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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难民问题是德国社会的一大热点话题，德国电影界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涌现出一批形式多样的难民电影作品。文章围绕德国难民电影中展现的难民在

德国社会与原住民产生的冲突矛盾，结合身份认同理论来梳理此类电影中体现

的对难民身份认同问题的反思，分析几部典型电影中展现出的难民身份认同危

机。通过电影这一艺术与现实结合的窗口来探讨难民身份认同问题的现状与解

决方法，思索当今德国难民危机语境中难民与接收国之间的相处模式和解决出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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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国难民电影的产生：危机中的矛盾与思索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战争不断，民族冲突频繁爆发，为了躲避战乱以及免

受迫害，处于战争及危机地区的难民持续涌入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国家，进而一

定程度上引发了欧洲各国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上的动荡。欧洲境内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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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人数不断增加，难民问题成为困扰德国的社会难题。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催生了各类诸如故事片、纪录片等不同形式题材的难

民影片。基于现实背景，德国难民电影主要展现难民如何逃亡、如何在避难国

生活以及如何与原住民相处等，比如剧情片《用德语说欢迎》（Willkommen auf 

Deutsch）、纪录片《7 天：在难民营》（7 Tage im Flüchtlingslager）和轻喜剧《欢

迎光临哈特曼一家》（Willkommen bei den Hartmanns）等。难民问题是综合政治

军事和社会文化的难题，是特定条件下的时代产物。可以说，难民电影的出现

和发展是德国特定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与新闻报道不同的是，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媒介，更能体现德国社会中难

民与原住民的复杂而微妙的情绪。虽然电影并非对现实的还原，但这些影片依

然可以反映难民潮对德国社会的影响。这也促进了民众对难民问题的反思，从

而促使民众更理性地思考难民问题。

德国难民电影一方面揭示了由难民问题引发的矛盾与冲突，例如，在影片

《格斗女孩》中，通过 20 岁的德国女孩玛丽莎（Marisa）对移民的仇恨——她

认为正是外来移民带来了犯罪，展现了原住民与难民的对立与冲突。而另一方

面难民电影也通过难民与德国原住民的和谐相处，展现了人道主义，如电影《欢

迎光临哈特曼一家》就通过女主安洁莉卡对其收养的难民迪亚洛（Diallo）的关

怀备至，体现了对待难民，德国人民友善、开放而包容的态度和人文主义关怀。

2  难民故事片中的身份认同反思

故事片作为情节性强、更具感染力和共情力的电影类别，对反映包容、博

爱精神这一普世性主题具有独特的优势。大部分德国难民故事片都倾向于呼吁

人们给流亡者更多理解与关怀，把难民寻求身份认同的强烈愿望安插他们流离

失所的处境中，以易引起共鸣的爱情、亲情等作为情感切入口，苦难中流露真

情的强烈对比感使剧情更易震撼观众的心灵。

在拍摄手法上德国难民电影偏爱采取写实风格，以普通百姓的生活作为叙

述基调，小中见大地反映难民危机中的社会冲突本质——即理想化的人道主义

与极端的排外思想之间的矛盾。德国作为难民的接收国，关于如何面对这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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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他们平静安稳生活的“闯入者”，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们站在自己

的立场与视角上，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或接纳难民，对他们报以同情包容

的心，接受难民带来的文化差异与冲击；或排斥难民，将其视为威胁与社会的

隐患。

难民到达新环境后因文化差异、身份对立导致的一系列矛盾，都构成了电

影反思性元素的一部分。在故事片的镜头下，难民这一“外来者”形象与当地

居民在生活习惯、思想观念与文化行为方面都迥然不同，他们如何融入新环境，

从而获得身份认同，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德国最知名的难民喜剧片之一，由西蒙·范霍尔（Simon Verhoeven）导

