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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复的嗡嗡
——论电影《花样年华黼艺术特色

f摘要】《花样年华》讲述的是一个老套的婚外情的故事，但它那“缺
席”的人物处理、独特的音乐和环境、色彩缤纷的旗袍所反映出的不只

是外在的情节叙事，它还折射出多层次的繁复的隐喻之义。

【关键词l花样年华艺术特色隐喻

“缺席”的人物处理，低沉而抒情的主题

音乐，艰涩而隐晦的细节场景，女主人公不

断变换的美丽旗袍，恐怕这是《花样年华》给

观众的最直接、最深刻的印象了。它能获得

2000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和影片中这

种独特的叙事技巧、繁复的隐喻式抒写有着

密切的联系。

一、“缺席”的人物处理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老套的婚外情的故

事。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周

慕云和苏丽珍邂逅并在同一栋公寓成为隔

壁邻居，周的妻子和丽珍的丈夫有了不正当

的关系，于是，男女主人公怀着“同是天涯沦

落人”的痛苦心情，为探究自己的爱人是如

何开始背叛自己的，他们在想象、模拟偷情

者是如何开始、发展的过程中，情不自禁地

产生了爱情，但由于文化、性格和负罪感的

影响，他们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也没有起伏多

变的人物命运。但导演王家卫在情节的处理

上，把本是简单的情节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淡

化，仅仅把它作为刻画人物形象和表达人物

感情微妙变化的载体。两对夫妻的婚外情故

事，在人们的观念中，这四个人的感情纠葛

应该是这部影片表现的重心，外在的戏剧性

；中突是最能抓住观众眼球也是导演最方便

最省力的表现形式，但王家卫对这种传统的

导演范式进行了成功的反叛与颠覆。“缺席”

处理是《花样年华》中一个能被所有观众感

知的艺术技巧，女主角的丈夫和男主角的妻

子在影片中始终没有正面出现，只有声音、

背影或身体的一部分，成为缺席的一对。而

这被“虚化”处理的一对。却是引发片中主人

公故事的主因，他们虽没正面出现，却让主

人公和观众感觉到一种无处不在的压抑感，

如有关皮包、领带的场景对话，还有男女主

人公多次对这“缺席”一对的想象和情境模

拟等细节，使他们在正面出现的男女主人公

身上得到展现和延续，成功完成了完整叙述

故事的剧情需要，显示了这部片子的独特魅

力。同时，又起到了“缺席”与在场的男女主

人公互为衬托的独特效果。一对是无所顾

忌，另一对却是小心翼翼：一对是放纵自己，

在欲海里浮沉，另一对是逃避自己的真情，

在痛苦中煎熬。像这样创新表现技巧的运

用，在片中还有很多，使该片达到了影片拍

摄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二、音乐与环境的叙事技巧

《花样年华》中最让人不能忘怀的，或许

是那低沉、压抑的主题音乐了。那略带爱尔

兰风味的音乐在片中一次又一次地响起，每

一次的出现都与故事情节、与人物心理相符

合，尤其在揭示人物的一定阶段的的特定心

理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和谐、强化的效果。

苏丽珍由于丈夫多出差在外，懒得做饭的她

就经常穿着华美的旗袍，提着饭盒去买面。

要走到面摊，就必须经过一条阴晦、狭窄的

小巷，小巷中悬着一盏无精打采的孤灯，她

拾阶而下，昏暗的墙上映出她修长的身影，

暗淡的灯光打在她郁郁寡欢的脸上，这时哀

婉、舒缓的大提琴适时响起，伴以催促般的

强音节奏，恰如其分地传达出女主人公内心

的孤独、彷徨与无奈。在这寂静的小巷里、低

沉忧郁的音乐声中，男女主人公一次又一次

地檫肩而过，音乐和画面非常微妙地互相

配合，更平添了许多孤寂。此时的音乐述说

的是两个人花样年华里梦一样飘忽的心事。

当被爱人背叛的行迹渐渐显露，男女主人公

的接触也进一步加深，随着对彼此了解的增

进，他们之间发生了本不愿发生的爱情。他

们虽是一对被抛弃的情人，却不乏传统的束

缚，带着伤痛的心，总在婚外情的尴尬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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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痛苦挣扎，极力控制住自己，不敢超越

