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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影视文学中的“火车”意象
与现代性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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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世纪东西方影视文学中塑造了许多经典的“火车”意象，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视之为善的呈现，即将
火车作为现代文明的美好想象；另一类则视之为恶的符号，即邪恶的象征物。这种反差十分矛盾，却也很有张力。２０世纪影
视作品中的“火车”意象，表现了国人面对以“火车”为代表的现代性力量冲击的体悟、对现代化追求的憧憬与焦虑以及对现

代文明的复杂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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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影视文学中有许多经典的“火车”意
象，如１９５６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经典电影《铁道游
击队》，在其红色革命、爱国主义、英雄成长等几个

主题的背后，就隐藏着“火车现代性”的深沉话题，

火车意象是这部影片的最大主角。事实上，作为２０
世纪影视导演深爱的一个荧幕意象，火车并非只是

电影中故事的道具或人物物理活动空间，它往往还

承载着现代人丰富的情感意绪，表现出现代人对现

代化追求的憧憬与焦虑及对现代性力量的体悟。

对这一影像的意义追踪，可以看到国人对现代文明

的复杂想象。

　　一　作为现代文明的美好想象

纵览２０世纪以来东西方影视文学所塑造的火
车意象，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视之为善的

呈现，即将火车作为现代文明的美好想象；另一类

则视之为恶的符号，将火车当作邪恶的象征物。这

种反差矛盾，呈现出极大的艺术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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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速度、力量的符号

有学者这样评价铁路给世界所带来的革命性

意义：“铁路的到来，本身就是一场革命的成就，它

是工业化最深远且最壮观的一面。”［１］在１９５１年希
区柯克的电影《火车怪客》中，火车就是一个不可替

代的存在，故事在火车的行驶中从平缓达到高潮，

经历着阴谋的发生、发展和结束。除了火车，还有

游乐场疯狂旋转的木马，球场上飞速扣杀的网

球———速度，是希区柯克为这部电影找到的最好表

现方式。纵观希区柯克的作品，他似乎特别钟情于

火车带来的速度感，火车多次介入那些慑人心魄的

情节和场面，为故事情节增加不一般的表现力。［２］

作为那个时代速度最快的东西，火车满足了人们在

影像中和时间赛跑的欲望。

同样的感觉也出现在中国新感觉派作家———

一群最早接触西方摩登事物的作家笔下。“人们是

坐在速度上面的。原野飞过了。小河飞过了。茅

舍，石桥，柳树，一切的风景都只在眼膜中占了片刻

的存在就消灭了。”［３］再看穆时英的大喊：“我是无

轨列车，我要大声的嚷，我要跑，我要飞，力和热充

满着我的身体。”［４］刘呐鸥连续不断的“飞”字，让

火车的速度感扑面而来；穆时英充满激情地宣告了

现代人由物质文明所获得的全新姿态。［５］火车意象

成为速度和力量的象征。

（二）民族启蒙振兴的情感载体

火车所代表的现代冲击力和巨大的能量让“现

代之子受到前所未有的力量冲击”。随着现代化的

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铁路对于一

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１８９６年李鸿章周游欧美各
国，亲眼看到了铁路给交通带来的极大便利和产生

