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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真实事件改编电影中的二次貉通

赵 禹平

摘 要 ：

“

真实事件
”

是理解周 围世界的重要范畴 ，
它是理解人类 意 义

生活的重要 中介 ，
也是理解人类 自 己 的 重要窗 口

。 当
“

真 实 事

件
”

进入 艺 术话语结构
，
它 就触发 了 人类探寻符号 意 义 的 开

关
，
它关联历 史 ，

依赖解释 ， 并借 当 代 艺 术具体的 艺术形式对

当代人的心理结构 、 认知模式等产 生重要且深刻 的影响 。 真 实

事件改编 电影作为其 中 重要且具有典型性的 艺 术样式 ，
蕴含独

特的二次叙述特征 ： 受众能动的接收 、 对整体性符号叙述的追

求 、 对
“

真 实事件
”

的求证和细 节补全 。 这一过程 引 导着人类

直面生活 、 直面
“

真 实事件
”

本身 ， 探寻意 义对象的本质 ，
思

考生活与 艺术真谛 。

关键词 ： 真 实事件改编 电影 ，

二次叙述
，
整体性 ， 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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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当代艺术提出的重要美学问题研究
”

（
２０＆ＺＤ０４９

） 、 中 国

博士后科 学 基 金 面 上 资 助 项 目
“

当 代 中 国
‘

真 实 事 件 改 编
’

电 影 叙事 的 述 真 问 题研 究
”

（
２０２２Ｍ７ １ ２２８ １

） 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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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事件
”

是理解周 围世界的重要范畴 ， 它是理解人类意义生活 的重

要中介 ， 也是理解人类 自 己 的重要窗 口 。 当
“

真实事件
”

进人艺术话语结

构 ， 它就触发了人类探寻符号意义的开关 ， 它关联历史 ， 依赖解释 ， 并借当

代艺术具体的艺术形式 ， 对当代人的心理结构 、 认知模式等产生重要且深刻

的影响 。

“

真实事件
”

改编电影作为其中重要且具有典型性的艺术样式 ， 蕴

含独特的二次叙述特征 ： 受众能动 的接收 、 对整体性符号叙述的追求 、 对
“

真实事件
”

的求证和细节补全。 这一过程引导着人类直面生活 ， 直面
“

真

实事件
”

本身 ， 探寻意义对象的本质 ， 思考生活与艺术真诗 。

事实上 ， 无论是意识的经验科学 、 现象学还是符号美学 ， 都着眼于对象 、

事情本身 ， 即着眼于发生在人类生活周遭的
“

示例
”

， 带着现象学直观的意

味以及强烈的心理质感 ， 通过各种各样的
“

示例
”

去探索它们显示出来的本

质。 可见 ， 只有着眼于发生在过去的
“

真实事件
”

， 才能掌握真理 ，
因而对

“

真实事件
”

改编电影这一当代典型艺术样式的研究也就成为必然。

一

、 能动的二次叙述

历史事物偶然出现 ，
又被固定成一个

“

事件
”

， 在随后 的传播中必然存

在着潜藏的意义 ， 对其意义的寻找则需要陈述 、 解释 、 理解 ， 叙述化便发生

在对
“

真实事件
”

的电影媒介化展示中 ， 而对其进行二次叙述则是真实事件

改编电影的接收者所采取的能动的符号行动 。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受众在接收

过程中 ， 扬弃了对
“

真实事件
”

的直接性接触 ， 并对其展开二次叙述 。

１ ６６



广 （Ｘ飽逋学 ■

（

一

）

“

否定
”

引发二次叙述动势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文本使得历史中的真实事件与人类意识呈现间接性的

特征 ，
也唯有间接性才意味着把真实事件当作对象 ， 从而在对电影文本的接

收中对真实事件进行反思 、 理解 ，
而所有真实的反思 、 对真相的寻找 、 对事

实的反映 ， 都要从
“

缺失
”

（ 即
“

否定
”

） 开始 。

第一 ， 阐释主体只能看到一部分观相 ，
这是对整体表象的否定 。 正如赵

毅衡 （
２０ １７

，ｐ ．２０ １
） 所指出 的 ：

“

因为任何认知首先能感知到的只是事物的

一部分观相 ， 对事物的认识 ， 必须依靠部分观相来代替整体 。 这部分观相就

成为事物的符号 。 因为对象一部分观相的呈现 ， 不可能满足意识的这种整体

把握的要求 ， 必须依靠共现填补直观感知 留下的缝隙与空 白 ， 从而把对象补

充成一个有起码完整度的 、 合一的对象 。

”

