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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视
”

与
“

ｍ逋
”

： ｍ符号转换角度看电影

叙逋中的意义空间

文 一 茗

摘 要 ： 不 同 符 号 域之 间 的 转 换是 否 成 功 ， 最 终要 看 两 个 文 本 对接 受 者

所 形 成 的 认知 冲 击 与 意 义 效 力 是 否 等值 。 符 号 的 转 换 或 翻 译所

引 发 的 ， 不 只 是 文本 交 流 方 式 的 变 形 ；
文 本 意 义 的 衍 生 ， 往 往

诞 生 于 不 同 文本符 号 之 间 的 转 换 与 指 涉 。 因 为 每 一 次符 号 意 指

过程都会形 成 不 等值 的 翻 译 ， 导 致 自 我 认知 可 能 的 转 变 。 本 文

基 于上 述符 号叙述视 角 ， 辨析 电 影 叙述 如何 以 视 听 符 号 所 组 成

的 意 义 空 间 ， 尽量 等值地 转 换 文 字 文 本 中 的 单 一 符 号 ，
及 由 此

为 自 我 所 带 来 的 认知 启 发 。

关键词 ： 符 号 转换 电 影叙述 自 我 文本 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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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字叙述相 比 ， 影视叙述不 只 是一种 背叛式 的改编 ， 而应 当 被理解 为

基于不 同 符号媒介 的转 向 。 符号 的转换或 翻译所 引 发 的 ， 也不 只 是文本交 流

方式 的变形 。 通 过诉诸不 同 认知符号抵达 目 的 地 时 ， 等待 我 们 的 ， 或许 是符

号本身所无法言说 的新兴领域 。 文本意 义 的 衍 生往往诞生 于 不 同 文本符号之

间 的转换与指涉 。 因 为 每一次符号 意指 过程 （从符号 到 对象再到解 释项 ） 都

会形成不等值 的 翻译 ， 导致 自 我认知 可 能 的 转变 。 这既有 可 能 导致原有 的 符

号所指 流失 ， 也有 可 能 为 自 我 打 开 认知 的 另
一

扇 窗 户 ， 引 向 新 的 未 知 领域 。

每个符号 ， 都是思 维 理念 的
“

影 子 的 影 子
”

；
而 每个符 号在 滑 向 下 一 个符号

时 ， 都会折射 出 与原初相 去甚远 的 自 我 形象 。 每一次转换 ， 都有 意 义延伸 的

可能 。

由 此看来 ，

一个文本诉诸 的 符号媒介越 多 ， 符号域所涉越广 ， 形 成 的 意

义转换空 间就越大 。 如若 同 意这一说法 ， 我 们 不妨进人文 字文本与 电影文本

的 比较 。 这次 比较 的着 眼 点并不在 于此二 者 的 发 出 与构建 ， 而更 多在于此二

者在认知媒介及其对接收方式之影 响 的差异 。

首先 ， 就符号传媒 的方式 而 言 ， 传统 意 义 上 的 文字文本可被理解 为 建立

于单一符号 （ 即 文字 ） 这一媒介 的
一种叙述 ， 尽管文 字 可 以 被读 者理解继 而

分化为视 角 、 声音 、 感触等次生 的二度 示 意符号 （ 比 如 ， 我 们 可 以 专论小说

《 面纱 》 中 的 色彩意象 ） 。 与之相 比 ， 电 影文本 是典型 的跨媒介叙述 ， 它基 于

不 同 感知领域 的 符 号共 同 支 撑 才 能 完 成叙述 ； 最 基 本 的 划 分 ， 有 声 音符号 、

影像符号 、 文 字 （ 台 词 ） 符 号 等 。

？ 也 就 是 说 ， 作 为 一 种 视 听 文本 （ ａ ｕ ｄ ｉ ｏ

？ 参 见 马 睿 、 吴迎君 《 电影符号学 教程 》 （ 重庆大学 出 版 社 ，
２ ０ １ ６ 年 ） ， 该 书认 为一个 电影 文本

中 包含 的符号叙述元 素 至 少 可分 为影像 （视 觉 符 号 如 人 物 影 像 、 实 物 影 像 、 纯 虚 拟 影 像 ） 、 声 音 （ 听

觉符号 如音乐 、 声 响 、 人声 ） 以 及语 言 （ 话语 与文字符 号 ）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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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 ｉ ｓ ｕ ａ ｌｔ ｅ ｘ ｔ ）
， 电影 的接收与理解取决于观众 的视觉 ／听觉认知能力 ， 即 耳 目 同