道德的樊篱。当两人的感情达到了高潮时，

这段音乐再次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

条音乐也可以看成是他们感情的主线，也可

以说是他们爱情的象征，它孤独、哀伤的旋

律宣泄出男女主人公从心灵的孤寂到相恋

又不敢恋的情感曲折。

音乐的主要效用是抒情，所以每当片

中主人公的情绪升华，音乐总适时响起，把

人物的复杂心情揉进音乐中去。除了那让人

难忘的原创主题音乐，沙哑的外文抒情歌曲

以及周旋的《花样年华)地是导演精心的安
排。当男女主人公一起在咖啡厅喝咖啡时，

那里播放的正是当年流行的拉丁风情的歌

曲，不仅让观众感觉到了那个年代的浪漫、

温情的咖啡厅文化，也暗示了他们的感情纠

葛。当女主人公的丈夫为其点播《花样年华》

时，我们分明感觉到了她内心起伏的感情波

澜及发自心底的深长无奈的叹息。

情绪是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要想

让观众捕捉到这种情绪更难，但《花样年华》

却巧妙地做到了。王家卫淡化外在冲突，不

纠缠于无谓的故事情节，仅仅通过隐晦的画

面和低沉的音乐来表现人物内心的矛盾与

挣扎。完全是一种心情故事的表现方式。观

众必须用心去揣摩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

才能读懂电影所讲述的完整故事和导演所

极力要传达的主人公心灵的点点信息。王家

卫的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乍一看让人感觉拖

沓而莫名其妙，但仔细体会，你会发现这样

无形中扩大了故事的外延，它留下了许多空

白，如中国的水墨画，清新淡雅。让人联想、

意会。暗淡狭小的弄堂，两个身影檫肩而过，

意味深长的一瞥，多次出现的下雨的场景，

班驳的铁栅栏，旅馆里长而空荡的走廊，飞

舞的窗帘等等，这些实际也隐喻了他们孤独

压抑的生活和落寞的、如雨般纷乱的心境。

三、色彩缤纷——旗袍的多重隐喻

影片中，不光是音乐和环境成了一种

象征和喻体，女主人公身上那二4-多款旗袍

更折射出多层次的隐喻之义。王家卫虽一

再强调，故事是发生在六十年代的香港，但

整个影片透出的氛围仍让人感觉像是张爱

玲笔下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叽里呱啦的上

海话和表现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从上海带

过去的海派文化。是形成这种氛围的重要原

因，但那极具东方情调的旗袍。更起到了画

龙点睛的效果。苏丽珍骨子里是个传统的女

人，虽在感情上深受丈夫伤害，却极力想维

持自己的家庭，当被丈夫背叛的猜测在偶然

看到周太太从日本寄来 l下接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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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不知一切景语