演的《欢迎光临哈特曼一家》便着眼于这种身份与文化冲突的描绘，用极具典

型与代表性的人物设置来突出这一问题；而多元化的表现手法与通俗富有感染

力的故事剧情让这部电影引起了广泛共鸣。

该片讲述了哈特曼一家在 2015 年德国出台了开放接收难民的政策之后，决

定接收一位名叫迪亚洛的非洲难民的故事。哈特曼一家家境优渥，但表面风平

浪静的家庭却因各种矛盾而危机四伏。哈特曼夫人单方面决定接收非洲难民迪

亚洛的这件事情，犹如一块巨石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出于对难民身份上的抵触

和利己主义，哈特曼一家起初对难民迪亚洛十分排斥，只有哈特曼夫人愿意与

迪亚洛交谈并在很多事情上耐心教导他。迪亚洛凭借着自己的乐观与善良使哈

特曼一家中并不接纳他的家庭成员由心底里把他当作家人看待，并在最后帮助

他脱离了即将被驱逐出境的危机。影片在这样温馨的大团圆结局中结束，但难

民与东道主互为“他者”的身份，以及由身份背后的二元对立状态引发出的对

于难民身份问题的讨论与反思却持续依旧。

这部影片仿佛是个大熔炉，其中包括了许多拥有不同地位与身份的角色，

工作体面的德国白人、举步维艰的黑人难民、激进昂扬的穆斯林、招摇疯狂的

纳粹分子等等，他们或针锋相对，或和睦融洽，这些反映的正是德国社会的现状。

这部喜剧电影利用陌生化的效果将人们对于难民的固有偏见融入其中，让人看

完在捧腹大笑后又有深刻体悟。或许通过这种喜剧化的艺术表现形式，能够让

德国重新思考难民融入德国社会的话题。在这部影片中客串的演员埃利亚斯·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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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克（Elyas M’Barek）认为，德国正面临的难民潮也许能帮助德国人重新定义

自己以及难民的身份和价值认同（Roxborough，2016）。在这一层面上，《欢迎

光临哈特曼一家》作为一次成功的尝试为后续的难民电影提供了思考与启迪。

因此，《欢迎光临哈特曼一家》堪称是德国难民电影史上一部经典之作。

人们对难民问题更深刻的了解与电影经验的时间积淀，使得 2018 年前后出

现了一批在叙事方式和表达角度上更为新颖的故事片。这一部分难民题材电影

将历史与现实对照，将二战与当今欧洲两个不同时空纬度的感官交织，唤醒本

土观众的集体记忆——独特的反转视角可以使观者更易带入难民的身份，通过

极具代表性的二战时德国难民流亡时的沉痛挣扎，使观众带着追溯历史、反思

现在的情感观影，更能设身处地思考当前难民现状。

难民故事片《过境》便是将二战作为故事背景，然而又将画面巧妙移植到

当下欧洲的影片。影片讲述了主人公为了躲避纳粹追捕而逃亡到马赛，期望去

往异国他乡开始新生活，在路上发生的一系列故事。电影描述了这样的场景：

在马赛后街的旅店与小酒馆里，希望和绝望并存的人们茫然地聚集在一起，马

上要面对自己未知的旅途，每个人都在迷失的身份中试图寻找真实的自我，每

个流亡者都面临着身份认同危机导致的归属感缺失。这无疑引入了难民题材电

影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关于难民形象的身份认同问题。从背井离乡的痛苦、

文化冲突与前路未知的不安全感，各个时空下的难民情感都是共通的，正因为

如此，当电影发出“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诘问时才更能引

人思考、以情动人。

另一部反思难民身份认同问题的故事片是《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该片

于 2020 年 2 月在柏林电影节上映，影片改编自德国著名作家、一代文坛巨匠阿

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同名经典小说，展现了德国社会目前突出

的难民问题，讲述了难民与德国陌生文化之间的碰撞。

影片的剧情和原著小说大致相似：在导演的创作下，主人公成了死里逃生，

被海浪冲刷到新大陆上的几内亚比绍难民——弗朗西斯（Francis）。30 岁的弗

朗西斯乘船非法穿越地中海，孤身一人逃到柏林，发誓要循规蹈矩做人，但因

为其难民身份，他总是受到不公正对待，以致他与朋友打斗，甚至在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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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沦为了德国毒贩莱因霍尔德（Reinhold）的帮手。在电影的结尾，观影者会

感到这似乎不是一个必然会发生在柏林，发生在亚历山大广场的故事，而是可

以发生在欧洲任何大都市角落的悲剧。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电影展现了德国难

民问题的普遍性和时代性，难民的身份问题并不是德国社会独有的问题，而是

当代欧洲普遍的社会现象。主人公弗朗西斯的故事被认为是难民对自己在异乡

身份的寻找。

此片延续了同名原著小说中主人公弗朗茨“决定体面做人”的追求，在影

片伊始，弗朗西斯被冲上了海滩，迎接他的是对未知的恐惧及好奇，和原著小

说中走出监狱的弗朗茨一样，他发誓从此要“体面做人”。电影中反复出现“自

由”和“体面”两个词，对非洲难民弗朗西斯来说，“体面”意味着被尊重，

意味着有“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弗朗西斯努力寻求的，并非莱因霍

尔德那种个人主义的自由——抢劫，贩毒，暗算朋友等，弗朗西斯追求的自由

是为了“体面”，为了被德国社会秩序所接纳。身为难民，他内心渴望在文明

社会拥有一个“体面身份”，以避免沦为难民收容所宿舍里那些野蛮的难民，

他不愿与这些人为伍。

社会心理学家泰弗尔（Henri Tajfel）强调流散群体由于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

