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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语境运行机制在电影当中的运用

赵禹平 (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 电影文本，同样也可 以 作 为 一 种 符 号 文 本，电 影 导 演 通 过 安 排 符 号 语 境，完 善、
影响电影文本意义的传达 ; 同时，电影观众受符号语境的影响，又对符号文本中所含意义做

出自己的解释。符号语境扮演着意义生成场域、意义传达方式以及影响意义接收因素等不同

角色。运用符号学对电影语境进行分析势在必行。本文试图从符号学角度出发，根据赵毅衡

先生对符号语境的 分 类，联 系 皮 尔 斯 提 出 的 符 号 学 相 关 概 念，对 电 影 文 本 的 内 部 符 号 语 境、
外部符号语境以及内外关系做出分析。
［关键词］ 电影 ; 符号语境 ; 意义 ; 内部 ; 外部

语 境 ( context) ， 是 意 义 传 送、意 义 解 释 赖

以生存的场域、背景基础。德国哲学家佛雷格在

《算术基 础》一 书 中 提 出 了 语 境 原 则。1932 年，

马林诺夫 斯 基 (Malinowski) 正 式 提 出 语 境 这 一

概念，认为语言所处环境在解释话语意义过程中

具有重 要 作 用。伦 敦 学 派 代 表 人 物 弗 斯 ( Firth)

进一步提出了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弗斯的学

生韩礼德 (Halliday) 提出了“语域理论”。20 世

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语境作为一个心理建构的动

态过程，被美国学者海姆斯 (Hymes)、英国学者

莱昂斯 ( J. Lons) 等语境研究新生代力量纳入 研

究视野。
赵毅衡从符号学角度认为“语 境，就 是 符 号

的使用 环 境”［1］，实 际 上，符 号 学 学 者 们 很 早 就

对语境问题引起了重视。早在 19 世纪初，皮尔斯

就提出 “指示符” ( index) 的概念，认为类似 I、
She、Yesterday 之类 的 人 称 代 词、时 间 名 词 等 语

言要 素， 具 有 语 境 依 赖 性 ( context-dependent) ，

解释者需要依赖具体的语境来阐释这些指示符的

意义。这 些 表 意 指 示 符，随 语 境 的 变 化 而 变 化。
也就是符号语境制约了指示符意义的传达，并影

响意义接收者的解释。
人类生活在一个富有意义的世界中，意义传

达与接收都离不开符号语境，符号语境是解决符

号意义的重要因素。“意义”可以“借助非语言文

字的符号 得 到 表 达”［2］。电 影 文 本 利 用 独 特 的 视

听手段来 渲 染 直 观 氛 围， 这 与 小 说 文 本 相 区 别;

又因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与小说文本有异曲

同工 之 妙。电 影 文 本， 同 样 作 为 典 型 的 符 号 文

本，随着视听传媒技术的发展，在人类的日常休

闲和学习生活中发挥越加重要的作用。电影导演

通过安排符号语境，完善、影响电影文本意义的

传达; 同时，电影观众 受 符 号 语 境 的 影 响，又 对

符号文本中所含意义做出自己的解释。符号语境

扮演着意义生成场域、意义传达方式以及影响意

义接收因素等不同角色。本文试图从符号学角度

出发，根据赵毅衡先生对符号语境的分类，联系

皮尔斯提出的符号学相关概念，对电影文本的内

部符号语境、外部符号语境以及内外关系问题做

出分析。

一、内部符号语境与电影文本表意

“皮尔斯 提 出 符 号 三 元 关 系， 认 为 符 号 必 须

处在符号、对象、符号的解释项三者所构成的三

元的 不 可 化 约 的 关 系 中， 才 能 被 视 为 符 号。其

中，符号对象决定着符号，符号又决定着符号的

解释项，由此，对象就间接决定着解释项。”［3］
也

就是，符 号 之 所 以 为 符 号，必 须 有 意 义 发 送 者、
文本、意义解释者三元素的存在。这也是我们对

电影文本进行符号语境研究的根本前提。电影文

本作为符号文本，等同于符号媒介机制，将电影

导演———意 义 发 送 者 ( 我 们 这 里 撇 开 剧 本 原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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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只讨论 故 事 文 本 的 导 演 者) ，他 想 要 表 达 的

