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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谜题电影中的不可靠叙述者

林   咏
（重庆邮电大学  传媒艺术学院，重庆  400065）

                                                                                                                                                                                             

摘   要：谜题电影是近年来新兴的电影类型，本世纪初国外学者纷纷研究这一新课题，然而至今未引起
国内学者关注。不可靠叙述是该类影片的基本特征，从讨论不可靠叙述基本理论入手，论证不可靠叙述者

是谜题电影的谜题机制之一。华语谜题电影的不可靠叙述者可以归类为“心理障碍叙述者”“高智商叙述者”

“抒情叙述者”；这三类叙述者相应产生了三类谜题电影，即“心理学谜题电影”“高智商谜题电影”“抒情式

谜题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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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题电影是一种横跨各种题材和类型的超类

型（supergenre）①。本世纪初国外学者大卫·波

德维尔、爱德华·布兰尼根、沃伦·巴克兰等开

始研究谜题电影，取得一定成就。但是他们很少

注意到华语（港台大陆）谜题电影的杰出成就。

考察华语谜题电影，笔者发现这类影片或以

复杂的故事，或以复杂的叙述方式来建构谜题机

制。实际上，无论以怎样的方式建构谜题，文本

的“谜面/谜底”式“编码/解码”机制，本身就涉

及“所言非所指”，本身就会导致不可靠叙述，由

此才能引发“解谜游戏”。因此，不可靠叙述是谜

题电影的基本特征 ；反之亦然，几乎所有的谜题

电影都依靠“不可靠叙述”来建构谜题机制。

一、不可靠叙述与谜题电影

不可靠叙述（narrative unreliability）问题由

韦恩·C.布斯在《小说的修辞》中提出，随后各

国学者竞相讨论，如今已成为叙述学的重要理

论。关于“什么是不可靠叙述”，自布斯以来，詹

姆斯·费伦、西摩·查特曼、里蒙-凯南、米

克·巴尔、苏珊·S.兰瑟、安斯加·F.纽宁等后

继学者，观点莫衷一是。从修辞方法到修辞学的

叙事交流方式、叙述机制、认知—建构理论等，各

学派研究重心不尽相同。笔者并不卷入不可靠叙

述的理论争论，而是从不可靠叙述的基本概念出

发，建立起不可靠叙述建构谜题机制的基本类型。

①芭芭拉·科林格（Barbara Klinger），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电影与媒介研究教授，是最早开始关注谜题电影的学者之一，谜

题电影属于“超类型”之说由她提出。见于Klinger，Barbara，Beyond the Multiplex ：cinema，new technologies，and the home，Berkeley and 

Los Ang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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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按照作品规范（即隐含作者的规范）说