时 向 世界索取意义 的 能力 。 所 以 ， 在探索 电 影对文 字文本 的 改编 时 ， 我 们 要

考虑 的 是 ： 单一 的文字语言符号 是 如何尽量等值地转换为 （ 尤 以 视觉为 突 出

的 ） 多媒介符号 的 ？ 并且 ， 如此路径 的 不 同 ， 是否会形成意义 目 的 的差异 ？

正如任何翻译研究所示 ， 不 同 符号域之 间 的 转换是 否 成 功 ， 最终要看 两

个文本对接受者所形成 的认知 冲击与 意 义效力 是 否 等值 。 其实 ， 我 们 不难理

解 ， 文字叙述 中 的
“

视角
”

如何对应于 电 影文 本 中 的 镜头语法 ， 以 及 镜头具

备何等强 大而 隐形 的叙述干 预能力 。 作 为 隐蔽性 十 足 的 叙述者 ， 电 影镜头 不

仅可 以 自 然而然地提供故事展 开 的叙述框架 ， 并且 可 以 让观众相信 ， 其所允

许 的感知权 限竟是理所 当 然 的 。

但若要探究此二者之 间 的转换原理 ， 则需要进一步辨析文字 （单符叙述 ）

与 电影 （跨符号叙述 ） 各 自 的 优势 ， 及其形成 的 不 同 认知捷径 。 或许 ， 我 们

可 以 尝试着这样 去 理解 ： 总 体 而 言 ， 文 字叙述胜在 对 事 物 内 部 的 隐 喻再现 ，

而 电影叙述则 胜在对
“

外部
”

提喻式 的再现 。

如果用一个 图式概述文字叙述之于 自 我 的符号化过程 ， 应该是 ：

（ 再现 的 ） 思 维观念 文 字 （ 形 成 的 ） 思 维观念

贯穿始终 的 是 自 我 的思 维 ： 通 过 隐 喻提取意 义 的 可 能性 。 在 神 秘 不 可 言

说 的思 维领域与 五官可感 的形而 下世界之 间 ， 抽象 的 文 字符号 是 自 我经 过 的

中 介 。 所 以 ， 抽象 的文字在再现不可言说 的 内 心世界或晦涩 的思 维领域方面 ，

似乎具有一种 天然 的 优势 。 比 如 ， 文 字文本 中 十分 自 然 的 内 心独 白 、 自 我分

裂等 ， 在转换为 电影文本 时 ， 不得不求 助 于 背景音乐 、 画 外音 （ 不惜 以 暴露

叙述框架为代价 ） 等跨媒介联合示意 。

反 过来 ， 电影文本 的接收方式典型地 突 出 视觉 ， 能够 出 色 而 自 然地 （所

谓 自 然 ， 即保持叙述框架在接收过程 中 的稳定性 ） 完成对
“

外部
”

（ 即 可视事

物 ） 的再现 。

较为典型 的 如演员 （包括其外形与演技诸方 面 ） 这一最 为 重要 的 影像符

号 。 在 电影摄制 过程 中 ， 对人物 的刻 画必须通 过将之
“

外在化
”

。 即便是人物

心理分析气息浓厚 的叙述 ， 也必须对其 内 在进行
“

外在 化
”

处 理 ， 如 演 员 表

情微妙 的 面部特写 保证其依然 直 观可视 。 甚至 ， 演员 外形 的 可视 性也成

为 观众进行意义构建 的 重要元素 。 比 如 电 视剧 １ ９ ８ ７ 年版 《 红楼梦 》 的 观众 ，

很难 同 等认可 ２ ０ １ ０ 年版 《 红楼梦 》 中 饰演林黛玉 的演员 。 原 因很简单 ，
１ ９ ８ ７

年版饰演者陈 晓旭被认为 不仅演技精湛 ， 对原 著 中 的 角 色再现拿捏有 度 ， 能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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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有效地转换文字叙述 中 的
“

灵性美
”

（ 《 红楼梦 》 中 有关林黛玉 的外貌描述 ，

往往是
“

闲静时如姣花照水 ， 行动处似 弱 柳扶 风
”

之类 的
“

灵 性 神 韵 之美
”

，

明 显 区别 于再现薛宝钗 时用 的 写 实视 角 如
“

脸若银盆 ， 眼 如水杏
”

等 ） （文一

茗 ，
２ ０ １ １ ）

， 其外形特征如瓜子脸 、 丹凤眼等 ， 及其气质 ， 也被观众 自 觉地补

人 了对文字叙述 中该角 色 的意义还原之 中 。 故此 ， 大部分观众对 ２ ０ １ ０ 年版剧

作 中 的演员 （ 圆 润 的脸形特征等 ） 相 当 排斥 ， 因 为前者 的 外形 特征 （ 视觉元

素 ） 已 经成为 观众构建 角 色意义所指 时不可或缺 、 已 然 固化 的叙述元素 。

除此 以外 ， 典型 的符号转换还 有 对
“

场 景
”