文本意义 ( 包括符号文本所涉及的伦理意义、社

会意义等) 传达给电影观众———意义接收者。其

中，在这个动态交流过程中，不论是意义发送者

还是意义接收者，在自我行动环节，都受到了符

号语境的影响，且会随符号语境的变化衍生出不

同的意义单元。
不难看出，符号语境可分为内部符号语境和

外部符号语境。所谓内部符号语境，也就是符号

文本自带的 “内部”语境，而 “内部”元素，它

们 “并不是符号本身，也就是符号文本的伴随信

息”［4］，却 依 然 能 够 起 影 响 作 用。例 如， 电 影 文

本中，表现一对恋人亲吻的事件，所要传达的是

恋爱甜蜜和美好的意义。此时，导演将画面设置

在向 日 葵 园 或 百 合 花 园， 便 加 重 甜 蜜 气 息。当

然，这是正影响，如若把亲吻画面放置在雷雨喧

嚣的时 刻， 也 许 就 昭 示 着 某 个 灾 难 性 事 件 的 来

临。不论正负影响，都是电影导演目标达到的意

图定点; 意义发送者巧妙地利用符号语境，突出

符号文本的为我所用，意义的始我而送。

前外部语境 内部语境 后外部语境

电影导演 电影文本 电影观众

意义发送者 符号文本 意义解释者

电影文本的内部符号语境，毫无疑问，是意

义发送者通过视听手段来彰显的。电影文本，实

际就是一个意义载体; 内部符号语境，则是一个

意义背景。这个意义背景，根据意义发送者和意

义本身的需要，可以是视觉效果 ( 如故事发生的

场合) ，也 可 以 是 听 觉 效 果 ( 如 故 事 发 生 的 背 景

音乐、声音效果)。
最典型的是恐怖电影的内部符号语境。意义

发送者，直接目的多是传达人类来自心底的恐惧

以及黑暗力量的恐怖。这些畏惧和恐怖，都来自

于人类的未知。要表现这种未知的恐惧，意义发

送者很巧 妙 地 布 置 了 密 闭 空 间， 空 间 内 是 已 知，

对空间外发生的一切均是未知; 已知被未知的邪

恶打破，或者即将被打破，人却被困在已知的密

闭空间，无处可逃，等 待 死 神 的 宣 判。且 不 论 电

影导演最终如何让事件峰回路转，就恐怖的渲染

而言，意义 发 送 者 达 到 了 他 所 追 求 的 意 图 定 点。
如 《禁闭 岛》，意 义 发 送 者 在 一 个 压 制 精 神 病 患

者的禁闭岛指挥一场智力游戏，意义发送者在文

本之外，内部符号语境在文本之内推波助澜，再

通过内部符号语境———故事发生场所的更换，告

别单一的心理恐怖意义，暗示二战后士兵心灵创

伤的难愈、战争的无情。
音乐、时间同样作为意义背景，具有一定 的

指示性。电 影 的 背 景 音 乐，作 为 内 部 符 号 语 境，

常常指示符号行为如情绪的高昂、低落等，且具

有一定的 修 辞 作 用， 因 而 对 电 影 语 言 进 行 修 饰，

明晰到场意义。 “音 乐 所 设 置 的 调 性 和 调 式 同 样

能给观影者以文字和画面的想象。”［5］
在 《放牛班

的春天》结尾处，老师马修离开学校时，钢琴音

乐 《风筝》作为画面背景音乐出现 ( “《风筝》
这首乐曲，采用的节拍是 3 /4 拍，F 大调，两条

由童声四声部构成的音乐不断地交互展现，形成

了一种 复 调 的 结 构， 就 像 大 雁 在 天 空 中 翱 翔 一

般，不断地 对 飞 行 姿 态 进 行 转 换”) ，［6］ 《风 筝》
的钢琴音符在背景铺陈开来，作为孩子们折叠的

纸飞机的像是符，像是孩子敞开的拥抱; 合唱的

童声又暗含着孩子们的纯洁、善良，音乐语境给

分离画 面 增 添 了 甜 蜜、感 伤。背 景 氛 围 的 渲 染，

目的正在于让意义接收者领略到意义发送者的良

苦用心，完成对符号文本完美一致的解释。

二、外部符号语境与意义传送

然而，实际上，意义发送者和意义接收者 有

其各自的外部符号语境。笔者将其命名为前外部

语境 ( pre-outside context)、后 外 部 语 境 ( after-
external context)。意 义 发 送 者 受 前 外 部 符 号 语 境

的影响，指导影片拍 摄、生 成 符 号 载 体，传 播 各

种意义，设置意图定点; 而意义接收者在受到内

部符号语境影响的同时，也受到后外部符号语境

的影响，对符号文本的意义选择性抽取，并因后

外部语境的不同，将意义延伸，与意图定点重合

一致或者产生无限衍义。
一般而言，经典的电影作品更容易引起观众

的共鸣，解释者就更容易承认文本意义，前符号

语境背景下塑造的传达文本意义的符号文本，通

过各时代不同接收者恰当的解释，在后符号语境

中发生作 用。意 义 发 送 者 根 据 自 己 的 语 境 特 征，

塑造经典的符号文本，到了新一代观众时期，意

义以前符号语境不在场的方式在后符号语境中存

在; 解释 者 还 可 以 从 符 号 文 本 中 延 伸 新 的 意 义

解读。
前外部语境，处于意义传送的伊始端，后 外

部语境则处于意义传送的末端; 伊始端，意义发

出，前文已讨论过; 末端，即意义解释; 后外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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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就 是 “符 号 接 收 的 语 境， 直 接 影 响 到 解

