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7卷 第3期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5年6月 

doi：10．3969／j．issn．1008-6382．2015．03．006 

符号学视域下的成长电影研究 
— — 以《少年时代》为例 

陈文斌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符号学一传媒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成长电影就是表现青少年在青春期“形成自我”，走向成熟的类型电影。围绕着青少年的成 

长历程，不断展现个体的改变与时代场景的变化是成长电影的主要表现范式。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成 

长电影能促使观众在“元自我”层次上解读自己，从而产生愉悦感；能在聚合轴和组合轴两个维度上表 

现人生、表达情感，从而带给观众生命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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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长电影作为一种特殊 

的电影类型，并没有引起受众和电影研究者的重 

视。近几年来，随着成长电影自身的不断成熟和 

进步，其独特的魅力始为受众所认识。2015年， 

由理查德 ·林克莱特导演的《少年时代》一举斩 

获了第 72届金像奖剧情类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最佳女配角等诸多荣誉，在全球迅速掀起了观影 

热潮，获得了票房口碑双丰收。这部表现平凡人 

成长经历的电影所引发的情感共鸣，超越了民族 

和国家的界限，散发出无穷的艺术魅力。本文借 

助于符号学理论，对《少年时代》这部电影的内 

涵进行剖析。 

一

、成长 电影的概念厘定 

长期以来，成长电影的概念一直比较模糊。 

作为一种跨体裁的电影，成长电影曾被命名为 

“青春成长电影”“成长主题电影”和“青春电影” 

等。从字面上看，似乎成长电影的核心要素就是 

成长，但“成长”一词的范畴较广，其意义也比较 

模糊。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判断个体是否已经 

“成长”，不能单纯参考时间这一尺度，亦不能依 

靠复杂的心理学分析。主体符号学对于身份、自 

我等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我们能够利用其强大 

的阐释力，厘定“成长”的标准，探析成长电影的 

核心要素究竟为何。 

论者往往将电影分为爱情、科幻、恐怖、悬 

疑、武侠等类型，这固然便于理解，但是从双重分 

节的角度看，“只有能指分节清晰，相互不重叠， 

合起来覆盖全域，表意才会清晰”_1 J。当代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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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具有多重意蕴，多种要素相互渗透，以至于 

一 部电影可以被归入不同类型之下。但是，这种 

整体分类模糊的问题虽然一直存在，但却没有给 

人们带来太大的“错乱感”——原有的分类方式 

没有被颠覆或替代，是因为各类型的电影都拥有 

自己的核心要素。例如，武侠电影以武打和侠义 

精神为核心要素，也可以融人侦探、玄幻、喜剧等 

因子，形成侦探武侠电影、奇幻武侠电影、喜剧武 

侠电影等。但是，武侠电影的核心要素强有力地 

凝聚着其他因素，始终彰显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特 

色。因此，我们也需要寻找、厘清成长电影的核 

心要素，使其能够增加辨识度，在眼花缭乱的类 

型电影中脱颖而出。 

笔者认为，成长电影的核心要素有二。首 

先，成长电影的主人公必须是青少年，电影描述 

的重心必须在青春期这一段时间内。例如，《少 

年时代》表现了主人公 6至 18岁这 12年的成长 

时间，具有教科书般的范式；《阳光灿烂的日子》 

除了片尾的成年后相聚，其余篇幅都主要表现主 

人公的青少年阶段；《壁花少年》也主要展现了 

主人公高中一年级这一时间段的成长。其次，主 

人公成长的标准必须建立在“形成 自我”上。一 

方面，这种“自我”立足于自身，能够解读 自己行 

为的意义，意识到自己身份的转变，具有“矫正自 

己错误的反思意识”【1 3。另一方面，“自我必须 

在与他人，与社会的符号交流中确定 自身，它是 

一 种社会构成、人际构成，在表意活动中确定 自 

身”⋯。基于这两点，我们可以说，成长电影就是 

表现青少年在青春期，通过“形成 自我”而成熟 

起来的类型电影。 

二、成长电影的艺术魅力 

围绕着青少年的成长历程，不断展现个体的 

改变与时代场景的变化，这是成长电影的主要表 

现范式。基于这一核心架构，成长电影总是通过 

镜头表现出主人公不同的成长轨迹，表现了创作 

者对于生命、爱情、友谊、家庭关系等多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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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索和探讨。《少年时代》的拍摄历时 l2年，表 