所有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虽然予

以
“

真实事件
”
一个开端 、 发展 、 高潮和结局 ， 但它只代表呈现出来的那部

分内容 ， 也并不是完全对应于事件的全部细节 ； 只能关于
“

真实事件
”

的一

部分 ，
也只能通过剪辑建构关于这一部分的电影叙述。

由此 ， 缺失即一种否定 ， 意味着
“

没有／无
”

，

“

真实事件
”

缺乏其他部

分 ， 本身并不代表全部和整体 ， 即使真实事件改编电影文本也只是表现一部

分￣叙述被阐释主体选择的这部分 ， 由 此提喻更大的 内涵 ， 推动对
“

缺

失
”

的寻找 。 如饶晓志执导的 《万里归途》 ，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来 ， 电影

讲述了前驻地外交官宗大伟与外交部新人成朗受命前往协助撤侨的故事 ， 任

务顺利结束 ，
二人却得知还有一批被困 同胞 ， 他们在 白姻的带领下前往边境

撤离点 。 这一段故事根据真实事件而来 ， 但是要完全对应于 ２４ 小时中发生的

所有事是无法做到的 ， 因而电影文本会通过蒙太奇等剪辑手段 ， 剪掉一些镜

头 ， 省略一些情节 ， 这也就意味着缺失 ， 而正是缺失 ， 才需要补足 ， 才推动

了文本接收者的二次叙述 。

第二 ，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中二次叙述 由对直接性事件当下存在的否定推

动 。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作为虚构性文本 ， 对
“

真实事件
”

进行二次叙述 ， 即

通过叙述化建构的二度区隔来解读文本 ， 这意味着对直接性的否定 。 所谓直

接性或直接的东西 ， 指接收者可以直接看到 、 触摸到 以及感受到的 内容 。 二

次叙述否定 了这种直接性 ，
又驱动着把握直接性 的愿望和期待 。 黑格尔

（
２０ １ ７

，Ｐ ． ７９
） 说过 ：

“

过去了 的东西现在不存在 ；
于是我们就扬弃了那过去

了的存在或被扬弃了的存在 ， 亦即扬弃了第二条真理 ，
这样一来我就否定了

对于这时的否定 ， 于是就回复到第一个肯定 ， 即这时存在 。 因此这时和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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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

时的指出 ， 其性质都不是一个直接的单纯的东西 ， 而是一个包含着不同 的环

节于其中 的运动 ； 建立起这一个 ， 但反而是建立起另一个 ， 或者是扬弃了这

一个 〇

”

从黑格尔的这一段叙述出发 ， 不难看出 ， 在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受众的二

次叙述中 ，

“

真实事件
”

已经从过去了 的
“

这时
”

运动到 当前的
“

这时
”

，

它们虽然拥有一个统一的名称 ， 但是当前的
“

这时
”

其实已经包含了不同的

环节 ， 显示了不同 的阶段 。

“

这时
”

的真实事件已是间接的对象 ， 是经历了

白天 、 夜晚以后才得 以确定 的 。 只有 当它成了非 白天 、 非夜晚的
“

真实事

件
”

， 它才能成为
“

这时
”

的真实事件。 换言之 ， 原来的那个
“

确定
”

还未

定 ， 是通过否定才被定下来的 ， 这个否定的形式作为共相得以保存。 从对真

实事件改编电影文本的解读 出发观照历史上的
“

真实事件
”

， 指的是真实事

件作为具体的
“

这一个
”

， 它所发生的时间和空间都可 以发生变化 ， 可 以消

失 。 虽然最后 留下的是共相 ， 但共相最先保持了对初相 的否定 ， 即普遍的东

西蕴于特殊性之中 ， 它需要对与
“

这一个
”

的直接接触加以否定 。

毕竟 ， 在一般情况下 ， 真实事件改编 电影的受众都不是事件的亲历者 ，

电影所呈现的这种直观感受已经成为过去式 。 当人们谈到
“

真实事件
”

时 ，

事件发生的
“

这时 、 这地
”