释，因而分类更为重要”［7］，笔者将做详细论述。
赵毅衡先生对外部语境的分类，实则是对影响接

收者解释的后外部语境的分类。第一类为 “场合

语境”，即意义接 收 者 在 解 释 时 所 处 的 社 会 具 体

环境。第二类 为 “共 存 文 本 语 境”，即 “语 场”。
“没有一种符号行为，可以独立其表意作用，都不

得不受先存的或共存的其他符号行为的影响。”［7］

对电影观众而言，作为意义解释者，会同时

受到 “场合语境”和 “共存文本语 境”的 影 响。
观看恐怖电影，首先确定观影环境，即 “场合语

境”。在标 准 人 数 共 存 的 电 影 院 观 看，心 理 恐 惧

会小于 一 个 人 在 家 观 看; 在 寝 室 与 室 友 共 同 观

看，心理恐惧小于在电影院 VIP 包间观看。这是

就心理 恐 怖 而 谈， 要 达 到 意 义 发 送 者 的 意 图 定

点，还需要 “共存 文 本 语 境”。例 如 亚 洲 地 区 的

恐怖片，很多涉及佛 教 文 化 背 景，泰 国 尤 甚。在

泰国电影 《惊慌夜谈》中，因为理解泰国佛教文

化盛行这个 “共存文本语境”，解释者才能理解，

那些频繁出现的寺庙: 通常被神柱托起并不直接

接触地面，正体 现 了 佛 教 的 万 事 皆 “空”， 恰 恰

是未知的 “空”，才更令人心生恐惧和敬仰。
西方电影亦然，基督文化、哥特文 化、礼 仪

文化等，作为先存符号，影响着解释者对意义的

解读深浅。“共存文本语境”在 影 响 意 义 解 释 的

同时，也作用 于 意 义 发 送， 贯 穿 于 意 义 传 送 的

始终。从意 义 发 送 者 的 前 外 部 符 号 语 境 开 始，

意义发 送 者 受 其 制 约， 无 法 摆 脱 意 义 环 境———
社会文 化 背 景; 又 将 这 一 语 境 搁 置 在 内 部 符 号

语境中，通过 符 号 文 本 传 送 给 意 义 接 收 者， 接

收者 又 受 “共 存 文 本 语 境”影 响， 左 右 自 己 的

符号感知。
可见，前外部符号语境、内部符号 语 境、后

外部符号 语 境 通 过 意 义 传 播， 建 立 起 密 切 联 系。
一方面，内部符号语境是封闭的，与外界保持距

离; 另一方面，内部符号语境必须对外界保持开

放，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内部符号语境与外部

符号语境，因而相互 独 立、相 互 依 存，具 有 互 相

呼应的整体性。
内部符号语境与 “共存文本语境”相联。电

影文本的内部符号语境不可能脱离 “共存文本语

境”而存在，我们可以将内部符号语境看作 “共

存文本语境”的元语言，它在作为符号行为背景

的同时，又跨越一个层次隐射 “共存文本语境”。
“共存文本 语 境”存 在 于 前 外 部 符 号 语 境 和 后 外

部符号语境之中，也就是，它能够左右意义发送

者和意义解释者。以 《被解放的姜戈》为例，意

义发 送 者 和 意 义 解 释 者 分 享 “共 存 文 本 语 境”，

了解故事背景发生在奴隶制盛行时期的美国，意

义发送者根据符号背景发送符号文本，意义接受

者又根据符号背景解释符号文本，理解意义发送

者意图，并在此基础上增加除政治色彩意义以外

的解释项。换言之，意义发送者和意义接受者需

要有 一 个 共 同 的 语 境 认 知， 即 使 所 处 “场 合 语

境”不同，也并不妨碍符号感知。
外部符号语境又受内部符号语境影响。电影

文本内部符号语境中的一首音乐就能成为服装商

场的背景音乐，迪士尼动画的场景设置可能出现

在一 个 家 庭 的 空 间 布 置 中———迪 士 尼 房 间。此

时，电影文本意义的解释者又是语境创造者，作

为媒介机 制 联 系 内 部 符 号 语 境 和 外 部 符 号 语 境。
但是解释者所创造的语境，既不是解释电影文本

意义时候所处的语境，也不是电影文本的内部符

号语境，实际是 创 造 环 境 ( 或 场 所 ) ， 这 一 新 环

境是另一个符号行为———譬如孩童睡觉行为的外

部语境 ( 迪士 尼 卧 室 )。可 见， 内 部 符 号 语 境 与

外部符号语境对不同符号主体而言，具有独立自

主性; 但对于整个符号传播而言，因不同符号主

体的互动行为，符号语境在符号主体的互动行为

中具有整体性，内外缺一不可。

三、结 语