（ ｓ ｅ ｔ ｔ ｉ ｎｇ ） 进 行 陌 生 化 的 再

现 ， 以 及对 时 间 （先后顺 序 ， 即 抽 象思 维 化 ） 的 并 置 （ 空 间 化 ， 即 视 觉化 ）

处理 ， 如镜头 内 的蒙太奇手法 ， 从而将相 继展 现 的 逻辑对象转换为 空 间 中 的

视觉感知对象 。 如 《 指环王 ３
：
王 者 归 来 》 中 罗 汉 国 王 率全族 驰援 白 城之 战

的叙述 ， 始于一个静止 的 全景镜头 ，

“

等待
”

罗 汉 全族军马驶人镜头框架 ， 由

此将之前影片 叙述 中 的拟全知视 角 （ 电影文本 的最高层叙述者 ， 拟人格 主体 ）

切换为 白 城厮杀双方 （ 刚铎 战 士 与 魔 君戒 灵 ） 的 混合视 角 ， 表 现 出 援军抵达

那刻带来 的
“

叙述转折
”

之感 ； 与此组镜头 同 步 的 背景音 乐 Ｆ ｚ ｅ ＺＡ ｏ／

ｔ ／ｉ ｅＰ ｅ Ｚ ｅｗｗ ｏ ｒｂ ｙＨ ｏｗ ａ ｒ ｄＳ ｈ ｏ ｒ ｅ ） 不 同 于
一般战 场叙述类似 冲锋镜头 常用 的激

昂 愤慨 ， 而 以 缓沉且坚实 的 曲 风作 为 视觉影像 的 叙述支 撑 。
Ｂ 站在线 影 院 弹

幕 中 ， 影迷们将这一组镜头叙述赞誉 为
“

观影 三小 时 只 为 此三分钟
”

。 此处 ，

可视 的镜头叙述所指示 的 不 只 是看得 见 的 移 动影像 ， 更有 那看 不 见 的 、 捕捉

影像 的思 维 。

由 此 ， 我们 不妨将文字 与 电 影叙述分别理解 为 意 义 的
“

内 在化
”

与
“

外

在化
”

文本 ， 显然 ， 这是就 两 者接收 的 方式 而 言 。 也就 是说 ， 叙述意 义 的 内

在或外在 ， 在于文本被 接 收 时 所依 赖 的 不 同 符 号 媒 介 。 文 字符 号所 开 启 的 ，

是一场 自 我 内 在 的抽象思 维旅程 ； 影像符号则 力 争 将 内 在 的 抽象世界 引 向 视

听可触及 的形象世界 ， 并在从抽象转 向 形象 的 这一符号转换过程 中 ， 丰 富 自

我对符 号 文 本 所 指 对 象 的 认 知 。 文 字 叙 述 是 自 我 对 世 界 的 概 念 化 还 原

（ ｃ ｏ ｎ ｃ ｅ ｐ ｔ ｕ ａ ｌｒ ｅ ｄ ｕ ｃ ｔ ｉ ｏ ｎ ） ， 电 影 则 意 在 获 得 一 种 体 验 式 的 再 现 （ ｅ ｘｐ ｅ
ｒ ｉ ｅ ｎ ｔ ｉ ａ ｌ

ｒ ｅ ｐ
ｒ ｅ ｓ ｅ ｎ ｔ ａ ｔ ｉ ｏ ｎ ） ， 在具体 的叙述布局 中 ， 可 以体现为 以 下诸方面 。

首先 ， 是文字文本 中 角 色 内 心 的 隐 喻式 还 原 ｖ ｓ ． 电 影文本 中 的 提 喻 式再

现 。 用文字符号还原 角 色 的 内 心 ， 可谓 以 抽象替代抽象 。 然 而 ， 当 我 们 合上

一本书 时 ， 书 中 人物 的 内 心 世界对 我 们 而 言却 可 以 做到 实在 可感 。 其 中 ， 最

为根本 的路径便是隐喻 。 作为 自 我 最基本 的 思 维方式 （也 可 以 说是符号最有

效 的属 性 ）
， 隐喻保证 了 自 我认知能够 由 易 人难 。 文字通过指 向 各种 已 然 熟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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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 （ 如 听觉 、 视觉 、 嗅觉 、 触觉等 ）
， 借 由 各种修辞 （ 如 常见 的通感 、 起

兴等 ）
， 形成一 张强大 的 意义 辐射 网 络 。 济 慈 的 名 篇 《 夜鸾 颂 》 中 ，

“

黑 暗
”

这一色 彩 意 象 被 分 别 比 拟 为 墨 绿 （ ｖ ｅ ｒ ｄ ｕ ｒ ｏ ｕ ｓｇ ｌ ｏ ｏｍ ｓ ） 、 幽 香 （ ｅｍ ｂ ａ ｌｍ ｅ ｄ

ｄ ａ ｒ ｋ ｎ ｅ ｓ ｓ ） 甚至死亡 （ Ｄ ａ ｒｋ ｌ ｉ ｎｇ ） 等概念 。

＆ 宋词 《 垸溪 沙 》 中 ， 秦 观反 向 运

用抽象之
“

愁
”