话和行动的叙述者称为可靠叙述者，反之称为不

可靠叙述者。”［1］82布斯以“隐含作者的规范”为

标准，将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距离差视为叙

述者是否可靠的判断方法，并对文本中叙述者与

隐含作者在事实和价值方面的距离作了比较。但

对于什么是“隐含作者规范”（the implied author’s 
norms），语焉不详。

查特曼将“隐含作者的规范”确定为隐含作

者的价值观，“叙述者的价值观与隐含作者大不

相同这使叙述者变得不可靠”［2］149。里蒙-凯南赞

同这一观点，认为不可靠的叙述者由于其道德价

值规范与隐含作者的道德价值规范不相吻合，所

以这样的叙述者对作品所作的描述或评论使读者

有理由感到怀疑。

赵毅衡进一步指出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包括“作

品的社会文化的、道德的或美学的价值观”［3］14，判

断不可靠叙述的方法为 ：以从叙述文本中归纳出

的隐含作者价值观（社会文化的、道德的、美学的）

为标准，将其与叙述者价值观进行比较，如果两者

一致则是可靠叙述，如果不一致则为不可靠叙述。

他将此“价值观的不可靠”总结为整体的不可靠叙

述。此外，在费伦、玛汀等学者总结的“事件轴、

知识轴、道德轴”上产生的六种不可靠类型①的基

础上，赵毅衡还归纳出小说文本中局部不可靠叙

述的各种情况 ：事件的误报、低报、曲报 ；知识的

误解、低解、曲解 ；道德的误评、低评、曲评。［4］87

由此，我们得到小说文本中整体与局部不可靠叙

述的基本理论。

同样，电影文本的不可靠叙述也可分为整体

的不可靠和局部的不可靠，即“价值观”和“事件

信息”两个方面的不可靠。前者由电影文本叙述

者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不一致所引起，后者由电

影文本中事实、信息、知识等的不可靠所致。通

常情况下，一部90分钟的电影需要有足够的情节

量支撑，考察“事件信息”的可靠与否在电影中显

得尤为重要。因此，以“事件信息”为参照的局部

不可靠问题，在电影叙述学中凸显出来，这种情

况在谜题电影中大量存在。

笔者大致划分出谜题电影以“不可靠叙述

者”“叙述漩涡”“复杂跨层”等三种以不可靠叙述

策略来建构谜题的方式。本文着重探讨第一种方

式，即“不可靠叙述者”建构迷题。就“不可靠叙

述者”的谜题设置而言，笔者发现华语谜题电影

具有三种特殊的不可靠叙述者，并且他们正好对

应三种独特的谜题电影类型。

二、不可靠叙述者与谜题电影类型

经典电影理论中，大师们对电影的叙述者问

题持不同意见。亚历山大·阿斯图克、弗朗西

斯·特吕弗乃至安德烈·巴赞等，都认为电影的

“作者”是导演，摄影机可类比于作家手中的笔。②

萨尔曼·拉什迪一语破的，认为电影是集体创作

的成果，没有谁是真正唯一的作者，由此瓦解作

为实体意义的电影“作者论”③的唯一性。［5］108这

一争论在电影符号学的理论中得以解决。

电影文本由多个叙述系统组成，从符号学意

义上来讲，每个叙述系统都具有独立自足的符码

系统和编码规则，所以奥斯卡奖项分设二十多种

不同奖项。电影符号学家克里斯汀·麦茨提出，

面对电影文本应抽象出一个具有整体意义上的创

作者人格，即具有抽象意义的“叙述者”，他称为

“形象大师”［6］15-24，并且只有这一抽象的“人格叙

述者”才能统纳电影叙述中的直接意指和含蓄意

指。［7］8

“如果一个故事叙述者是‘不可靠的’，那

么他关于事件、人、思想、事物或叙事世界里其

他事情的讲述就会偏离隐含作者可能提供的讲

述。”［4］41当叙述者自身不可靠时，其整个叙述世

界显然就不可靠，由他们叙述的文本显然会成为

不可靠叙述。准确地讲，谜题电影中“人格叙述

者”的不可靠表现在叙述者兼人物，即“叙述者/ 

①六种局部不可靠类型，即误报、误读、误评，不充分报道、

不充分解读、不充分评价。参见詹姆·斯费伦与玛丽·帕特里

夏·玛汀戴维，《威茅斯经验 ：同故事叙述、不可靠性、伦理与

〈人约黄昏时〉》，载于戴维·赫尔曼著，马海良译，《新叙事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法国电影理论家亚历山大·阿斯图克1948年发表《新先

锋派的诞生 ：摄影机笔》一文，以“Camera-Stylo”即“摄影机笔”

倡导运用摄影机写作的电影创作理论，强调导演可如作者一般以

摄像机为笔书写自己的观点，此文成为“作者论”的先声。法国

新浪潮电影主将弗朗西斯·特吕弗，1954年1月在法国《电影手

册》中发表《法国电影的某种倾向》一文，正式提出“电影作者论”，

强调非传统剧作家而是导演原创的创作理论。对于这一说法持

肯定态度的是安德烈·巴赞，1957年他发表《作者论》一文与之

呼应。

③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抨击“作者论”，“没有

一个作家能够获得那一荣誉，连小说的原作者也不行。至少有四

位导演为该片（《绿野仙踪》）工作过⋯⋯真相是这部伟大的影片

代表了对现代理论的迎头痛击 ：一部没有作者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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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不可靠性中。 

布斯将小说文本中不可靠叙述的情况主要归

结为叙述者兼人物的道德问题，如贪心、痴呆、

轻信、迟钝、困惑、天真等。赵毅衡认为“把叙述

的不可靠性完全归因于叙述者兼人物的性格上的

缺点，是不合适的”［3］46，从前述六种局部不可靠

的格局来看，他认为涉及叙述者人格问题，主要

有叙述者的智力低下和道德水平低下两种情况。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从“叙述者/人

物”的人格、智商和情感三个层面来总结谜题电

影不可靠叙述者的特征，认为华语谜题电影文本

中的不可靠叙述者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 ：第一，

叙述者/人物具有较严重的人格心理障碍 ；第二，

叙述者/人物智商比普通人高出太多 ；第三，叙

述者/人物偏离情节叙述职责转而以抒发情感为

主，导致叙述过繁或叙述过简等非常态叙述方式。

这三种情况分别命名为心理障碍叙述者、高智商

叙述者、抒情叙述者。与之对应，这三类叙述者

所讲述的谜题电影，可归类为“心理学谜题电影”

