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之流的影像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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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从三重生命的理论看,世界电影经历了电影创作者追求刺激与娱乐、制造梦幻与慰藉精神、对社会生活的

观照与批判及表现个体心灵的生命发展过程。世界电影百年的发展,其实也是生命之流的影像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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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行为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把人类的需求

分为 5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或爱的需

求、自尊需求以及自我满足或 !自我实现 ∀需求。
[ 1]

我国生命美学研究学者封孝伦教授则把人的需要分

为生物生命需要、精神生命需要与社会生命需要即

三重生命需要, 并进一步认为 !艺术与人的生命意
识有关,人类创造艺术不是 #无目的 ∃ , 而是有生命

目的的 ∀。[ 2]从三重生命的前提出发来考察电影艺

术,我们可以看到, 电影的诞生不是偶然的, 虽然电

影自身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充满了偶然性, 但透过电

影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现象去进行理性的分析,

可以观照出整个世界电影历史的生命发展轨迹。

一 � 生物生命的满足 � � � 追求感官刺激与娱乐
1895年 12月 28日被公认为电影的诞生日,作

为电影最初的发明者与创作者爱迪生、卢米埃尔兄

弟、梅里爱等,他们都是以活动照相的方式, 记录人

们日常生活、社会活动与娱乐活动的真实情景。卢

米埃尔兄弟的影片中, 记录的是现实生活的一些真

实的日常生活场景, 如火车进站、工人下班、街上车

辆飞驰、给婴儿喂奶等。爱迪生的影片中,记录的是

人们娱乐性的生活场景, 如动物表演、歌舞表演、拳

击比赛等。人们从银幕上看到了最为逼真的活动影

像,比起静态的摄影照相, 电影可以连续活动与运

动;比起展现活动着的人之形象的戏剧,电影去掉了

艺术性的修饰加工。这时的电影功能比较单一,就

是为人们提供一种消遣娱乐,使人们在观看电影过

程中获得暂时的审美快感。电影家拍摄的多是短记

录片,没有什么情节, 也没有多少艺术构思, 更谈不

上什么艺术理念, 完全是为了满足人们感官刺激的

追求,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在这些短记录片中,不

断变化着的日常生活场景,各种社会生活、娱乐生活

场景本身就足以使人们感到新奇、刺激、有趣,所以,

电影的受众此时的心理需求也集中于从电影中获得

消遣与娱乐。观众出于这种好奇的心理需要, 像观

赏马戏、杂耍一样地观赏电影,充分地满足其感官生

理上的需求。卢米埃尔兄弟的代表作 %工厂大门 &、

%水浇园丁 &、%火车进站 &、%婴儿的午餐 &等都只是
现实生活的复制与翻版;梅里爱的 %灰姑娘 &、%月球

旅行记&、%仙女国 &等影片利用舞台特技摄影的方

法,充满了滑稽感与新奇感。这些影片都只是利用

新奇的摄影技术来满足观众生物生命的需求。总的

来说,从电影生产者与观众两方面来看,电影在这一

时期主要是追求消遣与娱乐, 满足人们基本的生物

生命需求。

二 � 精神生命的追求 � � � 制造梦幻与慰藉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低靡的人类生活状态与随

后陆续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仅使人们

的生物生命受到威胁,更使人们的精神生命感到极

度困乏,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电影形式来抚慰他

们精神上的空虚。电影创作者在此时利用其已经积

累起来的一些技术、艺术经验, 开始了银幕 !梦幻 ∀
世界的创造。

在这一阶段, 以美国好莱坞为代表的全球电影

制造业,将在银幕上 !创造梦幻 ∀作为电影最高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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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追求。于是我们看到了银幕形象的巨大变化:真

实的生活场景被豪华、高贵、精致的摄影棚的布景所

取代; 优美的旋律、动人的歌声、潇洒的舞蹈开始出

现 (这时正经历从无声片到有声片的转折期, 而有

声片则经历了伴音伴乐直到录音合成的变化 ); 演

员夸张而迷人的表演取代了自然状态中的非职业表

演;曲折生动、极具戏剧性的情节故事也取代了无情

节、无构思的初期电影。这种新的电影形式正迎合

了当时人们普遍低靡的精神生命的需要, 使他们获

得了更为广阔的精神时空。电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才获得了她的艺术特性。

电影 !明星制 ∀的创立, 为 !创造梦幻∀、为慰藉

广大观众的精神提供了很好的生产制度基础。 !明
星制∀的确立不是偶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劫

