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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盗》的童话叙事及其影像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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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的情节骨架是模式化的童话叙事结构。运用格雷马斯动素

模型和语义方阵模型对《加勒比海盗４》的叙事结构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迪斯尼大片通过电影文本

来构建叙事表层结构的艺术特征，探究了作品深层意义下经典童话在文化工业时代的内涵和寓

意。虽然包裹着奇幻的外衣，但深层意蕴展现的仍是西方主流价值观，即人类善恶观的个体指

征。《加勒比海盗》通过多媒介符号的视觉呈现激发受众的想象力，将艺术形象推向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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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０７年第一部卡通片在美国诞生，这种独特

的艺术形式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以其独具魅

力的风格形 成 了 自 己 的 艺 术 形 态。２０世 纪 三 四

十年代迪斯尼公司致力于卡通片的创作与革新，
并成为行业的先锋与翘楚。迪斯尼公司创作的卡

通形象“米老鼠”“白雪公主”“唐老鸭”等是风靡世

界家喻户晓 的 角 色。２００３年 始 迪 斯 尼 公 司 投 资

拍摄的《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以其绮丽的海岛风

光、惊险跌宕的故事情节及其瑰丽绚烂的魔幻情

节给“海盗”迷们奉献了一场场宏大的视觉体验和

强大的心灵震撼。《加勒比海盗》是成人演绎的奇

幻卡通影片，根据迪斯尼主题公园的传奇故事改

编而成，它秉承了迪斯尼的一贯风格，幽默风趣、
轻松愉快、画面精致。迪斯尼的作品多改编于经

典童话，从某种意义上讲，卡通片是传统童话在文

化工业时代的拓展与延伸，是经典童话的视觉艺

术创新。因而，《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的情节骨

架是模式化的童话叙事结构。精心构筑的叙事结

构和离奇的故事情节使《加勒比海盗》获得了商业

上的巨大成功。本文试用格雷马斯动素模型和语

义方阵模型分析《加勒比海盗４》的叙事结构，以

此揭示迪斯尼大片如何通过电影文本来构建叙事

表层结构，以及探究深层意义下经典童话在文化

工业时代的影像话语。

　　一、格雷马斯叙事学理论

格雷马斯在叙事学中采用了符号学 的 方 法，
其理论深受索绪尔二元对立原则影响，他认为所

有的叙事文本都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对立冲突，历

经“平衡———打破 平 衡———再 次 平 衡”的 过 程，推

动着叙事的发展。他在《结构主义语义学》中提出

了六个行动位的模型，即主体、客体、发出者、接受

者、帮手和敌手，见图１。他们在具体事件中构成

两个轴系，一个轴系以主体欲望中的客体为中心，

帮手客体敌手

接受者主体发出者

图１　六个行动位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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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轴系以主体欲望反映于帮手和对手关系为

模型［１］。发出者引发了主体的行 动，主 体 的 行 动

对象为客体，在实施行动的过程中，有帮手助其行

动，又有敌手阻其行动。

　　按照格 雷 马 斯 的 模 型，《加 勒 比 海 盗４》
中“发出者”我们可以定义为人类对生命的探索，
对永生的追求。正是人类对青春永驻的追寻才召

唤着人们去探索未知的世界，故事中的人物才有

了一系列的行动。电影文本中“主体”很显然是杰

克船长，四部海盗传奇故事都是围绕杰克船长的

传奇故事展开的。“接受者”我们可以认定为安吉

莉卡，她推动了主体（杰克）助其完成找寻不老泉

的梦想。“客体”对象是寻找不老泉，它隐喻着人

类长生不老的终极梦想。影片中“阻碍者（敌手）”
这一角色显然是海盗头子黑胡子，黑胡子是一个

不被大家喜欢的角色，充满了血腥和背叛，特立独

行无视一切游戏规则，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

的贪婪自私也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力量。
在“敌手”与“帮手”这一对立项上，同一个人物角

