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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动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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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影《人·鬼·情》的叙事策略

陈　飞

（河南工业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影片《人·鬼·情》借助一个特殊的女艺术家——扮演男性的京剧女演员秋芸（女性）的生活象喻式地揭
示其不可能因扮演男人而成为一个获救的女人，因为具有拯救力的男人只存在于她扮演的角色之中。并呈现了一个现
代女性的生存与文化困境：渴望获救却深知拯救难以降临、可以拒绝却无法逃离、扮演男人成功而作为女人却是个彻底
的失败者。本文正是基于对本部影片的这一基本认识，试图从女人与拯救、逃离与反抗、成功与失败三対矛盾出发，探
讨影片《人·鬼·情》的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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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人·鬼·情》是我国著名女导演黄蜀芹女士于1987年
拍摄的一部极具影响力的女性主题电影。在中国电影发展史
上可称之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女性电影”，［1］其集众多奖
项于一身，经典地位难以动摇。艺术往往来源于生活，该电影
中的故事正是女艺术家裴艳玲（影片中钟馗的扮演者）的真
实人生经历。［2］影片通过一个扮演男性的京剧女演员这么一
个特殊的人物形象，向我们揭示了现代女性的内心需求与生
存困境。影片中女艺术家秋芸是一个面对生活绝望痛苦，想
逃脱女性命运与生活悲剧的女性代表。她为了逃脱女性命运
而选择“演男角”。但是她不可能一直活在所扮演的角色中，
也不可能以所扮演的男人的角色活在现实生活中，所以秋芸
无法实现通过扮演男人而真正逃离作为女人所面临的现实悲
剧。也正是基于对本部影片的这一基本认识，笔者试图从女
人与拯救、逃离与反抗、成功与失败三対矛盾出发，探讨影片

《人·鬼·情》的叙事策略。
一、女人与拯救
简单来说，影片《人·鬼·情》的主题是女人与拯救。这部

影片中秋芸并非是一个反叛、叛逆的女性形象，她只是执着于自
己的追求，想逃离女性命运的悲剧，却步履维艰。这体现了当代
中国女性的生存现状与梦想：渴望获救，却深知拯救难以降临。

影片中，京剧《钟馗嫁妹》①一直伴随着秋芸成长，与她
的人生遥相呼应。每当妹妹遇困，钟馗即现身营救；途逢转机，
又与妹同喜；即便在妹成功之时，也不忘感叹怜惜妹之辛劳。
秋芸嫁给舞台，实则嫁给了那个能够拯救自己的男性角色。她
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好男人，于是便在幻想中寻找保护神。

当《钟馗嫁妹》第二次演出时，秋芸的母亲扮演的“钟妹”
与人私奔，使秋芸遭受昔日小伙伴的嘲讽与讥笑。当小秋芸被
二娃按倒在地上时，她绝望的眼光投向无名的远方。此时镜头
首现《钟馗嫁妹》场景：钟馗大战群魔。钟馗首次成为秋芸保
护神，使绝望中的秋芸看到了希望。

秋芸在出演《三岔口》时，中计受伤，悲伤欲绝。钟馗再
次出现，与妹同悲，伴随着唱腔：“来到家门前，门庭多清冷。有
心把门叫，又怕妹受惊。未语泪先流，喑呀暗吞声”，默默守护
其妹。此时，室内的秋芸似乎占据了钟妹的空位，得到了钟馗

（男性）的疼爱与保护。
影片中秋芸对钟馗的阐述是：“我从小就等着你，等着你

打鬼来救我。”“我的全本钟馗只做成了一件事——媒婆的事。
别看钟馗那副鬼模样，心里最看重的是女人的命，非给妹找个
好男人不可。”“找个好男人”同样也是秋芸的梦，或者说是
千千万万中国女性的梦。影片也从侧面表达出了对传统中国