难已使人们的精神信仰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 他们

不再笃信上帝, 相信上帝已死。精神的贫乏使人们

急需寻找一种精神寄托。而演员在电影中的梦幻般

的生活使他们幻想过上同样的生活, 虽然在现实生

活中不可能过上这种生活, 但是他们可以在自己构

筑的精神时空中想象自己就是演员本人, 并希望能

过上同样幸福的生活。于是他们往往崇拜某个演

员,这样明星也就产生了。而产生的这些明星也同

时成为他们精神生命的寄托。创造 !明星 ∀就是 !制
造梦幻 ∀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卓别林、嘉宝和

可爱的邓波儿便是其中最具梦幻的明星人物。卓别

林以他独一无二的卓越演技,在一系列喜剧影片中

塑造了一个头戴礼帽, 身穿紧身上衣、宽松的裤子,

留着小胡子,手提细脆的拐杖, 迈着鹅步, 不紧不慢

地走着的 !流浪汉 ∀形象,他的 !含泪的笑 ∀的艺术手

法,赋予 !流浪者 ∀以弱克强、以小胜大、屡败屡战、
苦中作乐的性格、气质与个性, 让人们在欢笑声中从

小人物的命运及他的表演中,找寻到生活的力量、信

心与勇气,从而获得精神生命的慰藉与满足。葛丽

泰 ∋嘉宝在影片中扮演的女主角, 几乎都是 !艳若
桃花、冷若冰霜∀一类, 这些银幕形象既冷艳又高

贵,于深沉静默中蕴积着一种巨大的内在力量。这

使得嘉宝的银幕形象超凡脱俗,给人以蔑视世俗的

勇气与力量,并使被纷乱世俗搅烦的人们,从中获得

精神生命的慰藉与宁静。秀兰 ∋邓波儿如小天使般

跃入银幕,使千千万万的观众为之倾倒, 为之着迷。

这个天才童星纯真、烂漫、活泼且能歌善舞, 主演了

数十部影片。她的两个小酒窝,一头金黄色的卷发,

充满童趣的大眼睛、活泼可爱的踢踏舞,使万千生活

在贫乏精神时空中的人们为之欢欣振奋。正如秀兰

∋邓波儿 6岁荣获奥斯卡金像奖时, 颁讲者所讲的

那样,她是 !圣诞老人送给人类的最好的礼物 ∀, 她
!使这个疲劳而古老的世界心花怒放 ∀。同一时期

的中国电影也采用 !明星制 ∀, 推出了胡蝶、阮玲玉、

金焰等一代电影巨星。他们的银幕形象与他们的个

人生活同样被世人所瞩目、所关注。人们在他们身

上赋予了许多梦幻般的理想和愿望, 同时又从他们

身上寻找到精神上的寄托, 从而获得精神生命的满

足。

三 � 社会生命的扩张 � � � 对社会现实的观照与

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人类蒙受巨大的灾

难, 人类的生存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人们原有的价

值观彻底崩溃,人类对未来充满迷惘与彷徨。战后

!迷惘的一代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20世纪

40年代中后期, 欧洲电影崛起, 前苏联、中国、日本

的电影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打破了美国电影独霸

世界的局面。电影的技术、艺术表现能力大大提高,

写实主义成为此时最主要的电影潮流。电影艺术家

们不再局限于个人狭窄的精神时空里,转而关注整

个社会的命运与前途,创作了大量的反映批判现实

的影片,这些作品不仅使他们自己精神生命得到满

足, 社会生命得到延续, 而且观众也从中观照到更有

意义的社会生活, 满足了作为普通人对社会生命的

渴求。

前苏联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电影创作成就

突出,如%夏伯阳&、!马克辛∀三部曲及纪录片 %在苏
联的二十四小时战斗&、%乌克兰保卫战 &等,以深刻

的思想性、强烈的人民性、浓墨重彩的磅礴激情对苏

联战争年代的社会生活作了艺术的展现。英国纪录

片学派在继承学习早期纪录片经验和苏联电影学派

经验基础上,从关注纪录片美学形式逐步进入关注

社会现实生活,他们的作品具有社会化、政治化的倾

向, 因而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 %夜邮&、%煤矿工
人&、%消防队员 &、%住房问题&、%锡兰之歌 &、%勇敢

的伦敦&等都是代表性的影片。最能体现此一时期

主体潮流倾向的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电影艺

术家们探索以自然的生活场景、非职业演员、充斥着

强烈社会现实关注、社会现实批判思想倾向为特征

的 !新现实主义∀电影。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

代表作品 %罗马, 不设防的城市 &、%德意志, 零年 &
等, 都真实地再现了人民与纳粹斗争并取得胜利的

过程。还有德 ∋西卡的 %偷自行车的人 &、%温别尔

托∋ D&,反映了人民的真实生活, 引起了社会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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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关注。中国这一时期现实主义也步入了其高峰状