早已不再 ， 即使受众伫立在事件发生的地方 ， 时

空都已经发生改变 ， 所以真实事件改编 电影二次叙述的形态必然是对过去时

空 、 对直接性的一种否定 ， 又恰恰是这
“

非在
”

推动着二次叙述去探寻那个
“

这时 、 这地
”

存在的
“

真实事件
”

。 宣称
“

根据航天员邓清明真实经历改

编
”

的电影短片 《征途》 ， 其二次叙述的符号主体和事件、

“

备份
”

２４ 年的

邓清明都已不在电影中的
“

当下
”

， 却推动着二次叙述解读出真人真事所表

达的执着坚守 、 不懈努力的精神意义 。

只有在这种否定之下 ， 或说只有将前面的历程加以否定 ， 如 《征途 》 中

接收者不能抵达过去的时空 ，
不能直接接触逝去的时间 以及过去的人和事 ，

接收者才能够拥抱对
“

真实事件
”

做的改编式解释。 唯有从
“

缺失
”

出发 ，

二次叙述的动势才不得不产生 ，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才会走 向
一条正在经历着

肯定的道路 ，
而这条肯定的道路必然依赖二次叙述 。

（
二

）

“

不 确定性
”

的再推动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二次叙述的符号主体并不能触及真实发生的
“

过去
”

，

只能接触关于
“

过去
”

的符号的虚构叙述 。 人们所生活的世界和艺术家笔下

再现的世界中 ， 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事物 ， 如树 、 建筑等 ， 但是在历史长河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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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

真实事件
”

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 ， 事件并未被直接给出 ， 在真实事件

改编电影中人们对它的理解总是有限叙述 ， 对它的阐释也总是有待展开 。 所

以安克施密特 （
Ａｎｋｅｒｓｍ ｉ ｔ

，

１ ９８８
） 会说 ：

“

历史现象从未以我们认识 日 常生

活对象的方式被认识到……历史学家必须在人类过去相对熟悉的事情 、 写作

或思考的事情中找到一种迄今为止未知的模式 。

”

它在等待被解读出意义 。

二次叙述就是去填补这个不可知性 ， 从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出发 ， 将
“

真

实事件
”

作为符号认知客体进行重新探索和认识 ，
正如安克施密特 （

２０ １２
，

Ｐ
． ５６

） 的主张 ：

“

在认真研究了他的原始资料和第二手文献之后 ， 历史学家

心里有了
‘

某种东西
’

（被称为他所研究的过去之部分的
‘

本质
’

） ， 其后他

在叙事中将这
‘

某种东西
’

表现出来 。

”

对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展开二次叙述 ，

恰恰是要挖掘对接收者而言重要的
“

某种东西
”

。 如航天员真实故事改编电

影 《征途》 虽然有其主观的
“

致敬所有航天人
”

的意图定点 ， 但受众是否达

到意图定点则与二次叙述密切相关 ，
二次叙述并不只是对应的理解 。 改编电

影的制作团队 、 杨利伟等其他航天员 的视频剪辑 、 背景音乐 、 出 品公司等全

部文本 ， 都推动着受众的二次叙述 。

总之 ，
虽然直接性被否定了 ， 但是改编电影对

“

真实事件
”

阐释的主观

不确定性恢复了阐释者观察和分析对象的权力 ， 所以人们依赖二次叙述恢复

了对象和主体 、 符号文本之间 的 间接性 ， 通过主体的符号认知追溯意义。

“

二次叙述 ， 发生于文本接收过程 中 。 这个过程并不只是理解叙述文本 ， 并

不只是回顾情节 ， 而是追溯出情节的意义。

”

（赵毅衡 ，

２０ １４
） 真实事件改编

电影叙述的形成得益于创作主体将过去的事件文本化 ， 将过去的事件
“

叙述

化
”

， 然而 ， 其 中携带主观认知 的各种不确定性 因素又推动着受众的二次

叙述 。

（
三

） 对
“

真实事件
”

的 回溯

对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二次叙述 ， 推动着受众对
“

真实事件
”

回溯 ， 这

种回溯是向前的回溯 ， 不是倒退的 回溯 。

“

真实事件
”

已经发生在回不去的

过去 ， 而电影改编指示 出根据
“

真实事件
”