女性来说，“最好的男人”并不一定是“白马王子”，也可以是
位慈爱的父兄。这样的一位男人，能在自己需要的时候出现，
帮助自己度过人生的难关，并全力成全自己的幸福。比起浪漫
的爱情，这种温暖的亲情是中国女人对安全感、对幸福的另一
种期待。但是对于秋芸以及现实中的许多女性来说，像钟馗这
样的男人只是想象中的，是难以遇见的存在。

二、逃离与反抗
主人公秋芸的故事还可以看作是一个关于女性逃离与拒

绝的故事。为了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试图逃离现状，拒绝女
人的命运。影片向我们展示了秋芸的三次逃离。

第一次逃离：小秋芸逃离与男孩子之间的“嫁新娘”的游
戏，“我不做你们的新娘，一个也不做”，却在草垛子间发现母
亲和“后脑勺”男人亲昵，惊恐中再次逃开。但是对于秋芸
来说，更让她震惊的并不是母亲与“后脑勺”亲昵画面，而是
小伙伴因秋母与人私奔对小秋芸的嘲笑与欺辱。当平日里对
她亲近的男孩子们突然发难，她本能求助心中的保护神“小男
子汉”二娃哥，然而二娃的背叛让她绝望，保护神的形象瞬间
毁灭。对秋芸来说，那不仅是伤害，而且是放逐。秋芸绝望了，
也反抗了，“当然”也失败了。对于秋芸来说，这不仅是一个
简单的游戏时刻，也是一个心中理想世界破碎的时刻。

第二次逃离：逃离舞台上的女性角色。秋芸首次登台就饰
演赵云——英勇神武的男性大英雄，表现出出众的艺术天分，
却遭父亲强烈反对，原因在于其父对女戏子命运的担忧：“姑娘
家学什么戏，女戏子有什么好下场！不是碰见坏人欺负你，就
是天长日久自个儿走了形——像你妈”。但她作出的抉择是

“生死不论，永不反悔”。这一次她不是逃离而是勇敢的反抗。
第三次逃离：张老师在秋芸晚上偷偷练功的时候向她表

白（“我总觉得永远也看不够你”），片刻的沉迷之后，她又迅速
地逃开了。因为这同时意味着爱（表白之后张老师准备亲吻
秋芸）。镜头再现草垛子，预示着秋芸在逃离母亲的命运，为此
只有选择拒绝女性角色。然而，拒绝女人的命运即意味着要失
去作为女性的生命体验，她可以拒绝，却无法逃离。

秋芸可以为了逃离自己的女性命运而去演男性角色，但
演出总会结束，现实不会改变。而且这将是一条“生死不论，
永不反悔”的不归路。女性的命运是一个女人无法逃脱的，这
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宿命”。［1］

三、成功与失败
《人·鬼·情》讲述的是一个现实生活中某一女性的真实人

生经历与故事，也象征性的展现了现代女性的历史命运：一个
试图逃脱现有生活遭遇，拒绝女性命运的女人，一个因扮演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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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角色而取得成功的女人，在现实生活中却得不到解救。所
以，《人·鬼·情》中秋芸既是一个成功者也是一个失败者。

（一）事业成功的代价——牺牲爱情
每个爱情故事都会终于婚礼：“夫妻对拜，送入洞房！”于

是，鼓乐喧天，舞台大幕徐徐落下，浪漫的爱情如“从此王子和
白雪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然而《人·鬼·情》却不尽相同。
影片中尽管小秋芸拒绝女性角色，但其终会长大，会成为一个
懂得爱、会爱而且渴望爱的少女。当从自己的师长、从艺之路
的领路人张老师哪里获得了这一确定（“你是一个好看的姑
娘，一个真闺女”“我总觉得永远也看不够你”）时，即爱情已
经到来时，她却在片刻的迟疑之后果断的拒绝。因为在秋芸的
记忆中始终停留着那晚母亲和“后脑勺”在草垛子中发生的
一幕，她恐惧并憎恶重复母亲的社会命运。