态。20世纪 30年代的%春蚕 &、%渔光曲&、%马路天
使 &、%十字街头 &, 40年代的 %一江春水向东流 &、

%八千里路云和月 &、%万家灯火 &、%乌鸦与麻雀 &

等,都真实地再现了旧中国下层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状况, 充分配合了当时风起云涌的抗日救国运动,满

足了人民对于社会生命的追求,从而成为中国电影

史上的经典作品。

为什么此时电影批判现实的功能得以凸现? 应

当看到, 20世纪 20年代末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还

未过去,德国法西斯已蠢蠢欲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旷日持久的战火烧得全世界不得安宁, 战后家破人

亡、失业辍学、生活无着、民不聊生,人们都希望能够

尽个人微小的力量来改变这一现实, 但又无能为力。

这使得电影艺术家们不得不正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

题, !梦幻∀固然可贵也令人留连忘返,但 !梦幻 ∀代
替不了冷酷的现实。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批

判,是人们所需要的。广大观众迫切需要在银幕上

观照真实的社会生活, 以求与银幕上的真实生活发

生情感与思想的共鸣。

不管是苏联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英国的纪

录片学派、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还是中国的现实

主义电影,正是站在真实社会生活的位置上,来观照

人类社会整体的生存状态, 从而获得了永久的社会

生命, 散发出巨大的美学意蕴, 因而成为电影史上的

经典作品。

四 � 精神生命的回归 � � � 表现个体心灵的真实
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延续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爆发, 导致个人的精神生命与社会生命发生强烈的

冲突, 使得电影艺术家们看到个人的精神生命是虚

无飘渺的,同时也感到社会生命的现实性。于是,他

们纷纷放弃梦幻般的精神生命的追求, 而转向用电

影艺术来改造与批判现实, 从而扩张了自己的社会

生命, 但同时他们又暂时忽视了对个人精神生命的

探讨。 20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初法国新浪潮电

影运动的兴起,使对人类心灵的开掘正式成为一个

最重要的潮流, 也标志着人类精神生命的回归。正

如意大利现代派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在 1961年的

一次座谈会上所说: !新现实主义影片最关心的问

题是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到我拍片时, 那种个人

与社会的关系已不那么重要,重要是考察每个人本

身,揭示人的内心世界,从中看出他历尽沧桑以后在

内心残留下来的一切。∀ [ 3]从这一时期开始,世界电

影便开始着重表现个体心灵的真实, 这表明电影艺

术家重新关注个体精神生命的需求。

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是最先倡导个体精神的,

它是法国 %电影手册 &杂志周围的一批青年影评家
发起并推动的。他们提出 !作者电影 ∀的系统主张,

其中最突出的一个观点即认为电影应当充分体现导

演独创的、独特的个性特征, 认为电影应是个人风格

化的艺术。高度的个人风格化的强调,使电影超越

表象的生活世界, 而努力开掘人类心灵深处的隐秘

的内心世界,从而创造一个广阔的精神时空,充分满

足观众的精神生命的追求。

法国新浪潮电影以现代主义为哲学、美学基础,

创作了一系列经典的电影作品, 主要代表作品有特

吕弗的%四百下&、戈达尔的 %筋疲力尽 &、阿仑 ∋雷

乃的 %广岛之恋 &等。瑞典导演英格玛 ∋伯格曼的
%第七封印 &、%野草莓&在此之前已经开始从现代主

义探索进入商业放映, 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的

%蚀&、%红色沙漠 &、费里尼的 %道路 &、%甜蜜的生

活&尤其是 %八部半 &等, 都在探索人类心灵方面作
出了积极努力。还有前苏联的诗电影、德国实验电

影以及当代英国先锋电影等, 都对个体心灵进行了

积极的探索。尽管这种潮流与好莱坞式电影的商业

价值不可比,但能够进入商业放映就足以证明还有

许多观众能够接受和认同。电影艺术家以电影表现

个性化的风格,表现个性化的人类心灵生活,为观众

创造了一个广阔的精神时空, 充分满足了他们的精

神生命的追求。

综上所述, 世界电影史是一部关注人的生命需

求的历史,是由电影创作者集体创造的,它始终体现

了电影创作者的生命追求, 并为丰富人们的精神生

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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