而来 ， 那么接收者面对这种指

示 ， 便必然展开回溯 ，
回溯又借助回忆展开 。 苏格拉底将

“

回忆
”

界定为联

想 ， 柏拉图 的
“

回忆说
”

也
“

并不是指完全脱离经验事物而进行冥思苦想 ，

而是需要借助于经验事物的
‘

提示
’ ”

（ 先刚 ，

２０ １ ８
） ， 狄尔泰提出

“

文学阐

释的任务就是向生命的回返
”

（金惠敏 ，
２０２２

） ， 在伽达默尔这里 ，

“ ‘

回忆
’

总是
‘

重新
’

回忆
”

。 因此 ，

“

我们的
‘

经验
’

总是
‘

对认识的认识
’ ”

（ 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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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 ，

２００７
） ， 但回溯是回忆中 向前的一面 ，

“

前进就是回溯 （
Ｒ ｉｉｃｋｇａｎｇ ） 到根

据 ，
回溯到原始的和真正的东西

”

（黑格尔 ，

２０ １ ２
，ｐ ．５５

） ， 这呼唤的是主体

的认知 ，
以及对符号意义的建构和真实的体验 。

如此的回溯是向前的 ， 并非倒退的 。 虽然
“

真实事件
”

作为过去的 、 感

性的直接体验极为丰富 ， 但它仍是转瞬即逝的 。 过去的
“

真实事件
”

在改编

电影中最终只能留下一个故事的开端和结果 ，
以感性确定性作为基础 ， 改编

电影则对整个结构有其预测 ， 因而 ，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二次叙述并不只是

对
“

真实事件
”

的一种回溯 、 回忆 ， 而是一种薪新的叙述建构和预测 。

如后现代历史学家认为阐释者在
“

创造
”

历史 ， 在其
“

创造
”

历史的叙

述中 ， 其情感 、 直觉 、 审美及二次叙述能力都是重要 内容 ， 这预示了崭新的

建构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阐释学和叙述学都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描述过

去 ，
而是阐释过去。 所以安克施密特 （

Ａｎｋｅｒｓｍｉ ｔ
，

１ ９８８
） 还强调 ，

“

过去本

质上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 ， 阐释历史现象的意义是历史学家的任务
”

。 虽然

对
“

真实事件
”

的叙述化重要 ， 但二次叙述携带着受众解读的 回溯才完善了

它的意义传播 ， 才对当下 、 对接收者更具影响力 。

斯坦利 ？ 菲什 （
Ｆｉｓｈ

，１ ９８０
） 则可能会说 ：

“

我们可以解读这个
‘

文本
’

（
ｔｅｘｔ

） 的
‘

含义
’

（
ｍｅａｎｉｎ

ｇ ） 。

”
一旦接收者读到文本或决定将其视为文本的

内容 ， 文本就有了意义。 简言之 ，

“

意义应该与某种实践相关联 ： 解释的实

践——不管解释的是什么——有或没有内在的意义
”

（
Ａｎｋｅｒｓｍｉｔ

，１ ９８ ８
） 。 只

有阐释的实践才能将意义建构起来 ， 被建构起来的二次叙述在 回溯
“

真实事

件
”

的同时创造 自 己 的符号世界。

在真实事件改编电影 《狙击手》 中 ， 被称为
“

上甘岭狙神
”

的原型张桃

芳出现在虚构性文本之中 ， 但他并不只代表张桃芳这个人 ， 也并不只表示在

上甘岭战场上 ３２ 天用 ４４２ 发子弹击毙 ２ １４ 个敌人这段故事 ， 这都不是全部 。

它需要的是导演 、 编剧等作为历史文献的 阐释者对张桃芳 （ 剧 中人物刘文

武 ） 所处时代的再创造 ， 它需要复杂的符号以补足更多的 内容 ， 表现以张桃

芳为代表的中 国人民的骨气 、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
以对当代国人产生影响 。

因此 ， 改编电影之
“

真实
”

当然不止于原事件是否发生在电影 中所展示的地

方 ， 刘文武与张桃芳的外貌是否相似 。

怀特 （
２０ １６

，Ｐ ．５ １
） 便认为历史的解释框架

“

乃是历史学家强加于记录

之上的
”

， 换言之即 阐释者
“

创造
”

了 内 容和意义。 事实上 ，
人们依赖于

“

真实事件
”