皆情语也”，还有“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

人心脾”等等，其核心都是“人性”，人性之于

文学是重要的，同样，电影如果缺少了人性

的魅力，也会枯燥乏味，丧失观众。

《边城》是一部充斥着人性魅力的电影，

可以说《边城》中几乎没有反面人物，每一个

人物的身上都散发着真善美的人性之光，人

们的生活都是遵从内心最真实最美好的一

面，这种美甚至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的灵动，

因此，欣赏过《边城》的人们内心也是简单纯

净的。

影片中有大量对大自然景色的表现，当

人性美与这种自然美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幅

从内到外的纯美的风俗画，感染并净化了我

们的心灵。由此，意境从荧屏传递到观众的

，C，里。

三、视听

(一)光线与色彩

(上接26页)的信中得到证实，她依然不敢和

丈夫捅破那最后的一层纱。她和周先生由开

始的同病相怜到心心相印，其中的刻骨真情

连她自己都不能否认，但她依然婉拒对方，

压抑自己说：“我们不会和他们一样。”她无法

无视别人的“闲言碎语”，并不断地告诫自己

“一步都不能走错”。但心理上的克制和外在

的彬彬有礼，并不能阻遏心中燃起的真情，

欲望之火隐藏在紧身旗袍的包裹之下，每一

款旗袍都是她的一段心情，隐喻地书写着欲

望与现实的艰苦斗争。最终她在感情与婚姻

之间选择了后者。

除了在自责中排斥周先生的感情之外，

苏丽珍还是一个力求远离周围是非的洁身

自好的女人。片中处处能感受到她所做的这

种努力。她有意与周围所有人保持一种若即

若离的状态。王家卫描写了他记忆中的温暖

的六十年代：“那种居住的环境还有人跟人

之间的关系。⋯⋯那个时代是我小时候经过

的，所以我会感觉那个时候很温暖。”确实，

那共同的客厅、厨房空间，那咿咿呀呀的旧

上海老歌，噼劈啪啪的麻将声，虽在香港却

固执地用上海话的对白，这些共同营构了一

个温暖而又怀旧的氛围。就如孙太太满怀深

情的回忆：“以前跟顾先生顾太太不知多热

《边城》中的色彩主要以蓝色与绿色为

主，青山绿水始终是画面中的主要反应色，

包括小路两边的草丛、碧蓝的河水，还有郁

郁葱葱的山林远处若隐若现的白塔，这些色

彩表现出大自然不加雕饰的神韵，但后来色

彩又转向黑色与苍白色，尤其在天保失事，

傩送冷漠之后，爷爷的心力交瘁，再加上风

雨交Jilts9天气的烘托，夜的黑与天的苍白与

此时情节的转折结合得天衣无缝。

(二)镜头

《边城》这部影片还原了小说中湘西的

特色和景致，湘西在电影中有种写意画的感

觉，这就使得电影相当诗意。导演凌子风先

生在全片中用了大量的固定机位的摄影和

长镜头来凸现文字中的诗情和画意。

另外。极有中国画特色的空镜头也使

整部电影有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如对天空与

白云的直拍、对潺潺流水及其水中倒影的拍

摄，还有对远山、白塔的拍摄等等，空镜头在

这里既富含剧中人物的思考，也给剧外观众

闹，好像一家人，想来也开心⋯⋯。”但女主

人公却显得与这暖暖的调子不协调。她虽

漂亮高挑，却不喜欢在大环境中凸显自己，

只期盼隐身于既有生活，不招人非议。旗袍

被导演王家卫巧妙地作为～个隐喻的道具，

把女主人公的这种追求通过旗袍色调与周

围环境表现出来。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她

身上的每一款旗袍无不与周围环境相谐调，

如在孙太太房里时，她穿过红黄蓝三色碎花

旗袍，白底桔红色大花旗袍，黄绿色，棕黄色

也是她惯选的色调，而孙太太房间里是浅黄

的门窗，黄色的剑兰，土黄的窗帘，亚红的沙

发，淡黄的灯光，在视觉效果上可谓是达到

上乘的搭配，女主人公通过衣着把自己恰倒

好处地融八了周围的环境。晚上去面摊时那

一袭暗色的旗袍也是她寂寞心情的写照，同

时又将她隐身于茫茫的夜色之中。她想融于

世俗生活，但又不想招惹世俗的是是非非，

于是，柔软的丝质旗袍，高高的立式硬领，既

融和又矛盾地彰显了她的个性与心事。从这

个层面来理解，旗袍成了她自我保护和与纷

繁俗世隔绝的一层特殊外壳。她的所有浪漫

的想法，对周先生的感情，～切的欲望，都被

那一身旗袍紧紧包裹、禁锢着。

王家卫特地请上海老裁缝为女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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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思考空间。

整部影片传递出一种淡淡的爱，像一杯

香茗，醇正而久远，绵绵而不绝。在这喧嚣的

后现代都市里，它慰藉着我们的心灵，它歌

唱着一种“心素如简，人淡如菊”的人生。

好茶，好歌，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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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二十四套旗袍，其用意是深长的。首先，

它色彩的变换能让人感觉到季节的变更和

时间的流逝，有利于更好地叙事。另外，它还

含蓄地隐喻着花样年华里美丽与忧伤并存、

爱情与绝望共生的尴尬境况。苏不愿意离开

自己的丈夫，周只得出走新加坡。几年之后，

苏丽珍虽曾打电话给远在新加坡的周先生。

但也许感觉有些旧事已无法重提，欲言又

止，挂断了电话。周先生也寻访过满载昔日

恋情的IB宅，但华年易逝，一切都无可追寻。

片中设置了离婚后的苏丽云重回故地并长

期租住那里，影射了她与周先生同样企望回

到“过去”的心事，但也许是命运的播弄，他

们竞失之交臂。片尾的题词虽表明“他仍然

怀念着过去的一切。”但错失的情缘已无法

追回，咫尺之遥却无缘相见，那种感伤与遗

憾。像一层薄雾，固执地漂浮在人们的心头，

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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