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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色彩象征性与非象征性的融合

———以影片《放大》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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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电影中，色彩象征性的运用可建构电影色彩表意功能符号，色彩非象征性的运用能凸显电影艺术家的色彩思维，
而一旦色彩象征性与非象征性相融合，就会表现出以下两个方面效果：一是实现电影色彩的二维匹配（侧重于象征性），二是

实现电影色彩的三维空间立体建构（侧重于非象征性）。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是色彩象征性与非象征性融合的典范，

以独特的电影色彩思维为其后电影从业者提供了参考的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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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中的色彩是一种叙事化的视觉动态语言，
具有独特的表意功能。电影的表意性可以通过色

彩的象征性传递出来，虽然象征性在电影色彩表述

中具有主流性，但象征本身存在逻辑上的暧昧，而

且在色彩象征性传递的过程中，色彩的非象征性有

着改变象征性的表述作用。电影中色彩的象征性

与非象征性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都对电影有

着巨大的作用与影响，因此，两者的融合显得更为

重要。安东尼奥尼在１９６６年拍摄的关于可知论与
不可知论主题的电影《放大》对色彩有着深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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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控，其主要体现在电影的色彩象征性与非象征性

的融合上。

　　一　色彩象征性与非象征性概述

色彩存在的两个基本条件是光和人类视觉器

官中色彩感官的存在。由于投射到物体表面的光

线进行选择性反射，所以这些反射光作用到视网膜

上，刺激人的视觉神经，从而产生视觉感受。在电

影中，导演设计某种颜色对其赋予某种意义，将这

种意义赋予在影片中要酝酿的情绪、氛围、感觉上，

给观众思考的空间，观众通过反应与思索对色彩进

行判断，从而体会电影要传达的思想情感。

英国实验心理学家Ｃ．Ｗ．瓦伦丁将色彩联想分
为３种类型：下意识联想、一般联想、个别联想。下
意识联想激发出的某种感情，似乎是色彩自身的力

量，而实际上是受到色彩的刺激后所产生的情感外

泄。色彩所建构的一般联想是大众化的共同联想，

是具有共性的色彩感受，这种色彩的象征性往往来

源于色彩经验，具有普遍性。值得注意的是，色彩

具有个体差异性，即个人的特殊经历或经验而形成

的联想，或者某个局部地区和团体所独有的联想会

导致人们对色彩解读的不同。［１］在电影中，观众通

过视觉感知到一定的色彩象征性，但视知觉的不稳

定性和变异因素也会造成象征观念本身的逻辑暧

昧。在视觉传输过程中，色彩刺激不能直接构成象

征，它仅仅会导致观众用理智进行视觉判断；而影

片中的色彩空间建构、色彩空间形象、色彩运动性

等会严重影响观众的视觉判断，它超出可能构成的

任何象征。因此，电影视觉编码中不仅存在不定性

的象征性的色彩，而且还存在对影像色彩机制高层

次视觉把握的非象征性。［２］电影《放大》最后一个

场景，主人公托马斯非常迷茫地走在草坪上，镜头

慢慢升高，男主角在镜头下突然消失了，画面中只

留下一片绿色的草坪。在这样一个超现实的画面

里，绿色的草坪似乎只具有象征意义，草坪作为一

个见证者，提供了具有侦探情节故事的发生地，却

又默默吞噬了一切。真相是什么，不得而知，仅仅

看绿色的草坪就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因为绿

色象征着安谧与和平。［３］但绿色同时也具有非象征

性，导演利用停机再拍的手法，调度色彩空间，使草

坪的绿色超出了本身的象征性，它在影片中被赋予

了神秘感，给观众留下悬念。此处绿色的“象征性”

与“非象征性”的融合，突出了影片《放大》可知与

不可知的主题，并赋予了色彩新的意义。

　　二　色彩象征性与非象征性的功能

（一）运用色彩的象征性建构电影色彩表意功

能符号

按照查尔斯·皮尔斯的对象关系符号分类原

则，色彩在电影里可分为象形符号、指示符号及象

征符号，其与伊顿的色彩美学三个层次即印象（视

觉上）、表现（情感上）和结构（象征上）不谋而合。

这就使电影色彩作为符号转化为象征（具有象征意

义）有了理论依据。［４］

１．人物色彩象征符号的建构。安东尼奥尼的
电影主题大多反映高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时代人的