对当下的影响 ， 因而也就肯定二次叙述创造与构建文本 ， 由此 ，

每一个被改编的
“

真实事件
”

在当下都具有现实性和启示性。

“

这既是历史

１７０



广 （Ｘ鈕述学 ■

学家的一种主观选择 ， 也是一种与科学
‘

逆反
’

的因果关系 ： 最早的事件之

所以有意义
， 是因为其后的事件。 事件最终的结局将决定人们如何理解其开

端 。

”

（李友东 ，

２０２０
） 在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接收者 （认识主体 ） 和过去的

事件之间 ， 发展出一个主体二次叙述所建构的符号文本 ，

“ ‘

当下
’

建构
‘

过

去
’

。 基于当下需要 ，
不断

‘

建构
’

历史叙事的新意义
”

（
２０２０

） 。 接收者通

过这个符号文本认识其所揭示的世界 ，
了解

“

真实事件
”

。

二
、 回到

“

真实事件
”

（

一

） 依赖指示性暗示

受众在对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符号接收和解读过程中所关心和关注的第一

要素就是叙述的指示性 ， 即 电影叙述所指 出 的
“

真实事件
”

。 笔者 （
２０２２

）

曾经做过如下论述 ：

“ ‘

真实事件改编
’

电影通过意义的
‘

出场
’

来指示真人

真事 ， 指示意义世界在充盈指示符的电影叙述中传播意义 。

‘

探实
’

之意图

即为呼唤意义出场 ，
再通过意义指示真人真事 。

”

如张艺谋执导的 电影 《悬

崖之上 》 ， 通过电影叙述再现东北抗联和隐蔽战线英雄们 的身影 。 原型人物

及其逃离
“

位于背荫河的细菌工厂
”

（
７３ １ 部队前身 ） 的原型事件 ，

“

是电影

叙述线所指示的实存之人物 、 事件 ， 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意义出场 ， 正是通

过创作者的艺术表达来呈现的 ： 即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影像叙述是携带意义

的再现体 ， 通过艺术表达凸显主题／故事
”

（
２０２２

） 。

受众在二次叙述中常常探索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导演的符号认知是否符合

它所指示的
“

真实事件
”

， 试图去审查其真实性 ， 所使用的尺度就是对象的

客观存在 。 符号认知为了更符合现实对象 ， 要不断改变 、 不断经历 ， 因而真

实事件改编电影常能引起受众关心 ： 其符号表达是否符合已存在的对象 ？ 但

作为虚构性文本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 ， 在这个
“

坐虚探实
”

的指示意义世界

之中 ， 其受众所谈论的符号对象也改变了 。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指示是一种叙述的
“

自 然化
”

策略 ， 所谓指示性真

实 ， 其实是指真实事件改编电影依托于实在世界而来 ， 它对底本中的信息进

行选择 ， 由此通过叙述将它阐释为一个在虚构性文本体裁之下看似可信的故

事 。 所以实证性的真实更多来 自影片开头
“

此片源于真人真事
”

这一指示性

信息的影响 ， 受众 自动悬搁了虚构性体裁的规定性 ， 认为电影中 的故事就是

真实发生的事件 ， 由此将实存的已发生的事件等同于故事中的改编事件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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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 加之 自洽的逻辑结构 ， 受众因而信以为真 ， 将 自 己看到的关于该事件

的新闻报道代入文本内真实世界之中 。

事实上 ， 正如阿伦 ？ 芒思洛 （
Ｍｕｎｓｌｏｗ

，

２００７
，ｐ

． １４５
） 主张的 ：

“

真相

通常是一个命题和它所指的现实之间的匹配 （ 即指称性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 ） 。 然而 ，

因为历史是一种叙事表现模式 ， 所以真相没有绝对的认识论意义 。

”

虽然无

法重现历史 ， 但是用虚构 的方式去探讨历史中 的
“

真实事件
”

， 足以探索关

于
“

过去
”

的种种可能 ：

“

历史
”

并没有真相作为 内核 ， 它只是一个概念 ，

以支撑
“

从过去学习
”

的传统信念 。 （
２〇 １〇

，ＰＰ ． ９
－

１０
）

（
二

） 在 阐释 中接近
“

真实事件
”

“

真实事件
”