的巨大经济效益，他即兴在伦敦铁路上口占一诗：

“飘然海外一浮鸥，南北东西遍地球。万绿丛中两

条路，飙轮电掣不稍留。”当时，普通人对铁路火车

还知之甚少，诗中由衷的赞叹无疑对国人起到了一

种“开眼界”的启蒙性作用。正如中国著名铁路专

家凌鸿勋指出的：“举凡我国社会的转变，思想的醒

觉，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的演进，国运的隆替，件

件与铁路问题有关。”在中国近代史上，国人与列强

围绕着铁路问题所展开的较量，构成了中国现代化

之路的曲折一幕。当中国的文人们在文学中转绘

这种现代化的憧憬时，“火车铁路”就成为一个带有

启蒙色彩的意象，即作为巨大力量的表征，是寻求

民族崛起、民族振兴的情感载体。

（三）敢闯敢干、奋斗创新拼搏精神的表征

现代中国革命结束了国人长达数百年的屈辱

殖民历史，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此时，

影视作品中的火车不仅仅是感觉层面的速度与力

量的代表，它还被几代铁路人创造为以敢闯敢干、

奋斗创新为核心内容的拼搏精神。

《车头爹 车厢娘》是一部铁路题材现实主义风

格的作品，讲述了一群铁路人的故事。影片中，孙

家三代人都将自己的一生贡献在铁路上。用影片

中人物老陈的话说，就是“在鹰厦线上，平均每公里

就倒下了一个建设者。每块里程碑简直就是一座

墓碑”。［６］女列车员范莹莹救了别人，自己却被旅客

携带的摔炮炸死；巡道工人颜大嘴一生在火车道上

巡查，排除的故障不计其数，戳伤、砸伤、烧伤、炸伤

的疤痕全身都是。这群长期与铁路为伍的人浸染

了某种火车气质，像蒸汽机那样豪迈奔放，像机车

里熊熊燃烧的煤一样，黑色的面庞，火一样的心肠。

柔软温暖的生命与坚硬冰冷的钢铁撞击，再现出铁

路建设者们的劳苦与艰辛，又分明让人感受到普通

人生命中的那份乐观与坚韧。新时代的火车是一

种可贵的平民英雄精神，一种阳刚奔放的时代

气质。

　　二　异己力量的象征

“火车”不仅仅是美好的符号，也是一种恐怖的

异己力量。对于它内涵中黑暗一面的认识与思考，

同样以隐喻的方式在影视作品中铺展开来。

（一）侵略者的代名词

对于中国而言，铁路火车既寄寓着国人的富强

梦想，又铭刻着屈辱性的烙印。如《铁道游击队》

中，火车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它运载着杀人的凶

器和掠夺的财富气势汹汹地横行在大地上，装备落

后的游击队员们只能凭借顽强的意志与这个钢铁

的庞然大物进行殊死搏斗。火车，钢铁的怪物，它

固然是国人寻求富强的一种途径，但对于被西方的

坚船利炮破开国门的中国而言，它所隐含的是侵略

功能；而且，以“铁路火车”为标志的现代生活给

“前现代”乡民所带来的还有心灵上和精神上的恐

慌。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对此有传神描绘，其故

事的起因正是“胶济铁路”的修建。当时，高密东北

乡民与修铁路的德国人展开了一场“屎尿大战”，当

然这场愚昧又英勇的战争以乡民的惨败而告终。

在荒诞情节的背后，莫言想揭示的是铁路在乡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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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造成的普遍恐怖：“祖先的坟墓就要被镇压，泄洪

的水道就要被堵塞，千年的风水就要被破坏，割辫

子索灵魂垫铁路的传说活灵活现，每个人的头颅都

不安全。”修建铁路不但使乡民蒙受经济损失，更重

要的是中国土地上古老的宗教信仰遭到破坏，给乡

民们带来深重的精神恐惧和不安。在莫言笔下，象

征着西方现代文明的“火车”与“快枪”，正以强暴

的方式进入东方大地，使中国顿时失去了神圣与静

谧。“恐怖”成为“现代”的同义语。

（二）衰落废墟的标志

在东方，火车意味着家园的丧失、民族的耻辱；

而在火车的原发地———西方，大多数１９世纪的写
作都将铁路火车作为进步的象征。不过，西方有些

敏感的思想家，如英国作家劳伦斯，也反其道而行

之，运用火车意象解构进步的内涵。其作品《彩虹》

及其续篇《恋女》中的火车丧失了１９世纪中叶西方
工业化时代的乐观形象，转而成为盲目无情的自负

形象：周而复始，缓慢而阴郁地穿行在破败的煤矿

村镇。［７］铁路本身已成为这个大废墟的一个部分，

在冰雪覆盖的寒冷、枯燥而衰败的土地上，已是死

魂灵。火车的运行不再是人类胜利进发的标志，而

是历史和人类衰落的形式，以及对这种衰落进行悲

悼的仪式。劳伦斯要通过“火车”来表达对工业文

明的批判。

（三）邪恶死亡的隐喻

影片《卡桑德拉大桥》讲述了一场悲剧：一名恐

怖分子身染病毒逃上一列火车，当局为使病毒不致

扩散，不许火车在任何车站停留，并封死车门，最后

乘客纷纷拿起武器为生存而战。电影中，火车是致

命病毒的携带者，围绕火车展开了一系列的恐怖危

机、政治阴谋，展现了人物的反抗、良知和无奈。影

片最后，前几节车厢驶进了大桥，接着是桥塌，河面

上漂浮着无数的尸体与行李，深深地触动了观众的

心。无疑，这是美国政府酿成的悲剧，火车隐喻的

讥讽恰如其分。关于火车和死亡，影片《安娜·卡

列尼娜》也表现得非常成功。故事开头，安娜与沃

伦斯基相遇在火车站站台，那儿刚有一个人撞死在

火车下；故事结尾则是安娜卧在一列火车下。这种

对称的布局极富象征意味，象征着爱的贫困和死

亡。在影片中，火车作为与人物世界相对的“异质”