而期待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属于个体观念的范畴，是对特定文化和

情感的重视（Tajfel，1982：2）。追求身份认同的渴望在此电影中具体表现为弗

朗西斯在到达柏林后便开始学习德语，以便为自己构建新的身份——“Himmel

（天空），Sonne（太阳），Seele（灵魂），Geist（精神），Haut（皮肤）……”

从学习新的语言开始，弗朗西斯便发誓要做个“体面人”。社会学家耐尔森·富

特（Nelson Foote）对身份认同的界定是：“对某一特定身份或一系列身份的占

有和承诺。”（吉登斯，1988：162）富特认为，身份认同是一个过程，是通过

命名来进行的：认同的概念是有关自我的产物。认同特别强调他者的认可。在

此后的生活中，弗朗西斯表露出对在德国长大的黑人女友伊娃的羡慕，也为自

己改了一个德国名字“弗朗茨”，并不断向莱因霍尔德索取一本德国护照，以

期达到他心之向往的“体面化”和“文明化”。通过对自己重新命名，弗朗西

斯努力建构自己的身份，以期获得他人的认可。学会了德语的弗朗西斯，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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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弗朗茨”，回到难民收容处，吹嘘自己的生活：“我挣着德国的钞票，有

着德国女人”，甚至有些得意忘形地喊道：“我就是德国梦，我就是德国。”

这些努力体现了主人公在异乡中对身份认同的渴求与追寻，最终，他在善与恶

之间选择了善，选择了做一个好人。

德国《明镜日报》（Tagesspiegel）的电影文学编辑安德里亚斯·布什（Andreas 

Busche）在《明镜日报》中这样评价电影《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这是一

部有重要意义的影片，影片把德布林的经典著作改编为一个现代的难民故事——

故事里没有阶级冲突，而是刻画了一个全球危机的画面，展现了个体寻找身

份认同的社会异化感。这是在 21 世纪初人类急需关注的话题。”（Busche，

2020）影片导演布尔汗·奎巴尼（Burhan Qurbani）用镜头进行城市书写，为观

影者呈现了一个万花筒式的柏林，这部电影所展现的真实感能引起观影者对社

会现状、对难民身份认同困境的讨论和思考，并表达了反对排斥难民和种族观

念的态度。

3  难民纪录片中的身份认同危机

近年来矛盾频发的德国难民问题作为社会热点，也受到相当一部分纪录片

导演的关注。他们将镜头对准了这样一批“被驱逐者”，将他们的流浪与逃亡

的身影记录其中。

难民纪录片经常聚焦的话题往往是流亡带来的真实苦难，并借此凸显人性

的复杂与光辉。导演通过镜头语言，记录在当下时代中难民生活的缩影，将残

酷战争带来的灾难和战后人民的颠沛流离展现在习惯了和平盛世的人们面前，

具有震撼人心的拷问力量。

其中一部较为著名的纪录片是入围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巴西导演卡里

姆·埃诺玆（Karim Aïnouz）的作品《滕珀尔霍夫中央机场》。影片通过一名 18

岁叙利亚男子的内心独白，讲述他作为难民在等待正式身份时在机场的生活。

通过贯穿影片的画外音，将观众带入到难民背井离乡、不得已来到陌生国度谋

生的悲惨经历中，使人更加感同身受；也能更清晰地了解德国政府的难民政策，

了解难民的身份认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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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机场》的场景选择十分贴近现实，运镜也同样别出心裁。在德国

