造者，制片人等需要努力

的方向。这不仅会使电影故事更加完整，也会使得观影者得到更多的情感共鸣，使原本俗

套的支援非洲故事得到新的活力，显得更加自然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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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与非洲本土制片人员的合作 

准确叙事非洲是少不了非洲人的视角与角色。中美电影产业与非洲本土电影制造者、专业

人士、制片人员等的携手与合作是解决中美银幕上的非洲问题必不可少的办法。该合作从

编导，拍摄，出演等各阶段中，每一部作品该深重考虑各方立场与形象。 

4. 听取非洲本土电影的声音 

非洲本土电影产业也逐渐发展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尼日利亚电影业的“诺莱坞”，已成

为全球电影产量排名第二位的国家，仅随美国的好莱坞。即便在质量上非洲电影还落后于

其它电影大国，但仍有自己的优势。其中有，它独特“非洲视角”的故事叙事、非洲人才

艺术天赋[8]以及自然纯朴的真实非洲取景镜头。中美电影产业可认证观察并研究非洲电影

产业的特点，发现它独特的魅力并吸取它的特点。 

 

结论 

中非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加速了中国非洲题材电影的更新。非洲经济与非洲人口世界

占比的增多，为其在世界的发展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市场。中美有关非洲题材电影的

需求也有所提升。但中国影视中塑造的刻板非洲形象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大部分制影与观

影的人群中。这与中非之间新时代的合作发展状况严重脱节。这不仅阻碍了非洲本土形象

的树立，也限制了中国人民对非洲大陆美好形象的想象。为了赢取非洲及非裔人口的新兴

市场，美国虽然在非洲题材电影的故事内容与人物构成上有所创新与突破，但是用“非洲

人讲美国话”的思想没有转变。中美荧幕上塑造的非洲形象都深深地烙着中美的印章，都

是加工后的另类非洲，而非原本的非洲，这一点是两国荧幕上需要改进的地方。中国荧屏

上表现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值得美国的荧屏借鉴；美国的剧本创新，独特的制作手法值

得中国的非洲影片学习；两国都应该加强与非洲本土影视制片人的合作，多听取非洲本土

电影及非洲自己的声音，才能创造出真正卓越的非洲题材电影，才能有效地避免不同国家

的非洲题材电影各话非洲。《红海行动》，《战狼 2》等中国传统非洲题材电影，在塑造

正确的非洲形象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黑豹》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看非洲大陆的

发展，展现非洲蕴藏的巨大潜能，值得中国电影产业借鉴与学习。只有世界荧幕携手合作

与不懈努力，才能在将来的银幕上呈现出真实可亲的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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