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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承载内容之一，始终扮演着传播本
土文化形象与理念的关键作用。而对于当代日新月异的中国文化产业来说，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与中国文化影响力，一个关键要素就
是要如何从五千年文化长河里撷英拾萃，用心用情、有理有节地传递传统文化
智慧。尤其是具有更强传播度的电影工业化大片，应具备更扎实的文化内涵
与价值传递，而今年春节档的《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作为一部取材于《封神演义》和《武王伐纣平话》两部作品的当代电影作
品，该片天然承载了一个主题是，传统中国文化如何看待战争？这与西方式的
个人英雄主义叙事，或以往主流革命战争叙事显然是存在差异的。而《封神第
二部》选择以姜子牙、姬发、邓婵玉、闻太师、殷寿为核心人物，刻画了两种战争
理念的碰撞，并表现了姬发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智慧“仁义”，逐渐影响并推动邓
婵玉觉醒的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男主角姬发在与邓婵玉交锋的过程中，
有过三次“不杀”，这种“手下留情”的底层价值逻辑正是“仁义”，并进一步表现
为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战争观、生命观、世界观。

首先说战争观，儒家认为的“义战”，不但要在战争的发起时极其慎重、具
备正当性，更寻求在战争过程中的“仁义”。从《周易》“师贞，丈人，吉无咎”到

《左传》“师直为壮，曲为老”，都强调战争的正当性决定了战争胜负的观点，孟
子更指出“义战”应该是“以至仁伐至不仁”；而在战争过程中，从儒家的“可杀
而不可欺百姓”到兵家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者,善之胜也”，也都承袭了在战争
中慎杀伐、行“仁义”的原则。事实上，《封神第二部》中姬发的选择也大抵如
此，三次“不杀”无不是为了试图规避战争、避免扩大仇恨，甚至在最后关头的
那一份悲悯，都表现出面对战争的慎重，以及尽可能在战争中尊重生命的准
则。

这实则是基于“仁义”的生命观。“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倡导“仁者

爱人”“泛爱众”，仁者要爱普天之下的百姓；而孟子强调“仁义礼智”都发端于
“不忍人之心”，更以“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强调推己及人、对他人的“仁爱”。
历史上，周室正是最早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开民本思想先河的时代，由
农耕始祖后稷开创的农耕文明，也深刻影响着后来的传统文化；而其所造就的
人民，那种源于土地的朴实与乐观、如种子一样蓬勃的生命力，在电影《封神第
二部》中有着丰富的呈现，无论是守护家园的众志成城，还是社火时的其乐融
融，其内在逻辑实则是一致的，是姬发与历代祖先奉行的“仁义”价值观，推动
着这个“适此乐土，我居我处”的西岐。

“仁义”更是传统文化奉行的世界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
下可运之掌上”，是我们对美好世界的想象，也正是电影中那个从土地上生长
出来的西岐具有的样子。从《封神第一部》里懵懂地“追随殷寿摧毁他人家
园”，到不忍心对平民苏妲己痛下下手，再到《封神第二部》里的三次“不杀”，在
少年姬发心中，“为何而战”的母题逐渐清晰。电影通过以西岐和殷商形成的
对照组，鲜明发出了自我表达，这是一场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诡、残杀与爱
民、野心与公心的较量，在这种对立中，姬发会从一个善良、迷茫的青年逐渐变
得坚定。仁义的底色是铺就姬发走向新王之位的必备基石，他也会在这段征
程中验证“得道多助”的真理；而邓婵玉成为这种变化的重要标尺，在三次“不
杀”之后，她替姬发做了最后的决定，也帮助这个青年成长为真正的王者。

这是《封神第二部》希望在视觉震撼之外带来的更深层次认同。或许会有
声音认为这样的“仁义”不够“爽”，但五千年来曾一次次被验证过的“仁者无
敌”，至今仍通过“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深刻影响着今日的世界。而或
许这也是《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试图传递的理念与能量，在神话史诗的外在
呈现之下，以姬发的心性与价值选择为引，传递中华民族传承悠久的宝贵精神
财富，为当下的文化内容表达带来新思考、新理念。 来源：新华网

姬发三次“不杀”背后，
《封神第二部》里的中国式“仁者无敌”

近日，大型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四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央视纪录频道首播。作为一部时隔七年才和观众

“重逢”的国民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4》的开播可谓备受关注。
恰逢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新春佳节，第四季精心选取了美食

与百姓生活联系最紧密的七大空间，这些空间不仅与中国人的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更淋漓尽致地呈现出人间烟火与生活百态。七集分
别为《绝活》《烟火》《焕发》《天作》《风物》《洞天》《华流》，其中首播的
第一集《绝活》，关注手作之美，礼赞自然。片中展示了中国人亲手制
作食物的各种高超技艺，在锅碗瓢盆的美食“江湖”中隐藏着各种独
门绝活。

片中既呈现了江浙一带普通百姓加工制作红钳蟹的绝招，也展
示了淮扬菜名师大厨的绝妙刀法，更有台湾渔夫不厌其烦拔除鱼刺，
实现全鱼整吃的特殊习俗、盐帮菜厨师10秒成就一盘爆炒腰花的绝
技，而江苏泰州烤饼师傅以“焰火麒麟臂”成就的大炉烧饼更是让人
叹为观止。

除了展示这些难得一见的美食“绝学”，第四季在视听呈现上再
次突破，将食物“掰开揉碎”，多视角、多维度打开美食纪录片更广阔
的想象空间。迭代的拍摄技术不仅提高了视觉美感，更让观众体会
到美食背后的奇妙世界。

《绝活》一集中，高速摄影就清晰记录了自贡盐帮菜厨师的爆炒
绝活，让观众“听”到香气，“看”到温度，更能感受锅中食材变成美味
的过程。而后续即将播出的《焕发》中，微观镜头让各类菌群攻占食
材的“微生物之战”，菌丝在豆渣表面织网的轨迹以及酿醋时发酵结
晶的琥珀纹路，都在科幻大片般的视觉奇观下得以呈现，揭开美味背
后的科学密码。

在选题方面，节目致力于探寻美食纪录片的内容增量，深入民
间，挖掘了众多新奇、有趣且温馨的故事。从辽阔雄壮的阿勒泰冬季
牧场，到四季如春菌类汇聚的云南菜场，再到追风逐浪的“海上厨
房”，展现了特殊环境下人们对美食的执着与巧思。同时，节目采用
更为活泼的年轻化叙事方式，深入发掘平凡生活中真挚的人生百
态。这些故事，在味觉、嗅觉、视觉、听觉的交织中，织就一幅让人口
舌生津的中华美食生态图。

在本季节目中每集正片结尾的彩蛋时间，来自全国网友的集体
创作——由广大观众、网友共同拍摄，通过“都来拍舌尖”融媒体活动
征集而来的视频作品一一呈现，直观体现了每个人都是“舌尖”的主
角，都是生活的主角。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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