关联人们的生活 ， 受众在脱离其直接性关系而进人间接性

关系之后 ， 通过二次叙述对它的考察接近它本来的样子 ， 接近 自 己生活变化

的样子 ， 这也就是接收者可以掌握和可以 回到的
“

真实事件
”

本身 。

回到
“

真实事件
”

并不是将其完整再现 ， 或使其和叙述文本的关系透明

化 ， 让人们通过
“

落地窗
”

看到事物的原态 ， 看到事物的证据 ， 即二次叙述

并非回到直接性的感受 。 虽然接收者在二次叙述中所要追求的的确是回到 自

身 ， 回到事件本身 ， 但这意思并不是说抛去直接相关性 ， 而是从直接性指示

出发 ， 接收者进行二次叙述 ， 在对电影的理解中接近
“

真实事件
”

。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通过电影媒介 、 虚构性文本的讲述方式 ， 发挥中介的

作用 ， 将
“

真实事件
”

叙述化和媒介化 ， 而接收者则试图将电影中的
“

真实

事件
”

通过二次叙述还原出来 ， 因而是在阐释中接近事件 。 香港新生代导演

李狻硕拍摄的改编 自真实事件的 电影 《浊水漂流》 ， 其原型是 ２０ １ ２ 年
“

通州

街事件
”

： 天桥下露宿者遭到强制清场 。 受众在接收电影过程中 ，
的确会根

据过去的新闻报道去还原电影所述的事件 ，
还原从清场到诉讼的基本事实过

程。 但受众的二次叙述 中对原型事件的关注和还原 ， 是基于对电影表现 的
“

事件
”

意义的解读 ， 即使人物有虚构和改变 ， 亦会肯定以坚持公义为主 旨

的电影叙述。

三 、 对整体性意义的探索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二次叙述通过认知主体的反思和对其中细节的补全

恢复了 间接性 ， 这不只是一种间离效果 ，
也并不是无法接近 ， 而恰恰是让人

回到
“

真实事件
”

， 去更接近真实的它 、 本质的它 。 二次叙述的作用既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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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直接性 中走 出来 ，
抛去直接性 ，

又在于要人反思 ， 即从
“

缺失
”

中走 出

来 ， 进入肯定性思考 ， 引人间接的 、 包含反思的整体性表达。

（

一

） 感性认知的介入 ： 补为全体

当然 ，
回到事件本身的另一面就是回到全体 ， 这既是在肯定整体的作用 ，

又是二次叙述的 目 的 。 回到全体就是完成了整个陈述的过程 ， 是对共相的升

华和理解。 正如赵毅衡 （
２０ １４

） 提到的 ，

“

二次叙述是叙述作为符号表意起

到相应的社会作用的关键一环 ： 没有二次叙述 ， 叙述作为传达就不能成立
”

。

只有借二次叙述形成了完整过程的整体 ， 才能对当下产生真正的影响 。

整体性包含两个方面 。 第一 ， 符号认知的介入填补了真实事件改编电影

的缺 口
， 促成了完整的符号文本。 《 中 国 医生 》 中张涵予饰演的张竞予院长

人物原型是
“

人民英雄
”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 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 ，

袁泉饰演的重症医学科主任文婷人物原型之一是
“

疫情上报第一人
”

、 湖北

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 、 党支部书记张继先 。 他们既是人

物原型 ， 也是众多受众之一 ， 通过对电影中选取的特殊时间节点上发生的事

件的理解 ， 在回忆中完善了疫情上报、 疫情发现初期夜以继 日 带领全院医护

人员救治患者等一个个 自 洽的故事 。 所以张定宇 、 张继先认为角色形象是全

体医务人员 的形象 ， 凝聚着抗疫前线的真人 、 真事 、 真情 。 接收者的解释 ，

即对
“

真实事件
”

的旁观 、 考察和反思 ， 成为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叙述文本不

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

第二 ， 符号认知的介人达成了主客观统一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全体文本 。

在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二次叙述中 ， 受众所关心的符号对象即
“

真实事件
”