色在不同的叙事情节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巴博萨

和杰克船长 既 有 合 作 又 有 对 抗，在《加 勒 比 海 盗

４》中第一个故事段落巴博萨为国王效命，也要求

杰克帮他找寻不老泉，而且还抓住了杰克的老朋

友吉比斯，杰克没有答应。这体现了他们之间的

对抗，他们之间是“阻碍者（敌手）”的关系。但是

在第二个叙事段落中，在寻找不老泉的过程中，巴
博萨告诉杰克他寻找不老泉的目的不是为国王卖

命，而是去寻找黑胡子复仇，因为黑胡子利用魔法

抢走了巴博萨的“黑珍珠号”（“黑珍珠号”被黑胡

子装进了瓶子，成为了黑胡子诸多珍藏品之一），
巴博萨为此还失去了一条腿。他帮助杰克从西班

牙人手中抢回了银杯，这体现了他们的合作关系，
这时巴博萨扮演了“帮手”的角色。通过巴博萨亦

“敌”亦“友”两种角色的转换，推动了电影角色的

发展。吉比斯、传教士、美人鱼都扮演了“帮手”的
角色。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加入了传教士

与美人鱼的爱情，使《加勒比海盗４》更富于魔 幻

色彩。通过上述建构的叙事文本的动素模型，可

以初步掌握《加勒比海盗４》的文本结构。
格雷马斯将叙事文本分成表层结构和深层结

构，表层结构反映了故事的情节、人物关系。表层

结构可以被感知，深层结构是隐藏在作品中的深

层模式，必须用抽象的手段把它找出来。格雷马

斯进一步简化了普罗普的民间故事的３１种功能，

归纳为三种组合形态：契约型组合、完成型组合、
离合型组合。契约型组合指的是故事的中涉及某

种契 约 的 订 立 和 撕 毁，包 括 接 受 命 令、禁 令 和 违

禁，表现于人际关系之间的冲突、调和等。完成型

组合包括艰苦的求索、经历考验、斗争与任务的执

行等，如《西游记》。离合型组合包括人际间的聚

散邂逅迁徙流离等，很多言情小说都属此类。《加
勒比海盗４》属于探险类电影，在叙事模式上与完

成型组合相符，历经了艰苦的求索、经历考验、斗

争与任务的执行［２］。《加勒比海盗４》讲述了找寻

不老泉这一人类长生不老的梦想及其在找寻的过

程中，所迸发出的正直与邪恶、慷慨与自私贪婪的

人性较量。通过对叙事文本中每个人物不同的角

色功能分析，能直观地发现影片纷繁的剧情下人

物关系、结构逻辑。

　　二、格雷马斯语义方阵分析

格雷马斯文学符号学理论中最著名的是“语

义方阵”，它源于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

命题的诠释，格雷马斯在此基础中进一步扩充，提
出了解释文学作品的矩阵模式。文本的意义结构

就呈现在这关系组合之中。从这些二元对立的关

系组合中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出人物角色的对立关

系，从而得出影片的深层内涵。格雷马斯指出：所
有的叙事 文 本 中 一 定 包 含 着 一 个 意 义 的 深 层 结

构，这一深层结构是一组核心的二项对立式（设定

为Ａ／Ｂ）及其他所推演出另一组相关且相对的二

项对立式（－Ａ／－Ｂ）所建构而成的。将这两组二

项对立作为一个四方形的四个端点予以排列，便

获得了一个意义的矩形，见图２。

-A

B

-B

A

图２　语义方阵

其中 Ａ与Ｂ、非Ｂ与非 Ａ之间是对抗性 关

系，Ａ和非Ｂ，Ｂ和非 Ａ之间是互补性关系，Ａ与

非Ａ、Ｂ与非Ｂ之间是矛盾性关系，文本的意义结

构或曰深层，便呈现在这三组关系的变化组合之

中［３］。每条线都标志着一个关系 维 度，这 些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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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生成了文本复杂的关联，电影的意义就呈现