“高智商谜题电影”“抒情式谜题电影”。前两类源

于西方电影，华语片中有新的文本表征，第三类

“抒情式谜题电影”为华语电影之独创，是华语谜

题电影为当代世界电影作出的重要贡献。

（一）心理障碍叙述者与心理学谜题电影

谜题电影文本由具有较严重心理障碍的人物

承担叙述职责，电影围绕其心理问题展开叙述，

由此形成心理学谜题电影。“叙述者的智力或道

德水平离一般的社会认可标准相差太远时，会使

叙述变成不可靠。”［3］45心理障碍叙述者大致可包

括精神病患者、智力低下者，以及由此引起的道

德不健全的叙述者等。

心理学谜题电影中的不可靠叙述者，主要为

电影中的心理障碍主人公叙述者，他们通常具有

心理障碍、多重人格、精神分裂等病态心理特征。

例如，《蓝丝绒》（Blue Velvet 1986）中的性心理变

态者、《极度失眠》（Insomnia 1997）中的失眠症患

者、《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 1999）中的分离性

身份识别障碍者、《记忆碎片》（Memento 2000）中

的短时记忆障碍者、《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 

2001）里的妄想型精神分裂者、《致命ID》（Identity 

2003）中的多重人格障碍者，以及《蝴蝶效应1》

（The Butterfly Effect 2004）中的精神分裂者等。

日本导演今敏的《未麻的部屋》（Perfect Blue 

1998）和美国导演大卫·林奇的《穆赫兰道》

（Mulholland Drive 2001），均从主人公身上分裂出

臆想、幻觉、梦境、演员等多个人物作为叙述者。

因此，主人公分裂出的每个人格轮番讲述自己的

经验世界，使得各种叙述在现实、臆想、幻觉、梦

境、戏中戏之间自行穿梭，相互交织。这种未加

标示的人格转换，将心理学谜题电影制造文本歧

义的叙述技巧推向极致。

华语心理学谜题电影中这类主人公也各有特

质，体现出华语导演对于心理障碍问题的探索精

神和独具匠心的表现方式。如《异度空间》（香港 

罗志良2002）男主角阿占，既是心理医师，又是

精神分裂病患者。《绿茶》（大陆 张元 2003）女主

角自行分裂出吴芳和朗朗彼此对立的双面镜像人

格。《沉睡的青春》（台湾 郑芬芬 2007）男主角陈

柏宇，每天下午三点准时变身为已去世的好友蔡

子涵，魂灵附体，人格转换。《救我》（大陆 张琦

2008）中心理学研究生姜妍，为癔症患者。《迷城》

（大陆 章家瑞 2010）主人公赵坡，患有神经性幻

想症。《夺命心跳》（大陆 张琦2011）女主角林嫣

完成心脏移植手术后，出现自我人格与心脏主人

人格的冲突。

以《救我》为例，电影文本以主人公姜妍的视

角，叙述她惊心动魄的恐怖经历。心理学研究生

姜妍一心想在学业上有所成就，认为导师似乎暗

示她需以情色交易取得被推荐去国外做研究的机

会，于是主动把自己“送给导师”。不料未婚夫得

知此事与她大打出手，却意外死亡，幸得导师帮

忙一起处理尸体。但此后姜妍经常看见前来索债

的未婚夫的灵魂，并且不久导师竟然与另一女学

生肖琳狼狈为奸，追杀姜妍。这一切令她惊恐万

分，神经几乎崩溃。

然而，电影结局以导师视角叙述的文本完全

翻转上述情节。原来心理学导师由于得知学生姜

妍患有癔症，希望通过积极配合患者的心理幻觉，

让她在幻觉中自己察觉所处世界的不真实，从而

治愈病症，因此对之采取颇为人性化的顺势疗法，

而非药物疗法。但导师所为不仅屡遭姜妍误解，

甚至在她的幻觉里还出现导师与她发生男女关

系、助其埋尸、企图杀她灭口等各种犯罪事件。

电影文本以癔症患者的视角展开叙述，呈现

出主人公眼里被扭曲、变形的恐怖世界，但她自

己却一无所知。文本结局揭示真相，由此解谜。

电影以癔症患者的不可靠叙述建构文本谜题机

制，故意欺骗、误导观众，增加解谜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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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智商叙述者与高智商谜题电影 