比拟具体之
“

烟
” ？

， 使叙述别 开生面 。

本身抽象 的文字符号在表 现 角 色 隐蔽 的 内 心 时 ， 其首要任 务 似乎并 不在

于
“

精准
”

， 而是形成与 角 色 内 心情感效力 相 当 的 隐喻概念 。

电影叙述 的影像世界通 过视觉框架所筛选 的 外在 言行 ， 为 自 我提供另 一

个关于人物 内 心 的投影 。 无疑 ， 我 们 在 电 影 中 所推 导 而得 的 角 色 内 心 ， 是基

于被给予 的视 听符号 （ 尤其 是 角 色 可 见 的 外 在 言 、 行 、 神 及 配 置 的 画 外 音 、

背景音等 ）
。 通 常 ， 这些直观可感 的影像符号 （ 如 表 情 复 杂微妙 的 脸 部特写 ）

以提喻 的拟现实 主义风格指 向 角 色 的 内 心 。 与 文 字叙述相 比 ， 这是一种 由 具

体延伸 至抽象 ， 从有形把握无形 的路径 。

其次 ， 是文字叙述对 事件 的 概 念化 处 理 ｖ ｓ ． 电 影叙述 中 的 经 验化 处 理 。

文字叙述在进人事件之前 ， 就 已 经将之还 原 为 某个事件前 的 概念 。 而 电 影叙

述则体现 出
一种 与之相反 的 方 向 ， 将关于事件 的 概念展 开 为 流 淌 的 经验 。 文

字符号是对
“

事件
”

这一概念 的 收拢 与凝缩 ， 电 影 则 是事件 的 展 开 。 因 为 文

字 的本质是讲述 （ ｔ ｏｔ ｅ ｌ ｌ ） ， 而 电 影 的 本质 是模拟演绎 （ ｔ ｏｄ ｅｍ ｏ ｎ ｓ ｔ ｒ ａ ｔ ｅ ） ， 这

是两种 不 同 的叙述模式 。 在其广 义叙述分类 中 ， 赵毅衡 曾 将此二 者 的差异 界

定为 ： 再现方式上是 否 为
“

现 在进行 时
”

此刻发生 ， 意 义 在 场 实 现 （ 赵

毅衡 ，
２ ０ １ ３ ，ｐ ．３ ９ ）

。 由 此生成 的叙述动力 是 不 同 的 。

“

此刻
”

的 展 开 以 及 观

者 的体验性在场 （而非事后 的还原 ） 是影视文 本最基本 的 意 向 性 。 因 为 ， 从

接收角 度来看 ， 演示类叙述有别 于记 录类叙述之处在于 ： 记 录类叙述所要求

的接受者参与 是在读者反应 意 义 上 的 ， 其过程本身 不要求 读 者参 与 ；
而演示

类叙述所要求 的 观者参与 ， 则在叙述展 开过程 （这一不可复 制 的
“

此刻
”

） 中

落 实 ， 至少是一种模拟正在进行 的感觉 （ Ｐ ．４ ４ ）
。

由 此 ， 文字叙述重在
“

塑 形
”

， 电 影叙述重在
“

体验
”