因素出现，是充满毁灭意味的“庞然怪物”。

（四）情感困局的象征

除了上述种种异己力量的内涵表达，火车形象

的“困顿性”在其他影片中也有隐喻化的铺展表现，

比如孙周广受好评的电影《周渔的火车》。［８］影片

的整个情节围绕火车展开，女主人公周渔在两个男

人之间纠结，影片中的火车是联接纽带，爱情在平

静行驶的火车上陷入激烈动荡的纠葛之中。法国

影片《爱我就搭火车》同样表现了一段意味深长的

旅途。错综关系的人们搭上了一趟火车，去参加一

个老人的葬礼。火车开动时，人们心怀戚戚，满载

着矛盾、彷徨、期望，而这一切复杂的情感能否在终

点找到归宿，电影没有给出答案。在影片中，火车

意味着选择的疼痛和情感的困局。

　　三　现代工业文明的炫耀与焦虑：对火车意象
的文化反思

　　在现代人的生活中，火车既是美好理想的象
征，也是异化内涵的载体，包含了现代人对现代文

明所有的爱恨情仇。对火车的复杂体验，其实来源

于现代人对现代性的复杂体验，马歇尔·伯曼所分

析的现代人对现代性的复杂体验就是一种矛盾与

悖论。［９］一方面享受到现代科技文明所带来的种种

好处，崇拜着达尔文式的进步哲学；另一方面又深

陷于现代混沌漩涡之中，品尝着进步思维招致的黑

色恶果。

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好处不可计量。雨后

春笋般的大批城市，报纸、电话、电报和其他大众媒

介的出现，大规模的信息交换，日益强大的民族国

家和资本的跨民族集聚，不断扩展的世界市场，等

等。人们享受着现代文明发展的种种便利、高效和

文明，而这一切起步于１８世纪瓦特发明的蒸汽机，
归功于技术发明革新。在工业革命中，没有什么革

新能像火车那样激起人们那么大的想象，如此富有

戏剧性地向世人昭示新时代的力量和速度。麦克

卢汉说：“机器的意义并不在于机器本身。”［１０］人类

科技进步的历史就是人类延伸的过程，在机械时

代，人们的身体在空间范围内得到了延伸。火车和

铁路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将运动、运输、轮子或道

路引入人类社会，更是迅速扩大了人类把握、征服

世界的能力，迅速创造了新型的城市、工作、闲暇。

它是人们身体运动的延伸，是永不衰竭的“超人”梦

想的象征。因此，作为一种社会潜意识，火车被现

代的文人艺术家反复描述、表现和阐释，这种阐释

的动力正是人类度量尺度的变革和发展，这也许就

是艺术发展史上出现“火车情结”的最重要原因。

５６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５期（总第１１８期）

这种情结可以进一步表述为一种向着未来、开

放的进步观念。“未来”是它最重要的关键词，为未

来而生存，向未来而敞开，生存的意义就存在于对

未来无尽的追求之中。而如何走向这未来的美好

世界？这种进化、进步的文化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新方式：快，就是要快。科技理

性和物质利益激发了现代人一往无前的“豪迈”气

概———不但相信“进步”，而且总嫌进步的速度不够

快。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至上的社会，在工业革命

以后，在现实的生产效率面前，许多人热情地赞美

机械、赞美速度、赞美力量。一种对新的成功的追

求，对效率与财富的渴望，充斥着现代人的生活。

火车成了速度的代表，现代人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

速度状态。

然而，当人类借助火车等现代媒介开拓自己的

眼界之时，当整个社会都陶醉于欣欣向荣的进步文

化，享受着高速度文明所带来的财富、荣耀时，现代

生活的问题却如影如随。如知名高科技企业深圳

富士康公司的一些员工就因为忍受不了机器化的

生活，被机器挤压到了生命的悬崖处，选择自杀，其

惨状令人震惊。同时，中国近３０年的高速发展，导
致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

这就是现代生活的另一面。人们匆匆朝前走，

挣了很多名与利，可是似乎失去了更多。马克思

说：“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大气把两万磅的压力加到

了每个人的身上。”［９］现代生活就是一个大漩涡，它

将所有的人都卷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

冲突的大漩涡。所有触及的事物都被吸收进去，疯

狂地不自主地旋转，直至成为碎片。这样一种悲惨

的境地使许多现代人感到绝望。绝望，该如何表

达？它可能是明晰的，也可能是潜隐地存在于生活

流之中。敏感的艺术家们最先意识并捕捉到这种

大众情绪，并利用火车意象将其表达出来，于是火

车就有了颓废、困顿、死亡等黑色层面的形象内涵。

　　四　现代火车精神的定位

在现代性的视野范畴中，现代人纠缠不休的火

车情结是历史进程的产物，源于现代性历史进程的

复杂性。时代迅速更迭，在２１世纪的新文化背景
下，该如何来吸收这历史传承的火车文化？如何淘

洗它的复杂，为它注入一个独具特色的精神品格，

让它成为２１世纪人们灵魂的滋养物？笔者以为，
通过上述分析，对现代的火车意象内涵可作如下三

个层面的定位与理解：

第一，一种现代工业力量。火车是工业时代最

早、最伟大的发明，它是速度和力量的代表，所以火

车精神首当其冲就是现代工业革命的一种进取奋

发精神，一种总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有火车头

精神的人一定是不服输的，一定是努力赶超时间和

时代的，是碰到困难没有丝毫怯懦的，是开拓、敢为