精神孤独与迷离，因而悲伤意识贯穿电影始终。影

片《放大》讨论的主题是西方哲学颇为陈旧的命

题———“不可知论”。主人公托马斯被视觉主观欺

骗后，在求证凶杀案的过程中混淆了主观与客观，

从而走向了未知的迷惘。电影中的人与服饰、道具

的结合形成艺术符号，电影色彩作为艺术符号之一

转化为具有象征意味的颜色。例如，导演设计黑色

和白色作为主人公托马斯的主要颜色，同时这也是

影片中摄影师托马斯用照片呈现世界的颜色，安东

尼奥尼用黑白双色构建了托马斯的人物形象，黑白

两色也成为托马斯的符号标志，象征托马斯迷离的

意识形态。安东尼奥尼是一位对色彩有独特喜好

和认识的视觉大师，他的电影常常根据片中人物的

心理变化及整体的情绪基调去设计空间的色彩基

调。在电影《放大》中，安东尼奥尼将色彩语言编入

意象群，进入色彩句法和句群的结构象征层面，他

将托马斯以及相关的摄影棚等设置成黑白基调，将

衣着光鲜亮丽的女模特们与缤纷的外部世界设置

为对立的彩色，用色彩构筑叙事空间。冷色调的主

人公理性而孤独，与暖色调的外部世界形成鲜明对

比，色彩反差突出，反映主人公内心深处与社会格

格不入的不安。［５］

２．生活形态色彩符号的建构。与《红色沙漠》
中人工色彩的象征运用不同，安东尼奥尼在电影

《放大》中选择采用更加现实的色彩搭配，因而在色

彩上更趋于日常化、真实化，且使其具有一定的象

征意义。黑白配的托马斯就像从他的照片里走出

来的人物，他开着黑色的轿车穿梭于街道上，像一

个只有明度的色彩藏匿于同时具有色相、明度、饱

和度三个特性的色彩之中，仿佛对这个世界悄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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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窥。他在公园里偷拍的“爱情场面”无疑是一