。 文 字叙述往往将

①原文参 见 济 慈 《 夜 莺 颂 》 第 四 、 五 、 六 节 ：

“

 ｓ ａ ｖ ｅｗ ｈ ａ ｔ ｆ ｒｏｍｈ ｅ ａ ｖ ｅ ｎ ｉ ｓｗ ｉ ｔ ｈ ｔ ｈ ｅｂ ｒ ｅ ｅ ｚ ｅ ｓ

ｂ ｌ ｏｗｎ ／ Ｔ ｈ ｒ ｏ ｕ
ｇ ｈ

ｖ ｅ ｒ ｄ ｕ ｒ ｏ ｕ ｓ
ｇ ｌ ｏ ｏｍ ｓａ ｎ ｄｗ ｉ ｎ ｄ ｉ ｎ ｇ 

ｍ ｏ ｓ ｓ
ｙ
ｗａ

ｙ
ｓ ．

“

Ｂ ｕ ｔ
，

ｉ ｎｅｍｂ ａ ｌｍ ｅ ｄｄ ａ ｒｋ ｎ ｅ ｓ ｓ ，ｇ
ｕ ｅ ｓ ｓ ｅ ａ ｃ ｈ

ｓｗ ｅ ｅ ｔ ／ ｗ ｈ ｅ ｒ ｅｗ ｉ ｔ ｈ ｔ ｈ ｅ ｓ ｅ ａ ｓ ｏ ｎ ａ ｂ ｌ ｅｍｏ ｎ ｔ ｈｅ ｎ ｄ ｏｗ ｓ

５

％
？ ‘

Ｄ ａ ｒｋ ｌ ｉ ｎ ｇ Ｉ ｌ ｉ ｓ ｔ ｅ ｎ ；ａ ｎ ｄ ．ｆ ｏ ｒｍａ ｎ
ｙａ ｔ ｉｍ ｅ ／ Ｉｈ ａ ｖ ｅ

ｂ ｅ ｅｎｈ ａ ｌ ｆ  ｉ ｎ ｌ ｏ ｖ ｅｗ ｉ ｔ ｈｅ ａ ｓ ｅ ｆ ｕ ｌＤ ｅ ａ ｔ ｈ
， ，

＞

② 原文 为 ：

“

漠漠轻 寒上小楼 ， 晓 阴 无 赖 似 穷 秋 。 淡 烟 流水 画 屏 幽 。 自 在 飞花 轻 似 梦 ， 无 边 丝

雨 细 如愁 。 宝 帘 闲 挂小银钩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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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处理为一个概念 ； 电影叙述则 将事件转换为 （ 对观者 而 言 ） 棱 角 分 明 的

在场体验 。 与之对应 ， 文字叙述 中 的 时 间 表 现 为 事件之 间 的 内 在逻辑 ， 而 电

影叙述 中 的 时 间 则往往可 以 平 面展 开 。 所谓 意 义 的 内 在化 或外在化 ， 皆 是针

对文本之于接受者 的认知 冲击效力 。 意 义化 即 文本化 。 构建文本 的 不 同 符号

让文字文本 的接收方式始于抽象思 维深处 ， 电 影文本则 将之推人思 维 的 诸种

形象符号之 中 。

接下来 ， 让我们 以文本 《 朗读者 》 为 例 ， 试着 比较小说

文本与 电影文本所分别带来 的
“

内 在
”

叙述与
“

外在
”

叙述 。 无论从叙述形

式还 是所述 内 容来看 ， 《 朗读者 》 （本 哈德 ？ 施林 克 ，
１ ９ ９ ７ ） 小说原 著都堪称

一部典型意义上 的
“

内 在化
”

文本 ： 用 内 心 独 白 的 回 忆 ， 揭 开 最 隐蔽 的
一 场

自 我对话 。

在这场 自 我对话 中 ， 男 主人公米夏 ？ 伯 格徐徐开 启 年 少 时经历 的
一段离

奇恋情 的 回忆 ：
１ ５ 岁 的 高 中 生 米夏在放学 回 家 的路上 因 身 体 不适 倒 在路边 ，

从而结识 了３ ５ 岁 的 电 车检票员 汉娜 ？ 施米茨 。 在汉娜 的 帮 助 与 护理之下 ， 米

夏恢复 了 体力 ， 得 以 安全 回 家 。 但 是 ， 这次经历让米夏产 生 了 某种 神秘 复 杂

的情怀 ， 他在康复后 找到 了 汉 娜 ， 与之发生 了 关 系 ， 两人逐渐形成一种 奇特

的 幽会模式 ： 阅 读 做爱 。 就在 即 将被所在公 司 提升 为 电 车 司 机 时 ， 汉 娜 神

秘失踪 。 几年后 ， 已 成为法律专 业 实 习 生 的 米夏在 审 判 纳粹集 中 营看守 的 法

庭上再次遇见作 为被告 的汉娜 。 之前 的谜 团 逐一得到 了解答 ： 汉娜并不识字 。

然 而 ， 羞于承认 自 己 是文盲这一事 实 的 汉 娜 （这也就 是 为何她着迷 于米夏为

其 朗读 书本 ， 以 及为何在被提拔晋 升之 际却 选择辞 职而浑浑噩噩加 人纳粹 党

卫 队 ， 选择一份无需识字 的 工作 集 中 营看守 ） 竟然 放弃 了 最后 一个有 利

于 自 己 减刑 的机会 笔迹鉴定 。 汉娜
“

承认
”

， 死亡行军 中 导致三百多名 犹

太妇女被活活烧死 的组织 策 划 书 是 自 己 所 写 ， 因 而被判 处终 身监禁 。 唯
一 知

晓实情 的米夏在
“

说
”

与
“

不说
”

之 间 纠 结 良 久 ， 最 终选择顺从汉 娜 羞于 承

认 自 我这一本意 ， 而保持 了 沉默 。 然 而 ， 米夏始终无法 忘记汉 娜 和 那段未竟

的 恋情 ， 将 自 己 朗读 的声音 录 制 下来 ， 寄送 给监狱 中 的 汉 娜 ， 以 一种特有 的

方式实现 陪伴 、 鼓励及对话 。 近二 十年后 ， 汉 娜 即 将 出 狱之 际 ， 米夏第一次

探访 了 狱 中 已 然苍老 的她 ， 并为之安排好 出 狱之后 的住 宿 与 工作 。 汉娜终究

未能接受 自 己 不识字 的事实 ， 也 没有 接 受 自 己 曾 因 不识字 而卷人 的 屠 杀 ， 更

无法面对知 晓 自 己 秘密 的 恋 人 米夏 ， 在 米夏准备接她 出 狱 的 前 日 ， 她选择 了

自 杀 。

小说在叙述者
“

我
”