在此矩形图示之中。每个符码代表着各自的叙事

内涵，二元对立冲突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当我

们考察电影文本的结构时套用此模式，可以直观

地表明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冲突，从而揭示出影

片叙事的深层内涵。《加勒比海盗４》构成如下一

个矩形，见图３：

寻找不老泉

非共同利益

安吉莉卡
黑胡子

个人利益

非个人利益

共同利益

人类

杰克 巴博萨
古比斯 传教士
美人鱼

图３　《加勒比海盗４》构成的矩形

在这一意义矩阵中，寻找不老泉成为 双 方 阵

营争夺的客体。杰克、吉比斯以团队的共同利益

为重，而黑胡子则是为了个人达到长生不老的目

的而不 择 手 段。安 吉 莉 卡 纠 结 于 爱 情 与 亲 情 之

间，在认清黑胡子不讲亲情的真正面目后，幡然悔

悟。杰克和安吉莉卡是故事的主导因素，两大阵

营围绕着二人若即若离的情感纠葛展开情节，并

随着矛盾的化解而结束。通过语义方阵模型的分

析，我们可以发现影片的深层结构是人类善恶价

值观的个体指征。是以杰克船长为代表的富于冒

险和团队精神的正义化身与黑胡子为首的心狠手

辣的邪恶化身的较量，最终正义战胜邪恶，矛盾得

以化解。从公式化的叙事结构看，《加勒比海盗》
属于最原始的一种英雄冒险型童话叙事，即首先

让主人公承担“不可撤销的任务”，再次让主人公

深陷磨难中，最后“决战时刻”，直至问题解决并且

最终的正义战胜邪恶［４］。

　　三、文化工业时代的影像话语与西方

普世价值观的巧妙植入

　　文 化 工 业 的 商 业 化、平 面 化、类 型 化 无 处 不

在，各种各样经典童话的形象在卡通片中得以展

现，各种声音元素在卡通片中自由地运用，带给观

众奇妙的童话想象。卡通片往往以其影像的优势

携大众文化的亲和性、形象性、趣味性推动经典童

话在现代社会的传播，各种印刷精美的图片也敌

不过活动的视听形象［５］。通过卡通片来塑造和表

现经典童 话 已 经 成 为 迪 斯 尼 公 司 创 作 的 主 要 选

题。《加勒比海盗》本身在内容选题上秉承了西方

文化中的冒险题材，借助电影的特效技术，极为有

效的整合了经典资源与后现代技术文化。运用格

雷马斯叙述理论模型，通过对文本二元对立模式

的分析，发现在表层文本之下还隐藏着深层的文

化内涵：虽然包裹着奇幻的外衣，但仍然传播着美

国主流文化价值观。

　　（一）海 盗 传 奇：糅 合 现 代 性 和 后 现 代

性的视觉童话艺术

　　海德格尔在《作为图像的世界》中说：新时代

本质的特征就是世界变成了图像，世界在“人”面

前成为了表征［６］。现代性的核心文化机制在于视

觉成为人感知世界的方式，世界日益被图像所包

围。传统的高雅与通俗、空间与媒体、机械复制与

电子传媒的界限不复存在，各类媒介相互交叉引

用，形成了复杂的共生和互文关系。在后现代视

觉文化语境下，古典童话通过卡通片得以展现，其
诗意的表 达 方 式 被 大 量 可 复 制 的 视 听 元 素 所 替

代。童话不再通过文字表述，而是通过运动的视

像和声音达到叙事的效果，可以说，卡通片是古典

童话在文化工业时代的视听版本，是童话的艺术

新形式。卡通片作为文化工业时代童话的延伸，
它不但具备了传统童话的特质，并更具有现代气

息。卡通片的各种极具创造力的动感形象体现了

艺术形象的所有特点，换言之，卡通片将艺术形象

推向极致。
随着受众对视觉形象的追求越来越 高，迪 斯

尼公司对卡通片的制作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与转

变，更加凸显视觉的冲击力。“加勒比海盗”原本

只是迪斯尼乐园的一个主题公园，只有一些耳熟

能详的海盗故事。迪斯尼公司将海盗传奇拍摄成

为卡通电影，通过多媒介的符号激发受众的想象

力，通过直观的视觉符号，把一个可感的世界呈现

在观众面前，其动态性和多维性远胜于文字的想

象性韵味。《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的蔚然成风，
无论从故事背景、人物设置、还是情节安排、表演