现了主人公从 6岁到 18岁的成长历程，将“一个 

人一生当中变化最剧烈的成长阶段”_2 展现给不 

同年龄段的观众；《壁花少年》(2012)以书信讲 

述的方式，描述了主人公查理由内向、忧郁到战 

胜精神幻觉，收获友谊和爱情的成长经历 ；《夏 日 

之王》讲述了叛逆期的乔和帕特里克离家出走， 

在野外生存的成长经历；《狂怒》(2014)以二战 

为时代背景，表现了年轻文官诺曼在战火洗礼下 

的成长。 

在国内，随着第六代导演的崛起，关注个体 

生命的成长电影也开始在荧屏上占据重要位置。 

贾樟柯的《小武》(1997)、《任逍遥》(2002)，王小 

帅的《十七岁的单车》(2001)、《青红》(2005)等， 

将镜头对准了青少年个体，探讨他们的身份转变 

和成长阵痛。随后，《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2013)、《小时代》(2014)、《匆匆那年》(2014) 

引发了“70后”“80后”回忆青春的热潮，成长电 

影赢得了票房和口碑双丰收。 

1．元语言的巧妙运用 

青春期是人生中自我意识开始萌动的阶段， 

个体开始意识到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意识到人与 

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处于这一阶段的成长个 

体，往往无法完全进行准确的自我定位。个体成 

熟的标志即是懂得了社会的规则，能够进入“元 

自我”层次进行反思，对 自己行为的意义和环境 

变化的影响作出解读。也就是说，成熟即意味着 

能够对“正在理解的自我”进行反思，在“元 自 

我”层次上解读自己。这种高一层次的解读行为 

给予解读者一种诠释者的快感，类似于上帝俯视 

人间。 

在成长电影中，成长的个体被放置在某个时 

代环境中，外在环境的变化不受个体意志的主 

宰 ，个体被抛掷在时刻变化着的环境中。同时， 

青少年主人公对于外在现实所提供的信息的理 

解总是受限的。例如，在《少年时代》中，查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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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世上是否有精灵，这实际上是对小说故事文 