，

它对 自 己而言是 自在 自 为的 ， 而接收者的观察是为它 、 对它而言的 。 既然事

物 自身是运动的 ， 是 自在 自 为的 ， 那么接收者就从旁观的角度 ，
以客观的态

度去观察它是如何一步步接近 自在之物 ， 接近真理。 所以 ， 受众观看真实事

件改编电影是一种考察 ， 而二次叙述则是受众在考察 自 己 的认知 ， 通过二次

叙述考察叙述如何一步步接近真相 ， 这是实践历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

通过二次叙述 ， 人们能够进一步理解真实事件改编电影所设定的意义 ，

进而对
“

真实事件
”

的理解也不止于真假判断 。 符号对象
“

真实事件
”

是现

象界中存在的一个对象 ， 是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 ， 但同时又作为主观认知之

中被意识到的对象而 自为地存在 。 在考察
“

真实事件
”

的过程中 ， 符号认知

和符号对象是密不可分的 ， 两者牵一发而动全身 。 符号认知改变了 ， 符号对

象也随之改变 。 例如 ， 接收者对历史上的人物 、 事件重新认知 ，
也就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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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符号对象在接收者这里已经发生了变化。 管虎执导的电影 《八佰 》 的原

型事件是 ：
１ ９３７ 年的淞沪会战 中 ， 上海大场镇失守 ， 随后 中 国守军开始撤

退 ， 但是唯有一个营 （
８ ８ 师 ５２４ 团 １ 营 ） 仍然奉命留守在苏州河北岸的四行

仓库内阻击 日军 ， 掩护大军撤离 。 这一事件在当时的认识中是一场必然的失

败和撤退 ，
因为队伍年轻 、 缺乏经验 。 但是 《八佰》 的 电影呈现了符号认知

的变化 ，
二次叙述也对

“

真实事件
”

产生了新的解读 ： 直面不完美反而让受

众看到完美 ， 那些无法被喊出名字的牺牲者 ， 是应该被看到的英雄 。

当今人们所认识的
“

真实事件
”

对象 ，
已经不是过去所认识的历史对

象 ， 对历史对象的过去认识变陈旧 了 。 当代语境中人们可以给予其与历史评

价相对立的评价 ，
可以认为 当下的认知更符合对象 （ 当下所认识的对象 ） ，

如潘金莲可以是受苦的妇女形象。 阐释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 在伽达默尔那里 ，

已过去的回不来 ， 接收者只能建构对追忆的那个对象的观念 。 当时具体发生

的事情 ， 例如 自然现象 ， 还没进人历史 ， 而对 自 然现象 （ 事实 、 客观存在 ）

进行叙述的那些史料 ， 在经过二次叙述的解读和传播以后 ， 才承载着历史的

意义 。 它承载的意义恰恰是接收者通过阐释的实践建立起来的 ， 最终
“

真实

事件
”

作为符号对象 ， 存在于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二次叙述里 ， 由接收者建

立起来 。 认知改变了 ， 符号对象就会改变 。 主体和客体互为依赖 ， 共同促成

文本全体 。

综上 ， 符号对象
“

真实事件
”

作为简单 、 单纯的东西贯穿始终 ， 其运动

是为显示各种相关联的内容 。 对
“

真实事件
”

加以认识 ， 就是体验人类认知

如何把握生命 ， 即把
“

真实事件
”

从开始到现在的各个角度将要显示的东西

把握住 。

一切运动 ， 如改编电影 ， 都是围绕着
“

真实事件
”

这一对象在显

示
，
显示又在不断变化 ， 而二次叙述则是接收者在旁观这些复杂东西的运动

．

和变化过程中得到的 。 通过把握这个融合主观认识和客体存在 、 符号认知和

符号对象共在的整体 ， 主体对意义的阐释将符号世界建构起来。

（
二

） 符号认知对
“

真实
”

的主动把握

感性认知是主动的 ， 接收者想要从符号文本中寻找真实 ， 但是接收者寻

找的真实已经不在客观存在之中 ， 而是在解释中 。

“

符号不是一个单一且孤

立的事件 ， 而是对先前符号的一种翻译 ， 并且它也起到把 自 身翻译成其他符

号的作用
”

（皮尔斯 ，
２０ １４

，Ｐ ． ２４５
） ， 所以接收者此时所谈的真实是二度框

架内符号世界的真实 。 人们对真实的理解便已经代入 自 己 的情感 ， 从一般性

的实证性真实进人文本内真实 ， 而这个真实是在一个被叙述的故事世界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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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起来的 。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所构建的这个文本整体 、 系统是运动的 以及不断构建