方式，都不同于以往海盗电影的腥风血雨和打斗

杀戮，迪斯尼公司在影片中加入了许多奇幻色彩，
这与好莱坞奇幻电影的风行不无关系。观众无不

被里面那些叹为观止的精美特效所震撼，场面之

宏大细致，角色形象之生动鲜活都是以往大制作

电影中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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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盗》作为一部迪斯尼公司制作的系

列成人卡通影片，带给了我们一种前所未有的观

影体验———“震惊式”的体验。这种“震惊”是与本

雅明所说的“韵味”相区别的。“韵味”带有理性的

味道，一种沉 思 冥 想 的 状 态；而“震 惊”则 是 当 下

的、即刻的、强烈的反应。好莱坞商业性电影的发

展，这种“震惊”式的电影逐渐凸显出来，逐步取代

了传统的叙事电影。这种电影完全是图像性的，
是图像对话语的凌越，把视觉快感上升到了主导

的地位。为了突显奇观，往往使得电影在结构上

变得碎片化或者零散化。可能没有完整的情节，
缺乏深刻的主题，未能塑造鲜明的人物性格，但却

能给予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的画面［７］。《加 勒

比海盗》以３Ｄ及ＩＭＡＸ３Ｄ形 式 呈 现，采 用 布 景

实景拍摄，力求达到逼真的效果。月光下的枯骨、
不死人、爬满章鱼腿的脸、浑身珊瑚贝壳的虾兵蟹

将、巨型海怪等，通过具有声音和色彩的画面得以

展现。这种高科技创造出来的奇观电影，带来了

观影的快感，在轻松愉快中消费了高科技所成就

的视听盛宴。

　　（二）亦 盗 亦 侠：狂 欢 化 语 境 下 的 童 话

叙事

　　 《加勒比海盗》用 狂 欢 化 的 手 段 塑 造 了 一 个

罗宾汉式的船长杰克·斯帕洛，他不畏权贵，追求

自由，尊重游戏规则，用一种全新的角度诠释了海

盗传奇。在他的世界里，官方刻板的秩序被打破，
种种等级被上下颠倒，平时高高在上的人物受到

他的捉弄。迪斯尼的动画电影都展现出了狂欢化

的艺术魅力，卡通电影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对权贵

进行了深刻的讽喻，这彰显了后现代主义绚丽多

姿的审美意蕴。“狂欢化”理论是俄国文艺理论家

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提出并作了细致分析，他

认 为 中 世 纪 的 人 们 过 着 两 种 生 活：一 种 刻 板 严

谨，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和宗教清规；另一种则是恣

意妄为、自由自在的狂欢节式的生活。狂欢化理

论表现出强烈的反权威、反传统、反主流意识、争

取平等自由的倾向，这与后现代的戏谑精神不谋

而合。在后工业时代，人的精神需要解放和自由。
颠覆既有的束缚和枷锁，追求世间的平等和欢愉，
是狂欢化精神的投射方向。卡通电影秉承了这一

模式，它可以看作是对后工业社会技术导致人类

精神压力的治疗性宣泄［８］。《加勒比海盗》具有后

现代的美学特征，它通过解构、戏仿等手段消解了

经典和中心，呈现出无拘无束的狂欢景象。这种

立体交错的视觉文本，运用后现代的狂欢化叙事，
黑色幽默的穿插性应用，使视觉形象颠覆了各种

经典的文化和美学标准，具有戏虐、游戏的后现代

特征。在《加勒比海盗》中，受到降格化处理的是

杰克冒充法官去营救他的朋友吉比斯，严肃的法

庭被杰克搞得乱作一团。统治阶级的最高层乔治

国王也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国王不过是一个歇斯

底里的贪吃狂。在街头抓捕杰克的过程中，更是

上演了好莱坞的拿手好戏———街 头 追 逐 战，现 代

的汽车换成了飞驰的马车，平日里威风凛凛的英

国皇家卫队受到了嘲弄。杰克船长和他的伙伴们

的滑稽、夸张、残忍、善良、对大海的热爱和执著，
给我们展示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为我们营造