与被述者
“

我
”

（ 即 知 晓真相 与秘密经历 ） 之 间 似乎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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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意拉开 了距离 。 支撑小说叙述 的 与其说是对秘 密 的揭 示 ， 不 如说是尝试着

在揭示 的 过程 中 赋予秘密某种理解 。 恰如 小说 的 开头 ， 叙述者
“

我
”

追 问 自

己 为何如此伤感 ：

为 什 么 当 我 回 首 往 事 时 ， 总 是这 么 伤 感 ？ 这 不 是 对昔 日 欢愉 的 强 烈

欲 望 ，
又是什 么 ？ 说起 来 ， 那 紧 接 下 来 的 一 个礼 拜 ， 对我 才 真是 美 事 连

连 呢…… 难道是 因 为 知 晓 后 来会发 生 的 事 情 吗 ？ 或 者 知 道 事 情 一 直都 在

那 儿 等 着 ，
这一切 才 让我 如 此 悲 伤 ？

到 底 为 什 么 呢 ？ 为 什 么 那 些 本 来是 幸 福 的 ， 却 在 追 忆 此 情 时 一 戳就

碎 ，
就 因 为 其 中 隐 藏 着 不 可 告人 的 真 实 吗 ？ 为 什 么 两 情相悦 的 伉俪 岁 月 ，

一 回 忆起 来味道就会 变 酸……对幸 福 而 言 ，
回 忆 有 时 并 不 始 终保持 忠 诚 ，

就 因 为 结 局 无 比 痛 苦 。 那 么
， 难 道 只 有 终 身 厮 守 ， 永 生 永世 ， 幸 福 才 是

无 价之 宝 吗 ？ 只 要事 实 当 中 始 终都 包 孕 着 痛 苦 ， 尽 管 毫 不 觉 察 、 茫 然 无

知
，
也 总会 以 痛 苦告 终 吗 ？ 那 么

， 什 么 又 是 毫 不 察 觉 、 茫 然 无 知 的 痛 苦

呢 ？ （ 本哈德 ． 施林 克 ，
２ ０ １ ２

， ｐ ．４ １ ）

小说 中 的叙述者
“

我
”

极力 将汉 娜不识字这一秘 密 的 揭 晓往后 推延 。 在

这种滞后揭 晓 的努力 中 ，

“

我
”

的叙述融人汉娜 的秘密之 中 ， 从而使
“

我
”

成

为一个通 过叙述而 隐藏 自 我 缺 失 的 人 。 正 如 我 们 在 前 面部分所 理解 的 那样 ，

任何文本都会迂 回地指 向 自 我 的某种 缺失 。 在这个故事 中 ，

“

文字
”

或者认识

文字 的 能力 （ ｌ ｉ ｔ ｅ ｒ ａ ｃ ｙ ） 本身 是 一个极其意 味深 长 的 隐 喻 。 它 是 个体 与 他人 、

世界 的交流得 以 可能 的共享元符号能力 。 面对这种 符号 能力 的 缺失 ， 汉 娜选

择 的是 隐 瞒 。 隐 瞒 ， 是第二个 隐 喻符号 ： 汉 娜所 隐 瞒 的 对象不 只 是 真挚 的 恋

人米夏 ， 而是整个世界 ， 如 当 初 就职 的公 司 甚至 审 判 的 法庭 。 将汉 娜 的 隐 瞒

理解为 自 私 或 许 过 于 简 单 ， 否 则 ， 汉 娜 不 会 宁 可 接 受 为 此 而 付 出 的 沉重 代

价 终身监禁 。 隐 瞒 ， 是 对 自 我 缺 失 这一 真相 最 为 决绝 的 不 妥 协 。 由 此 ，

小说 出 现 了第三个隐喻 ， 即 汉娜 的孤独 ： 因 不具备 与世界共享元符号 的 能力

以 及对这一事实 的 隐 瞒 ， 而承受 与世 隔 绝 的 孤独 。 无论汉 娜进人他人或世界

的路径行至何处 ， 终归 以 一种绝情般 的 断绝 与 抽 身 戛然 而止 （这一形象贯穿

于故事 的 始终 ， 如汉娜行色 匆 匆 地 出 现 ， 形单影 只 的 公寓 ， 孤立无援 的 法庭

辩护 ， 以 及最终悄无声息 的终结 ）
。

作 为此秘密 的见证者 ， 叙述者
“

我
”

遭 遇 的 或许 是更深意 义 上 的 自 我 缺

失 ， 正如 我们在相 当 多 的文学作 品 中 所看 到 的 那样 ， 往往那个退 守旁观 的 人

承载 了 最大 的秘密 和 无奈 。 米 夏始 终无法 释 怀 的 是这段 神 秘 而 无果 的 恋 情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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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 汉娜 的无可替代更 为这个
“