场欺骗眼球的场景。真相似乎存在于黑白的照片

里，在整个照片冲洗过程中，场景道具的颜色在尊

重现实的基础之上带有一定的象征性，托马斯拿着

冲洗好的照片走出代表欺骗寓意的黄色暗房走进

另一暗房时，那暗房房门的颜色是与公园草坪颜色

相近的淡绿，相近的颜色似乎在诉说着公园绿色草

坪上发生的故事。稍后，摄影机平拉至门旁的红色

工作指示灯上，这无疑是一次预警，似乎要褪去绿

色草坪的伪装色，将血淋淋的真相显露出来，而以

上有象征意味的颜色均来源于日常生活且与现实

生活的颜色无差别，自然、不刻意，因而构建源于日

常生活形态的色彩本源“象征性”。

（二）色彩非象征性的运用凸显电影艺术家的

色彩思维

一般来说，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融入影片时，对

电影中的色彩呈现两种反应：第一，观众直接的视

觉判断，这是观众个人文化修养、阅历、固化思维等

对色彩象征寓意理解的反映；第二，导演对色彩的

空间建构、节奏、镜头语言等表现影响观众对电影

色彩的理解，观众会对影片强调的色彩进行深入思

考。在电影呈现的过程中，观众对于影片色彩的分

析往往只是表现为潜意识的思索，视觉仍停留在播

放的电影上。其对影片的宏观分析，只能等到影片

结束才能进行，而影片的象征意义有一定的模糊

性，且电影色彩的空间由点、线、面等构成，具象的

某一种颜色并不具有象征性，其象征性依靠色彩匹

配与象征组合等手法传递出来。

１．色彩点、线、面及其非象征性的构成。电影
《放大》是安东尼奥尼在《红色沙漠》之后又一力

作，导演在自然条件色彩不能满足其意图的情况下

采取了主观的人工加色以增添观赏感。这种抽象

的色彩表达不一定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而是对电影

整体视觉的调配，因此这种色彩设置的手法使色彩

具有非象征性。电影《放大》中使人印象深刻的绿

色草坪，导演将主人公放置于一个满眼极致绿色的

空旷公园的背景下，并安插树木作为颜色分割点，

使灰褐色的树干将满满的绿色画面分割开来。后

来，在对安东尼奥尼的采访中，他提到这片草坪在

拍摄中的广角镜头下显得暗淡，他想要的是极致的

浓烈色彩以凸显公园的空旷和当时男主角的好心

情，于是他让人对草丛喷洒颜料，让树干和草丛的

饱和度变得较为一致，在颜色上没有明显的灰与绿

的交替对比，只是单纯地改变构图就使影片具有强

烈的平面轮廓。［６］

２．色彩多义性与其内在统一性的非象征性把
控。色彩的非象征性表现手法让电影语言更清晰、

更明确，对色彩的把控要求更高，色彩的匹配、色彩

段落间的连接、色彩的对比等让色彩成为主动提供

影片信息的主宰者，而不依赖于观众观影片后绞尽

脑汁地赋予色彩某种意义。色彩的象征性离不开

色彩本身的物理属性，在人们约定俗成的色彩习惯

思维中，一种颜色通常具有多重意义，不同意义可

作不同的解读，导演通过对色彩的整体把控，运用

拍摄技巧、剪辑手法、画面构图等，使色彩含义具象

化，这种具象意义的表述更多地是通过色彩的调配

手法进行的。如在托马斯拍完画报迅速冷落模特

的片段中，画面中间突兀的棕色“斜线”打破了水平

布局的呆板，增加了画面立体感和方向感，近距离

的广角镜头拉长了模特的躯干，画面中的深灰色沙

发与同是深灰色的前景地面形成呼应，似乎将模特

压制于此，前后景别的对比凸显出托马斯仿佛将模

特踩于脚下的傲慢。［７］

　　三　色彩象征性与非象征性融合的效果

电影色彩象征性与非象征性的融合性效果表

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电影色彩的二维匹配（侧重于

象征性）；其二，电影色彩的三维空间立体建构（侧

重于非象征性）。立体建构不仅存在于某一固定空

间或静止画幅中，更存在于电影段落中，存在于某

一流动的叙事空间或者电影段落与段落之间。

（一）电影色彩的二维匹配

电影色彩的二维匹配是指电影色彩客观地再现

现实生活场景的同时，能够表达浓厚的思想感情的

一类色彩逻辑结构。色彩作为一种视觉元素进入电

影之初，是为了还原物质本身的真实，再现现实生活

的逼真，因此电影色彩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具有客观

真实性。建立在色彩客观性的基础上，电影镜头内

的色彩根据出现的时间长短、运动轨迹、面积大小组

成不同的色彩运动节奏，色彩节奏又影响影片的叙

事节奏。而电影色彩的时间性和运动性决定电影色

彩的相继对比性即色彩蒙太奇，不同镜头画面色调

之间的面积以及它们在银幕上停留时间的长短决定

电影色彩的总体效果。［８］在《放大》中，导演利用色彩

自身的相似性将电影分为两个世界，即主人公自我

意识形态世界和主人公之外的世界。电影中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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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是男主角托马斯的色彩符号，是导演赋予其整个

意识形态的颜色。影片《放大》的内景基调主要为托

马斯的工作室，由黑色到白色以及此间丰富的灰色

阶构成。而外部世界的主要特征则呈现为纷繁的色

彩，如化妆乞丐的服装呈宝蓝、明黄、火红等高饱和

度的色彩，大红色的电话亭、街道墙壁等。当托马斯

第一次驾车归来时，先是岔路口一串色彩明丽的汽

车充满画面，从观众视域中遮住托马斯的轿车；当他

将车子全速开动起来的时候，全俯拍镜头使托马斯

汽车的黑白双色成为画面的主要基调；当车子停在

工作室前的小巷中时，一个特写镜头将门牌：黑底白

字的“３９”呈现在观众面前。［５］尽管影片有着一个准
侦探片的外表，但托马斯的门牌并未在叙事过程中

表达任何特殊的意义，其唯一的功能是确认一种有

别于外部色彩世界的黑白基调。电影中的色彩以人

们习以为常的固定式思维映像造就了视觉色彩静态

语言，并在色彩与色彩之间的对比、衔接、匹配等交

互形成了新的色彩寓意。安东尼奥尼就像一位美术

师，将调色盘上的色彩依据需要肆意选取，以表达思

想情感。

（二）电影色彩的三维空间立体建构

电影色彩的三维空间立体建构是指用不同色

调的镜头，通过对剪辑手法、拍摄角度、画面内道具

布置、人物运动轨迹、服装与物品等的不同编排与

搭配，对电影画面长、宽、高三维度空间进行立体式

建构，加强画面层次感和信息内容，给剧情发展作

色彩逻辑结构铺垫。爱森斯坦说：“除非我们能够

感觉出贯穿整个影片色彩运动的‘线索’，否则我们

就很难对电影中的色彩有所作为。”［９］这里的“色

彩运动的‘线索’”实质上指的就是色彩结构。电

影的色彩只有进入影片结构内部并形成适合电影

剧作的色彩结构和节奏，才能具有真正的审美价值

和艺术价值。

在电影《放大》中，托马斯驱车进入巷子回到摄

影工作室的片段，影片在巷子一边设置了红色的电

话亭，对面则是黑白主色调的工作室。主人公进入

巷子，镜头平移使红色的电话亭一闪而过；紧接着

固定镜头，电话亭处于远景，一闪而过的“红色”在

观众视觉的潜意识里埋下深刻的印象；而处于前景

的托马斯向电话亭走去，则强化了红色电话亭的信

息，这时出现了反打镜头，作为前景的红色电话亭

的信息再次得到强化。中间加入对托马斯和工作

室的暗色基调的拍摄，让红色信息消失，使观众的

视觉得到短暂歇息；紧接着，主人公拉开电话亭的

门，在近景拍摄下，红色信息占据２／３的画面，使视
觉刺激达到高潮。这一组画面体现了色彩象征性

与非象征性在影像上的融合，即利用景别变化、色

彩的递增或消色、人物的运动轨迹作为轴线等强化

色彩信息，准确地用红色信息艺术地体现出主人公

惶恐和迷茫的心理状态。

电影中的色彩不仅仅是视觉造型元素，它还能

对观众的思考过程产生能动作用。它不但有着符

号化的表意功能，能够使电影中的表现对象具象

化、符号化，而且当把电影中的色彩融入电影剧作

中时，其对电影的节奏与结构有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电影色彩空间结构的构建对电影艺术家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电影色彩空间意识和色彩创作思维

素养深度影响着导演的电影创作，并决定其作品的

价值与品位。［１０］安东尼奥尼的《放大》以独特的电

影色彩思维为其后电影从业者提供了参考的蓝本。

因此，电影色彩的运用不仅要正确表达色彩的物理

属性带来的象征性意义，而且要注重色彩思维的建

构即正确表达色彩的非象征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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