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谜题电影都是智力

游戏电影，都会考验观众的智力能力，但能归为

高智商类的谜题电影，是特指以“高智商游戏”

挑战观众智力，建构谜题的这类电影。从电影叙

述学理论来看，这类电影文本通常让一个或几个

高智商人物承担叙述者职责，或者主人公智勇非

凡，不动声色设下战局，稳操胜券胜过另一方（智

力通常为正常偏上者）；或者对抗性游戏双方都

是高智商玩家，二者在心理上、智力上势均力敌，

攻防相当，互相设局，文本在交互式智力游戏中

逐层展开。

这类电影文本的叙述者智商过高，与受述者

的智力差距太大，由此文本以事实信息上的故意

谎报、低报、漏报，造成受述者误解、低解、曲解。

可见，高智商谜题电影的不可靠叙述主要建立在

事实信息的局部性不可靠上，而非整体上价值观

的不可靠。

尽管文本情节基本稳定，但由于事实信息被

故意谎报、低报、漏报，因此情节中留下大量逻

辑空白和因果链断裂处。这些空白处和断裂地带

往往与电影的潜文本有关，有待观众自行填补，

复原故事。实际上不同电影以智力游戏设置谜题

的难度级数不等，有些影片在观看后稍加思考即

可补全逻辑因果。但某些电影却会留下许多情节

疑点，乃至解释情节只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在

实际中难以真正知道真相。

欧美的高智商谜题电影很多①，如《沉默的

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1991）、《七宗罪》

（Se7en 1995）、《非常嫌疑犯》（The Usual Suspects 

1995）、《心理游戏》（The Game 1997）、《神秘拼图》

（The Bone Collector 1999）、《局内人》（Inside Man 

2006）和《十二宫》（Zodiac 2007）等。

华语高智商谜题电影主要由香港银河映像②

制作。这类兼具艺术性与市场性的影片，最为

著名的有《暗花》（游志达 1998）、《暗战1》（杜

琪峰 1999）、《枪火》（杜琪峰 1999）、《无间道1》

（刘伟强/麦兆辉2002）、《伤城》（刘伟强/麦兆辉 

2006）、《神探》（杜琪峰/韦家辉 2007）、《窃听风

云2》（麦兆辉/庄文强 2011）等。这些电影大多以

黑帮题材、警匪交锋为背景，展开高智商玩家斗

智斗勇的游戏，深受影迷喜爱。这些电影中以《暗

花》和《枪火》最为优秀，《枪火》已被谈论很多，

这里以《暗花》为例略加分析。

《暗花》讲述由于澳门基哥和佐治带头的两大

帮派火拼，惹怒幕后老板洪先生，准备铲除两帮。

因怕被除根，基哥和佐治相约谈判结盟。但此时

江湖上传出基哥出五百万暗花杀佐治的消息，基

哥立即安排得力助手——警察阿琛，要他消除谣

言，保护佐治，摆平事态。故事发生在一夜之间，

但局势的改变却令人匪夷所思。

阿琛作为基哥的亲信，责任是保护基哥、佐

治等人，结果在洪先生的精巧设局中，不仅被陷

害为杀害基哥及其儿子的凶手，还被逼亲手杀死

佐治。一开始冷酷狠毒、气焰嚣张的阿琛，明知

自己被人耍弄，却无计可施、无路可逃，最后赔

上性命，终于见识了洪先生的厉害。

电影中一切都在幕后指挥者洪先生的掌控之

中。这位身着长衫、徐步迈入轿车的半百老头，

除了在片头、片尾中亮相外，电影里他既没露面，

也无半句台词，无声无息便操纵了一切。

文本既环环相扣又始终保持悬念，其间的伏

笔、补叙、空白等需要多次观看才能逐渐明白。

对于影片结局“黑袋子里是谁的尸体”，网上影迷

们各抒己见，至今争论不已。③《暗花》的高智商

谜题设置，令人不得不佩服影片编剧严密、强大

的逻辑能力。

（三）抒情式叙述者与华语抒情谜题电影

谜题电影抒情主人公引起的不可靠叙述，表

现为叙述者过度进行自我情感抒发，而忽略对事

件的陈述，因此造成情节的叙述过简或叙述过度。

前一种情况中，叙述者扣留大量信息，文本空白

太多，信息量不足导致叙述不可靠 ；反之，后一

种情况，叙述者过度铺陈信息，文本信息点过度

拥挤，出现歧义性叙述，不知究竟哪个表述是可

靠的叙述。这类“抒情式叙述者”主要出现在以王

家卫作品为代表的谜题电影中，笔者称为“华语

抒情谜题电影”。

以《东邪西毒》（王家卫 1994）为例。该片淡

①参见电影资讯网2010年 6月11日评选出好莱坞十大

高智商电影，其中部分并非由高智商游戏来构建谜题的电影。