无果
”

结局赋予 了 悲剧 的 色彩 。 也就 是说 ，

“

我
”

之所 以 不停地诉说 ， 是 因 为无法接受这种残缺 。 这种残缺 ， 在故事 中 也

有其他层面 的折射 如 专 攻法律 的
“

我
”

所做 的 ， 竟然 只 能 是 见证法律在

面对复 杂人性 时 的无能 。 除此 以 外 ， 更有卷人叙述 回 忆之流 中 真切 感受 到 的

软弱 ：

对我 来说 ， 审 判 不但没 有 了 结 ， 反 而 是 刚 刚 开 始 。 我 本 来 只 是 一 个

旁观者 ，
现在 突 然 变 成 了

一 名 参 与 者 ，

一 个 游 戏 同 伴 ，
也是 一 名 决 策搭

档 。
这个新 角 色 不 是我 追 求 来 的 ，

也 不 是我 选择得 的 。 但是 ，
这 个 角 色

就是 为 我 拥 有 ， 不 管 我 愿 意 与 否 ，
也不 管 我做什 么

， 或 干 脆什 么 也 不 做 。

（本哈德 ？ 施林克 ，
２ ０ １ ２

， ｐ ． １ ３ ８ ）

同 名 改编 电影 《 朗读者 》 （史 蒂芬 ？ 戴德利 ，
２ ０ ０ ８ ） 以 自 己 的方式在 观影

者处取得 了 另
一种认可 。 电影叙述将小说叙述重 心 秘 密 的 阐 释 转 向

了 秘密 的展示本身 。 首先 ， 电影放弃 了 小说 中 发人深省 的 二 我 差叙述模式 ？
，

而是通 过古典 的 隐形框架叙述 ， 将有关秘密 的一切 不动声色地置于观众 眼前 ，

使之 同 步发生 、 同 步体验 。 小说 中叙述者兼人 物
“

我
”

米夏
“

享有
”

认知 高

位 ？
， 在 电影 中被 向 下 还 原 为 只 是一个人 物 而 已 。 由 此 ， 将看 与 思 考 的 权利

转交给 了 观影者 。 的确 ， 电 影叙述就 是 要 将文 本 还 原 为
“

看
”

出 来 的 名 堂 。

令人 印 象深刻 的一例 ， 是影 片 中 经 常 出 现 米夏 与 汉 娜 前后 并 置 的 特 写 镜头 ，

打破 了 小说 中 单 向 的视 角 （ 即叙述者
“

我
”

看 汉 娜 的视 角 ） 格 局 。 电 影 中 的

迈 克尔 ？ 伯格 （ 即原 著 中 的 米夏 ？ 伯 格 ） 既在看 ， 同 时也被看 。 由 此 ， 影 片

以 不 同 于小说叙述 的方式 ， 让观众感受到每个涉人其 中 的 自 我之缺失 。

比 如小说 中 的叙述者
“

我
”

， 经常靠 回 忆 呼唤汉娜在场 ， 并赋之 以特写 ：

？
“

二我差
”

是 赵毅衡提 出 的 符号叙述学概 念 ， 即叙述 者
“

我
”

， 写 人 物
“

我
”

往 日 的 故 事 ， 直

到 故事逐渐迫 近叙述 时刻 。 在这
一刻 发生 之前 ， 人物

“

我
”

和叙述 者
“

我
”

会形成 主体 冲 突 。 通 常 的

叙述模式是 ，

一个成熟 的我 ， 回 忆 少不更 事 的我 ， 如何 在 人 生 风 雨 中 经 受 历 练 ， 直 到认 知 人 生 真 谛 。

叙述过程就是 人物赶上叙述 者 的过程 ， 所 以
一

般采用 的 是第
一

人称视 角 ； 并且 ， 为 了 不使叙 述 显 得 过

于老练 ， 会采用部 分 自 限而非全 知 的视 角 。 参 见赵 毅衡 《 广 义叙 述 学 》 （ 四 川 大 学 出 版 社 ， ２ ０ １ ３ 年 ）

第 三部分第
一

章第 五节 。

② 典 型
一

例 ， 叙述 者
“

我
”