2015 年开始接收难民以来，滕珀尔霍夫中央机场就成为柏林重要的安置场所，

这样的电影素材更具真实性和感染力。在电影中，难民在这里的生活一览无余，

产生了戏剧性的对比，展现了难民与原住民生存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机场外

的空地上，德国本地居民在休闲玩耍，场景祥和温馨；而机场内的难民营则终

日被战争余韵和害怕遣送回国的气氛所笼罩。在镜头下，难民们像一群蚂蚁一

般熙熙攘攘，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着接下来的命运安排，为自己能否得到正式

身份而感到恐惧不安。在等待中，这里的时间仿佛停滞了（Müller，2018）。甚

至新年夜的烟花也让难民联想到战争的炮火，这种鲜明对比更显现了战争的残

酷和难民的悲剧性命运。影片中，主人公与一个拄着拐杖的年逾九十的老者交谈，

他问：“为什么在此高龄还离开家乡呢？”对方答道：“只有那些家乡被毁灭

的人才会这么做。”这样的对白更体现了离开家乡的难民们无处为家的内心焦

灼与无奈。

贯穿这部影片所呈现的对家乡的回忆及与在当前柏林生活的对比，难民融

入新环境的茫然无措，等待的不确定性，对身份的迷茫，文化差异以及当地居

民态度之间的矛盾与差别，都是德国难民纪录片普遍反映的主题。这牵扯出了

一个问题——身份认同危机。

不论是发生在德国南部阿尔卑斯山田园风光中的《森林空气咖啡店》提到

的故事——初来乍到的“不速之客”难民与保守的乡村居民之间因文化迥异而

发生一系列冲突与磨合，还是《7 天：在难民营》中讲述的难民与当地居民接触、

互动或冲突的故事，都在展现难民到达德国后面临的新困境、对自己身份认同

的不确定以及文化差异引发的冲突矛盾。

作为拥有稳定良好社会环境的发达国家，德国对于难民来说是一个充满未

知希望的新起点。但同时影片也替难民提出了普遍的疑惑：他们应该怎样融入

新环境？他们应该怎样才算安定下来？一个新的地方成为家究竟需要什么？

难民在生存环境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后，往往既体会到了全新的“自由”，

对从前生活的怀念又让前途变得更加迷茫。频繁出现的排外情绪也反映出原住

民的忧虑，他们不知这群外来者将何去何从，是否会威胁自身现有的环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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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年轻的鲁莽与不假思索，将两方矛盾愈发激化，从而导致了电影中排外事件

的发生。身份的隔膜并不仅仅存在于难民与本地人之间，这是一种普世的“我”

和“你”的根本对立。这些社会问题似乎就揭开了难民身份认同危机问题的根源。

反思过去，立足当下，在此外展开更多的忧虑与思考，如何去解决难民的

身份认同危机，正是此类电影表达的主题。由于欧洲一体化和难民问题的普遍

性，多国联合拍摄的纪录片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例如瑞士导演马库斯·伊姆霍

夫（Markus Imhoof）的《黄金国土》就横跨欧洲多国，将镜头对准意大利、瑞士、

德国多地难民与当地人的日常境况，通过导演与一名难民儿童的信件拼凑起记

忆点滴，叙述故事，以共同的难民身份为切入点，让难民流亡的伤痛记忆更加

真实感人。该片“黄金国土”这一意象既指难民眼里和平且富裕的欧洲国土，

也代指影片中导演心中“爱的回忆”这一“真正的黄金”，这样的诠释寄托了

影片对难民群体温情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影片对现代社会人道主义与人文精神

的呼唤。

4  结语

由于难民危机的持续性与长期性，难民电影作为这一时代的代表性产物，

在围绕难民身份危机问题的产生根源和解决出路进行的广泛性探讨在今后也将

更为深入而持久。 

电影是理解与升华生活的窗口，也是将现实问题具象化的媒介。尽管电影

只是一种特定的艺术传播媒体，但难民电影能够通过这一视角，帮助难民这一

边缘群体在异乡主流社会中获得更多的存在感。作为对德国难民危机中社会争

论与舆论背景的生动反映，身份认同问题一直贯穿德国难民电影始终，它展现

了一种更具人文关怀的视角：不只是用统计数字勾勒战火、流浪与苦难，而是

用独有的戏剧化色彩，反思与探讨到达新环境的难民应该如何平衡自己新旧身

份的矛盾、开始新的生活。这为观影者呈现了另一种更为多元且人性化的视角。

难民电影对难民形象的书写，将“难民”从标签化的词语具现为背井离乡来到

陌生国度谋生，追寻一个体面身份的普通人，尝试把“难民——当地居民”这

一二元对立关系放在了更为平等的语境下，也正因如此，人们才可以通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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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内涵的方式，对难民身份认同的思索赋予更多现实意义。

（本文这些问题属于身份认同的三个基本问题，身份认同的三个基本问题

分别是“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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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Issues in German Refugee Films

Xu Chenchen Li Zimeng Hu Feier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fugee issue has been a hot topic in German 

society, and the German film industry has explored this issue in depth and 

produced a number of refugee films in various form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nflicts between refugees and indigenous people in German society 

as shown in the German refugee films, and examines the reflections on the 

refugee identity issue as reflected in these films in the light of identity theory. 

Through this window of art and reality, the film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olutions to the refugee identity problem, and considers the ways in which 

refugees and host countries can get along with each oth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fugee crisis in Germany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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