人先的。就像上述影视作品里的铁路人一样，这些

作品再现了铁路建设者们的劳苦与艰辛，又分明让

人感受到普通人生命中的那份乐观、坚韧，柔软温

暖的生命与坚硬冰冷的钢铁撞击出的正是人类的

崇高品质与创造力，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美妙汽

笛。蒸汽机火车，象征了一种阳刚奔放的时代气

质，而这些在当今这个物质丰富、精神贫瘠的时代

愈发让人怀念。这是火车精神历史遗传里最正面

的能量。

第二，一种现代性精神。为火车精神骄傲和自

豪的同时，现代人也要认识到，当高扬前进的旗帜

拼命追赶先进时，需要停下来反思一下：前进总是

对的吗？现代化建设轰轰烈烈是否真正生产了幸

福？现代性从来都具有双重性质：机器具有减少人

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力量，然而却又是引起

饥饿和过度疲劳的因素；新发现的财富源泉，由于

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了贫困的根源；

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而换来

的。火车文化，同样也具有两重性质。承认这种矛

盾，并不是给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抹黑。当停下来思

考时，我们才会发现：否定之否定是历史最好的辩

证法。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一味追求高速，

某些时候就如同失控的列车冲向可怕的卡桑德拉

大桥，最后只能迎来轰然毁灭和死亡的结局。

作为一种现代性精神，火车意象启发我们要学

会从旧的现代性走向新的现代性。所谓旧的现代

性就是那种只要能进步，只要能挣钱，只要能 ＧＤＰ
上升，不管资源怎么损耗，不管自然怎么污染，不管

老百姓是否得到了幸福的表面光鲜的社会发展模

式。旧的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探索新

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学

者郑杭生适时提出了这一概念。所谓“新型现代

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赢，人和社会

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将自然代价和社会代

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１１］从中国社会转型

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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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

性的深刻意涵。比如，现在提倡的节约型两型社

会、绿色出行、低碳生活，以及幸福城市排行榜、最

宜居城市排行榜、民众幸福指数指标，诸如此类，都

表明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良好转折的态势。

第三，一种诗性精神。要让新现代性合理地吸

收旧现代性，就需要在弘扬火车精神正面能量的同

时，摈除火车文化的黑色内涵。也就是说，当由铁

路系统代表的工业文明以无可阻挡的速度及强度，

将一切传统收入现代社会网络之中，物质文明以势

不可挡之势碾压生活的时候，要让传统的人文、诗

意、心灵慰藉重新回到人们的精神世界、心灵世界。

火车不仅是冰冷强硬的机器，事实上它还有很

多诗性存在。比如，它是故事的。机器可以多情：

向往、思念、失落、兴奋、满足、孤独、绝望、期待、迷

惘……人类有的，它都可以有。每个人都会有自己

的火车故事。表面上火车呈现的是一种刻板的平

行方式，但在缺乏飞机和高速公路的年代，它往往

与初次的告别、成长、远行、离家出走甚至私奔这一

类初次的冒险、激情以及伤感的事情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１２］离别的人认为火车带来的是伤感，远在他

乡的人认为火车是乡愁，归来的人认为火车是一把

快速射出的弓箭。火车开往世界各地，开往任何季

节，开往时间的反面，开往另一个空间。

火车总是属于远方。电影《观音山》的火车

“将我们带到别处，为我们带来远方”。每一个少年

的心中，几乎都装着一个远方。而每一个在心中应

和着远方召唤的少年，他沿着野地里的铁轨线漫无

目的走下去，他将遇到很多陌生人，将会跟他们交

谈、喝酒、做朋友，然后忘记回来的路途，然后多年

之后已经还乡。

银幕上的火车不只是冰冷的钢铁机器，只要留

心，它也可以是诗意盎然的。以拼搏、进取、开拓、

创新、敢想敢干为特征的火车，同样承载着人文情

怀，承担着幸福使命。人们喜爱火车的轰隆隆向

前，现代人离不开火车所带来的效率与刺激，火车

的速度和效率使人们在有限的人生中实现更多的

梦想。可是人们也怀念步行的生活，追求田园城

市，追求单尺度的宁静、优雅。现代人既需要火车

带来的速度和效率，又不能丢失人性中必须有的宁

静和文化品质。人们需要效率与刺激，这是车的尺

度，动态的尺度；也需要慢的关怀，这是人的尺度，

静态的尺度。火车头精神是拼搏奋斗的，是开拓进

取的，是工业精神的凝练，是现代性精神的体现，同

时也是诗意精神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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