在 回 忆 过 去 的 经 历 时所介 入 的 大 段 富 于 哲 思 的评 论 ， 如 小 说 第 ２ １

页关于行动 与 思维 的关联 ， 颇像 哈姆雷特关于生死之抉 择 的 内 心 独 白 ：

“

从 往 日 行 为 中 ， 我 发 现 了
一

种 漫长 时 间 中 的生命模式 ， 按 照这
一模式 ， 思想 和行动 要 么

一

致 ， 要 么 分离 。 我是 这 么 想 的 ， 我 如 果

得 到 了 一个结 论 ， 并把这个 结论转化成一 项坚定 的决定 ， 那 么 我就会 发 现 ， 如果按 照 这 决 定行事 ， 后

果会 完全是 另 一码事 。 所 以 ， 看起来应该按 照决定行事 ， 实 际上却 不 能 照章办理 。 在 我生命 的 流程 当

中 ， 有 的事情 不做决定 ， 却 去这 么 做 了 ； 有 的 事 情 做 过 决 定 ， 却 不 去 那 么 做 。 这 样 的 事 情 简 直 太 多

了 。 如果真 出 了 事情 的话 ， 不管是什 么 事 情 ， 都会牵 扯 到行动 。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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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 渐地 ， 在 我记 忆 中 她 那 时 的 脸蛋上 ， 覆盖 重 叠 上 了 她后 来 的 脸盘 。

而 每 当 我 希 望 把她重 新 呼 唤 到 我 眼前 来 ， 要 看她 当 时是什 么 模样 时 ，
她

虽 然 显现 出 来 ， 却 是 一 个 没 有脸 的 她 了 。 于 是 ， 我 只 好 自 己 重 新 描 绘 。

她额 头 高 高 的 ， 颧 骨 也 高 高 的 ， 眼 睛 浅 蓝 ， 下 巴 很 有 力 的 样 子 ， 嘴 唇很

丰 满 ， 轮廓是 完 美 的 曲 线 ， 没 有 一 点 棱 角 。

一 张典 型 女 性 的 脸盘 ， 开 阔

饱 满 而 不 轻 易 动 容 。 我 心 里 明 白
， 我认 为 很 美 。 但是 ，

这 种 美 却 不 能 重

新显 形 在 我 眼前 （ 本哈德 ． 施林克 ，
２ ０ １ ２

， ｐ ．１ ３ ） 。

电影叙述处理 的类似特写 则 为 ： 迈 克 尔倚靠 门 栏 ， 深情 注视着 因 唱诗班

吟诵 而深受感动 的汉娜 ， 迈 克尔 那 张爱 意满满 的 脸 也被赋予 了
一个特写 。 另

一

例 ， 当 审判 长宣布汉娜将被处 以 终 身监禁 时 ， 电 影镜头 在汉 娜 与 迈 克 尔 的

脸部特写之 间 频繁切换 。 电 影镜头 所呈 现 的影像符号 不 同
个是 因 痛 苦

而夺眶 的热泪 ，

一个是焦 虑而 干枯 的 双 眼 ， 尽管 如 此 ， 它们 却 都指 向 相 同 的

对象 绝望与孤独 ， 从而使迈 克尔 与汉娜处于绝对 同等 的文本地位 。

与文字叙述相 比 ， 电影叙述通 过
“

看
”

的 视觉化处理 ， 将文 字叙述 中 的

“

无法 阅 读
”

（文字叙述 中 汉 娜 的 无法 阅 读 与
“

我
”

的 长篇沉思 及学 者式 的 追

问 形成鲜 明对 比 ， 电影叙述充分发挥影视符号 的 可视性 ， 将此叙述格局 处理

为对
“

看
”

的视觉化 ） 处理为关于 自 我 缺失 的 典型 文本 。 汉 娜 至死 不 能 面对

自 我 ， 迈 克尔沉重 的 回 忆和无法 释怀 的 感情 以 及对法律 与 人性之 间 灰色地带

的无奈 … … 每个涉人其 中 的人 ， 都 以 自 己 的 方式来 逃避 、 应对这种 缺 失 ， 直

到慢慢学会将 之 纳 为 自 我 生命 轨 迹 的
一 部分 。 这无 不 体 现 出 从

“

可 视
”

向

“

可 思
”

的符号转换 ， 这一 转换本 身便 是 意 义 可 能 拓展 的 空 间 。 正 如 斯 图 亚

特 ？ 麦克道格拉在其 《 电影 制作 》 中 总 结所 言 ： 每一种 艺 术形式都有 因 其媒

介而导致 的独特性 ， 电影 制作 者在将故 事转换为 电 影之前 ， 必须认清每一媒

介 的独特性 。 鲜有人 能 心 甘 情愿 地 接 受 生命 中 的 那 根刺 ， 直 到 叙述 的
“

我
”

在诉说 中 慢慢学会将之拾起 。 这或许更是 电影改编想带给我们 的 启 示 。

进一步而言 ， 每一种媒介 的独特性 ， 正是其所携带 的媒介符号 的具象化 。

如本文开篇所言 ， 符号 的转换或 翻译不 只 是 引 发文本交 流方式 的 变 形 ， 更 是

开启 了 新 的认知 可能性 。 叙述 ， 为 意 义所牵 引 。 作 为 出 现相 对较 晚 的第七 艺

术 ， 电影开启 了 新 的 意义体验与 生成空 间 ， 使我们将 电影赞誉为
“

电影
”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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