http ：//www.m1905.com/news/20100611/352499_3.shtml，查于2012

年2月25日。

②银河映像成立于1996年，是香港一流的电影制作公司，

创作主力为杜琪峰、韦家辉和游达志等著名电影人。银河映像以黑

色幽默、冷静视角和突转悲剧结局，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影片风格。

③参见影迷网上讨论的帖子 ：《最后那些袋子装的是谁？》

http ：//movie.douban.com/subject/1292450/discussion/1350493/，查

于2012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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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谜题电影中的不可靠叙述者

化的情节、没有名字或性格的人物、被过度简化

的事件因果，以及与情节、人物、事件无甚关联

的水云风沙的唯美画卷，如此种种，无一不体现

出文本非事件化、非情节化的“抒情特质”。尽管

过简叙述使人无法在文本叙述的事件中得到可靠

信息，但在简洁叙述背后，文本却蕴含真挚深切

的情感，表达出独具魅力的东方审美意境，令人

在电影的抒情气韵中心旌荡漾，旷达高远。

有趣的是，《东邪西毒》中同样存在不少叙述过

度的典型例子，如文本中多次关于“桃花”的叙述。

1.欧阳锋家乡白驼山桃花很美，与他两情相

悦的女子美得像桃花。但两人在感情上“互争输

赢”，后来她与他哥哥结婚。

2.黄药师也喜欢这个女人，并因为她而喜欢

上白驼山的桃花，因为每年桃花开放的时候他都

可以去看望她。

3.剑客想在失明之前回乡看桃花。他死后，

欧阳锋去他的家乡看桃花，去了才知道那里没有

桃花，桃花是剑客妻子的名字。

4.或许因为剑客的好友黄药师喜欢桃花，剑

客的妻子桃花喜欢上黄药师，但黄药师心中有自

己的桃花。 

由此可见“桃花”以本意、比喻、转喻、人名

等各种含义，自如流转于不同人物回环往复的叙

述中，造成文本意指的不可靠，多次误导观众，

构成影片的局部谜题。另外文本中“醉生梦死

酒”、“慕容嫣/慕容燕”等，也由于叙述者多次重

复叙述而产生歧义，造成事件信息的不可靠叙述，

让观众不知所云。

王家卫的谜题电影无论《花样年华》（2000）、

《东邪西毒》还是《重庆森林》（1994）、《2046》

（2004），文本的叙述过简与叙述过度特征都十分

明显，这种叙述方式业已成为王家卫电影独特的

情绪特质和表征模式。这种特质和模式服从于电

影文本隐含作者独特的美学价值取向。作者并不

以事件本身的情节量及其道德、价值为核心，而

是以情感的美为核心。电影呈现主人公压抑隐藏

又挚诚渴望的情感，将爱情的美好、感伤、凄婉

乃至抑郁痛苦、悲戚绝望都一一表述出来，创造

出电影中的爱情美学或爱情诗学。电影将儿女私

情升华成为浮嚣时代中，对人们内心深处最为纯

粹的爱与美的抒写，以此弥补现代人荒芜、自欺

的情感和颓然、混乱的精神世界，在电影美学上

独树一帜。

文本通过“内心独白”的叙述，抒发隐含作

者真挚美好的内心世界情感，或者叙述过简，或

者叙述过繁，造成文本叙述的不可靠，建构起独

特的“华语抒情谜题电影”。除王家卫作品外，这

种以叙述者抒发情感来制造谜题的特殊方式，也

见于侯孝贤等导演的电影中，如《最好的时光》

（2005）。

三、小结

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谜题电影具有复杂的

故事与复杂的讲述方式，所以几乎所有的谜题电

影都是不可靠叙述的电影（但并非不可靠叙述的

电影都是谜题电影）。不可靠叙述者是谜题电影

以不可靠叙述建构谜题的方式之一。华语谜题电

影分别以心理障碍叙述者、高智商叙述者、抒情

叙述者来讲述故事，很好地将整体价值观的不可

靠性与局部事件信息的不可靠性融为一体，建立

起“心理学谜题电影”“高智商谜题电影”“抒情式

谜题电影”等各具特色的影片类型，为当代电影

艺术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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