的意义结构 。 首先 ，
正如上文所论证的 ， 随着认知的改变 ， 对象也在发生变

化 ， 对象早已不是客观存在 ， 而是以一个反思符号的身份作为对象 ， 进入下

一个环节的反思 。 所以 已经不能够将实在的史实当作判断的尺度和标准来怀

疑 ， 不必用电影指示的实存之物来做证据加以证明 。 如在黑格尔那里 ， 这种

假象就被摆脱 ， 自在之物源于人的设定 ，
不过是意识的一个环节 。 当符号认

知发生变化的时候 ， 对象早已发生改变 。 那个历史上的
“

真实事件
”

早 已不

是当时发生的那件事情 ，
而成为主体选择的一个有特定角度 、 特定背景的关

于
“

真实事件
”

的解释。

其次 ， 这个运动着的 、 变化着的符号对象因而才是真实的 ， 才是真实事

件改编文本中最本质 、 最应把握的东西 。 所要把握的本质 、 真理既是事物 自

在的存在 ，
也是归一的存在 ， 即具有黑格尔所说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 是

“

真实事件
”

和对
“

真实事件
”

认识的 同一性 。 如对 《金刚川 》 的二次叙

述 ， 既包含抗美援朝最后一场战役
“

金城战役
”

这一历史事件 ， 也包含 《金

刚川 》 电影中
“

士兵
”“

对手
” “

高炮班
”

三个单元的电影叙述 ，
二次叙述

对改编电影这一认识和反思的过程进行记录和再反思 。 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电

影的二次叙述所要呈现 的就是对
“

真实事件
”

的再理解 、 再认识的整个过

程 ， 这个过程包含符号对象和认识、

“

真实事件
”

和对
“

真实事件
”

的反思

两个环节 。

最后 ， 真实就是在受众从
“

真实事件
”

出发 ，
对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二

次叙述中 出现的 。 经验并不只是人们的感官接收到外物的刺激而产生的直观

印象 ， 即并非只是直接经验。 虽然一般经验派哲学家从经验出发 ， 但他们也

并未信心满满地肯定经验是极为可靠的 ， 如休谟就否认一切可靠和必然性。

然而 ， 理性主义者黑格尔却相信经验 ， 相信它能够产生经验的东西 ， 认为从

经验出发能获得真实 ， 这
一个真实的辩证运动即使不是绝对真实 ，

也是真实

的东西 。

一方面 ， 作为对象的
“

真实事件
”

是客观 自在的 ， 即 自在之物 ， 单纯 自

在的客观存在 ； 另
一方面 ， 被二次叙述的 ， 即被意识主观设定的

“

真实事

件
”

， 是由意识建立起来的 ， 是意识所设想 、 所设定的主观之物 。 借阐释而

存在的符号真实通过真实的辩证运动而来 ， 从
“

真实事件
”

出发 ， 深人阐释

者的认识层面。

基于此 ， 对
“

真实
”

的发现 ， 在从经验到经验发展的运动过程中 ， 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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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

殊的经验事件 （

“

真实事件
”

） 到普遍 的共相 （ 真理 ） 的探索过程中实现 。

除此之外 ， 它还是一种朝 向可能的真实。 正因为人们 的认识在发生变化 ， 对

象随之变化 ， 所以真实事件改编 电影作为跨界叙述面向可能世界 ， 存在着无

限的可能 ，

一直在面向未来展开回溯 ，
因而它不是一个封闭 的系统 ， 而是一

个不断变化的 、 朝可能性开放的 、 不停追溯真实意义的世界。

总之 ，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作为当代重要的艺术样式 ， 推动着符号主体对

改编电影的二次叙述 ， 将人们的 目光重新聚集在对
“

真实事件
”

的判断 、 认

识 、 阐释和再理解之上 。 基于不同时代 、 不同主体的理解和不同的阐释 、 认

识 ， 受众扬弃与
“

真实事件
”

的直接性接触 ， 转而通过 自 己 的理解完善文

本 ， 追溯对
“

真实事件
”

改编的意义 ， 将二次叙述保留在历史长河之中 ， 由

此实现
“

真
．

实事件
”

对当下生命的启示意义 ， 通过补全的叙述把握共相 ， 探

索艺术的真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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