语境作为一个由来已久的研究范畴，在人文科

学研究中必不可少。而电影，“在 ‘视觉暂留’原

理形 成 的 似 动 现 象 以 及 声 音 幻 觉 的 基 础 上 形

成”［8］，作为当今符号主体理解意义的主流媒介，

作用当然不容小觑。将两者结合，运用符号学对电

影语境进行研究，既填补了电影研究的空缺; 又丰

富了符号语境理论。符号语境影响着意义生成、意

义传送和意义解释，没有符号语境，符号主体就无

法完成动态的交流互动。掌握了内外符号语境的运

行机制，意义发送者和意义接收者才能有效地在符

号语境作用下完成效果最佳的意义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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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的审美意境。

三、借鉴不同的艺术样式创造戏曲电影的新形式

任何一种艺术在发展中都会汲取其他艺术样

式的营养来创造自己的新形式，河南影视集团拍

摄的戏曲片积极借鉴其他艺术种类的唱腔、武打

等各种 艺 术 手 段， 努 力 进 行 戏 曲 形 式 方 面 的 创

新。 《苏武牧羊》中的李陵被掳那场戏的武打动

作就吸收了现代武侠电影的表演与拍摄技巧，电

影借助于快速剪辑以及叠化手法，把整个战场形

势表现得惊心动魄，既具有戏曲的舞蹈美，又具

有武打电影画面的视觉冲击力。送别苏武场面中

的宫女们的华丽舞蹈，更像是现代性极强的大场

面的模特表演，这都显示出编创人员在打造视觉

奇观方面的努力。现代戏曲 《我爱我孙》把豫剧

和东北二 人 转 两 种 艺 术 形 式 融 合 到 一 个 剧 目 中，

做到二者的恰当融合，戏曲表演空间在河南与东

北两地展开，人物表演的一招一式都符合东北和

中原的 人 物 身 份， 使 剧 作 呈 现 出 浓 郁 的 地 方 特

色，也为戏曲电影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方便。但是

该剧在创作过程中过分追求戏曲表演与现实生活

真实情景的接轨，以至于对白过多，戏曲演唱严

重不足，高秀敏与任宏恩两人的插科打诨更像是

在演小品，在某种程度上了削弱了该片的戏曲特

征。在动 作 表 演 方 面，为 了 照 顾 表 演 的 真 实 性，

演员的虚拟性动作大大受限，东北二人转剧种所

具有的鲜明的动作性特征在电影中并没有体现出

来。戏曲影视化再创造对真实性的追求并不意味

着戏曲程式化动作的必然丧失，程式化的动作完

全可以融汇到实景拍摄的场景之中，通过演员的

精心表演而使之与剧情水乳交融。编创人员应该

在保证剧情真实性的基础上适当处理戏曲表演的

虚拟性动作，增强戏曲表演的美感，避免戏曲表

演成为电影的点缀。

四、结 语

电影与戏剧两种艺术在时间与空间上存在着

极大的区别，从电影诞生的那一天起，影视

工作者就 不 断 地 探 索 戏 曲 与 影 视 相 结 合 的 道 路，

要做 到 戏 曲 舞 台 艺 术 的 “虚”与 电 影 艺 术 的

“实”二者的和谐统一，“就要求在戏曲电影的创

作上，既要把握好戏曲艺术的精神，同时也要发

挥电影艺术独特的视听特征，在尽可能保留舞台

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影视艺术的造型手

段，造就 一 种 完 美、和 谐、统 一 的 新 的 艺 术 形

式，创作出既高于舞台戏曲又高于电影艺术的新

的艺术样 式 的 戏 曲 电 影”［6］。现 代 电 影 技 术 的 日

新月异为展现戏曲艺术的魅力提供了广阔的发展

空间，在电影科技深入发展的今天，在保证戏曲

“虚”的本 质 特 征 的 同 时，如 何 恰 当 地 突 出 戏 曲

电影中 “实”的成分，迎合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

观众的审 美 期 待， 打 造 出 令 人 震 撼 的 视 听 盛 宴，

满足观众日益多样化的审美体验，是戏曲电影发

展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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