了一个梦想中的世界。

　　（三）潜 在 意 义：西 方 价 值 观 的 巧 妙

植入

　　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电影工业的迅速崛

起，迪斯尼动画电影作为美国文化工业的一部分，
既有商业利润的追逐，同时也在传递着主流文化

的价值与意识形态。在电影艺术的语言形态中，
文化价值取向是一种寄寓在影像、故事体系中的

“潜在意义”，它更多的通过“含蓄意指”的方式表

达，而不是通过抽象的说教实现的［９］。《加勒比海

盗》系列电影在狂欢化的外表下，西方主流的文化

价值观得以传播，即在影片的表层意义下面还隐

藏着深层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加勒比海盗》系列

电影是以年轻观众为受众的，观众的年轻化也使

得电影制片方必须要迎合目标观众的欣赏需求。
青年文化属于亚文化群体，是以反抗主流意识形

态为表征的。迪斯尼公司作为文化工业的代表，
维护强势文化和现有权力体系，善于在公共空间

内用一种隐形的权力符号去建构主体［１０］。在《加

勒比海盗》系列电影中，以后现代的消解、戏仿、恶
搞等狂欢化手段去迎合当代青年观众特有的心理

状态和青年亚文化特征。《加勒比海盗》所关注的

核心主题是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所具有的积极、进
取和乐观的精神，这也是美国精神之所在。

《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是经典童话与视觉艺

术结合的完美产物，从中我们看到了经典童话在

文化工业时代的延伸。通过深层意蕴的发掘，影

像所展现出的是对权贵深层的讽刺及其对自由的

向往。《加勒比海盗》的魅力让我们期待下一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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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影片的来临。

参考文献：

［１］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５２．
［２］王岳川．当代西 方 最 新 文 论 教 程［Ｍ］．上 海：复 旦 大 学

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３５．
［３］戴 锦 华．电 影 批 评［Ｍ］．北 京：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４：８７．
［４］李蓉．《午夜之子》中的经 典 好 莱 均 叙 事 结 构［Ｊ］．福 建

商业髙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９（６）：８１．
［５］刘剑平．论 动 漫 艺 术 的 特 点 及 其 对 经 典 童 话 的 解 构

［Ｊ］．嘉应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１）：７８．

［６］海 德 格 尔．《世 界 图 像 时 代》［Ｍ］．上 海：三 联 书 店，

１９９６：８９９．
［７］周宪．视 觉 文 化 的 转 向［Ｍ］．北 京：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８：２５０．
［８］侯庚洋．后工业社会的童话：皮克斯动画电影研究［Ｊ］．

电影新作，２００９（３）：４１－４５．
［９］贾磊磊．中国电 影 表 述 的 文 化 价 值 观［Ｊ］．艺 术 评 论，

２０１２（１０）：６－１０．
［１０］约翰·斯 道 雷．文 化 理 论 与 通 俗 文 论 导 论［Ｍ］．南

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１６．

Ｔｈｅ　Ｆａｉｒｙ　Ｔａｌ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Ｐｉ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ＳＵＮ　Ｈｏｎｇ－ｙｕ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Ｓｈａｏｇ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ｏｇｕａｎ　５１２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ｐｌｏｔ　ａｎ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ｖｉｅｓ　Ｐｉ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ａｒｅ　ｍｏｄｅｌｅｄ
ｆａｉｒｙ　ｔａｌ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ｖｉ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ｒｅｉｍａｓ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ｎａｒｒａｔ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Ｄｉｓｎｅ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ｔａ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ａ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ｖｉｅ　ｉ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ｏｄ　ａｎｄ　ｅｖｉｌ　ｉｎ　ｓｐ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ｎｔａｓｙ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Ｔｈｅ　ｍｏｖｉｅ
Ｐｉ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ｓｙｍｂｏｌ　ｗｈｉｃｈ　ｐｕｓｈ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ｉｍ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ａｉｒｙ　ｔａｌ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ｇｒｅｉｍａｓ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ｎａｒｒａｔｏｌｏｇｙ；ｖｉｓｕ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ｉｎ－
ｓｔｒｅａｍ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１６　第１期　　　　　　孙红元：《加勒比海盗》的童话叙事及其影像话语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