本所建构的世界的认同，而父亲却讲述鲸鱼的神 

秘之处，这种知识的传递是建立在 自然科学基础 

上的，成年人与青少年世界观的差异由此被展 

现。而观众作为旁观者，看到查理就像看到了自 

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同样沉浸在虚构的神 

话世界中。此刻的“元自我”能够对自己曾经的 

经历进行解读 ，从而意识到过去 自己被虚构文本 

所“蒙骗”，既感慨自己当时的幼稚有趣，又体会 

到凝视过去，重新赋义的快感。“在思考过去的 

经验时，思考的是对象 自我；在思考到我此刻之 

后果时，面对的是未来 自我。”①观影过程中，观 

众对于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时间点的体悟同时 

产生。 

其实，任何电影观众都可以运用 自己的元语 

言集合进行意义解读，而成长电影的魅力在于， 

这种解读面向了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不解。这 

些不解源于主人公能力元语言的不足，而观众也 

曾有同样的认知经验，提升能力元语言几乎是每 

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共性。《少年时代》中，当梅 

森和萨曼塔帮着父亲张贴奥巴马的竞选标语时， 

梅森并不了解标语背后的政治意味。听到一位妇 

女夸赞奥巴马，萨曼塔也并不知道黑人总统上台 

意味着什么。观众将自己凌驾在成长个体之上， 

同时又通过镜头和青少年面对同样的现实，调用 

自己的元语言集合，体会到成长之后的世界。 

“电影的时空是时间性和空间性有机结合的 

时空。”②成长电影虽然能够在成长背景上进行 

时间和空间的任意选择，但是由于青少年视角和 

成年人视角的差异，这两类群体面对同一对象和 

事件却有不同的理解。成人和青少年掌握的元 

语言不同，对信息的分析能力更是不同，成人可 

以掌握更多的解码手段，能够对现实作出更为清 

晰的判断。 

借助于数量上占优势的元语言集合，观众可 

以对青少年视角下的现实予以清晰解读。而在 

另一个方向上，成年人的成熟恰恰是被社会规训 

的结果，对于事物和事件的理解被大致牵引到同 

一

个意图定点。成年人社会的稳定秩序立足于 

共同构建的常识和共识，这使得成年人的理解优 

越感其实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理解缺陷。而成长 

电影给予了观众一种非常识性、非共识性的理 

解，不受意图定点的束缚，使其暂时摆脱了社会 

规约的既定思维。比如，《少年时代》的开场，对 

于梅森来说，“如果你恰好把水抖到空气里，它就 

变成了黄蜂”。幼稚的误读，恰恰是不受限的思 

维自由。虽然拥有客观理性知识的强有力诠释， 

观众还是能够在这种误读中体会人类思维初始 

阶段的梦幻感和遐想力。 

成长电影不仅能够表现青少年和成人的理 

解差异，同时也记录了两种理解方式逐渐融合的 

路径。青少年总会逐渐脱离不受规约的思维，学 

习成人世界构建的知识体系，懂得社会生存的规 

则，洞悉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公园中 

辨别蝴蝶品种，餐厅里进行性启蒙教育，学习打 

高尔夫和橄榄球，《少年时代》展现了青少年的 

成长过程。主人公曾经沉迷于电子游戏，但在迈 

向成熟过程中因为担心在网络中迷失 自我而注 

销了脸书；曾经涂鸦、抽烟、晚归，而在十八岁成 

人时，通过摄影获奖拿到了奖学金，承担起 自己 

的责任；曾经抱怨母亲的婚姻更迭影响了自己的 

生活，而在经历了几段感情后，最终踏上寻找终 

极意义的人生旅途。 

成长的路径虽然各有不同，但成长电影中的 

个体总是不断向观众的认知靠拢。电影主人公 

无论是担当责任或放弃责任，追逐 目标或迷失方 

①马文美．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历史、身份、自我——以符号学为工具考察薛忆沩三篇历史题材小说[J]．符号与传媒， 

2013(1)． 

②吴迎君．电影时空双重叙述探析[J]．符号与传媒，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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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都被投掷在社会规则之中。所以，观影者与 

主人公都经历了走过青涩、走向成熟的蜕变阶 

段，这使得观众与叙事者能产生强烈的共鸣。 

2．双轴操作下的电影叙事 

按照符号学理论，任何符号都可以从组合轴 

和聚合轴的角度进行解释。从双轴的角度看，不 

同人生的组合轴具有框架相似性，即童年一少 

年一青年一成年一老年。成长是人类共有的经 

历，自然规律本身不可逆——除了刻意虚构的逆 

成长或不成长，前者如《本杰明 ·巴顿奇事》，后 

者如《铁皮鼓》。成长本身遵循了自然规律，因 

此更能引发人类共通的情感。基于组合轴的共 

鸣，在聚合轴上的差异更能打破时空的限制，在 

每个人身上投上影子。其实，爱情、战争、暴力、 

恐怖类型的电影，正是因为“不可体验性”而能 

够引发观影的乐趣。通过银幕建构的美满爱情， 

能够引发观众的渴望；通过战争场面的渲染，能 

够激发观众内在的英雄情怀；通过直观暴力血 

腥，满足了观众内在的暴力欲望；通过对恐怖场 

面惊心动魄的展现，满足观众对于神秘未知事物 

的好奇。被放置在差异环境下的成长个体，往往 

可以经历不同的生命状态——可以在 自己生命 

中经历不同的爱情，可能因为突发事件遭遇暴力 

冲突或者恐怖惊险，亦有可能因为政治局势的变 

动或外来力量的干预而遭遇战争。但是，人无法 

在生命中经历几次青春期，所以这种一次性带来 

了更为珍贵的生命体验。 

在人生的组合轴上，成长、衰老、死亡都是不 

可避免的，死亡总是一瞬间的事情，成长则有一 

段时间跨度。观众借助于元语言，既回忆了自己 

的成长历程，又能够通过观影进行 自我反思，意 

识到改变自己人生的各种因素，体认到时代环境 

本身对于青少年成长的影响。成长电影虽然着 

重表现青少年在青春期的生活经历，但我们依然 

能够感受到聚合轴对于组合轴的影响，“两个轴 

上的操作同时发生” 。在《少年时代》中，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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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由翻盖手机变为 iphone4，“音乐从‘小甜甜’ 

布兰妮和威瑟乐团到西罗 ·格林和傻瓜朋克乐 

队”_2 J，游戏设备从索尼的Ps变为X—Box和Wii 

游戏机，电影叙事经历了哈利波特风潮，谈及了 

“9·11”事件，跨过了奥巴马的总统大选。而梅 

森也由童稚到叛逆，由续发带耳钉到留有胡须。 

每一部成长电影着眼于青少年个体，而将时代发 

展的痕迹投射在个体身上，从发型到服饰，从用 

词到行为，组合轴的构成烙上了聚合轴的印记。 

聚合轴的变化承载了不同组合轴的记忆，而 

这段聚合轴又能够被共享。不同年龄段的观众 

总是能在成长电影所提供的聚合轴上找到 自己 

的影子——和主人公听过同一首歌，玩过同一款 

游戏，看过同一本书⋯⋯即使是已成往事，“青春 

终将逝去”，成长电影也能让当代人感受到成长 

的永恒。外部环境时刻都在发生变化，而环境中 

的个人总是不断适应着变化本身。电影构建的 

虚构世界始终与现实世界有着程度不一的联系， 

成长故事亦可能完全虚构，但“虚构叙述，与实在 

世界的关系，不是模仿，也不是延续，而是可能性 

的‘寄生”’【 。青少年必然经历懵懂、困惑、叛 

逆、成熟的过程，这既是生命个体的成长历程，实 

际上也隐喻着人类整体的成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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