（二）梦想实现的代价——牺牲家庭
影片对秋芸丈夫的描述是一个嗜酒嗜赌，心地狭窄的人，

他觉得秋芸演男的不好看，演女的又不放心。此外连秋芸的好
友也说：“要能演个俊棒武生，多讨好？女演男，哪有演鬼的？”
可见女性在舞台上也要“服从于传统的视觉期待”。［2］由此
不难看出，传统思想中对女戏子存在着不可磨灭的偏见。秋芸
丈夫虽然从未出现，但男性权威无处不在。在秋芸丈夫眼中，
或者说在大多数传统中国男人眼中，女性的传统角色就是在家
里相夫教子，不宜抛头露面。这种想法是有理论基础的：儒学
家所推崇的人生道路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样
一个以家为本的国度，“贤妻良母”理所当然成为女性典型形
象。传统中国以家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强化了男性的中心
地位，女性则在家庭中地位较低，只能适应社会和家庭对女性
的要求，将自己的价值投注于相夫教子与伺候家人衣食方面。

影片中，秋芸的丈夫通过赌博欠债等行为表达了自己的
反对，然而秋芸并没有因此顺从和妥协，得不到丈夫的理解于
是秋芸毅然决然地宣布要嫁给舞台。片尾中，钟馗与秋芸相
对，并声称“特地赶来为你出嫁的”。而秋芸的回答是：“我已
经嫁了，嫁给了舞台。”问：“不后悔？”答：“不。”嫁给舞台，
为了实现摆脱女性命运的梦想，将自己伪装在男人角色之下，
并获得了成功，但是这份成功却以牺牲家庭幸福为代价。

（三）舞台辉煌的代价——牺牲性别
秋芸扮演男人，以此表达自己对女性的拒绝和逃离，并因

此大获成功。然而在她扮演男人的同时，却隐藏了自己的女性
角色，牺牲的是自己女性的性别。

在影片开头的化妆室的镜子中，一个眉目清秀的女子（秋
芸）入画，她面对镜子脱去上衣，包起秀发，油彩渐次遮盖了
女人清秀面容，随之一张夸张而勇武的男性脸谱呈现在观众
面前，女人的模样与体型已不复存在，代之以钟馗那勇猛、魁梧
的钟馗造型。女人？男人？真身？角色？人？非人（鬼）？
这无疑是一个跌入镜式迷惑的时刻，不仅是艺术家的“走货入
魔”，而是一个必须扮演而且只能扮演的现代女性的困窘，但扮

演却意味着她不可能同时作为女性主体占有这一客体位置。
影片结尾处，钟馗现身，与秋芸近距离对话。钟馗道：“你

就是我，我就是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在演员与角色
之间能成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无疑十分艰难，也
说明秋芸角色出演的成功。但是之所以一个女性能如此成功
地塑造钟馗的角色，说明她完全剔除了自己的女性美，舞台上
的成功更加证实了她作为女性在现实中的孤独无助。

“明儿头场戏，你演钟馗，我演钟妹，你送我出嫁。”这是最
后一次，秋芸企图通过出演钟妹来填补并实现自己作为女性
对幸福的渴望，并凭借父亲使自己在舞台上被指认为一个幸
福的女人。然而，就连这一小小的愿望也很快被突如其来的
声音破灭。“你生下来，只看见一张大嘴，哭得起劲，像唱大戏
似的。你爸以为是个儿子，等我一看啊，少个那玩艺儿，是个小
闺女家。”说话者为当年为其接生的王婆。在元社会的指认中，
女性仍是一个残缺的性别。

在当代中国电影界，关于女性的电影数不胜数，但最具有
代表性的或完全称之为“女性电影”的作品就是《人·鬼·情》。
该影片的独特魅力在于其对女性的张扬和人物的塑造并没有
以贬抑男性为代价，它只是向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真实的女性
故事，通过这个真实的故事传达了传统中国女性内心深处的
抗争与渴望。该影片中导演以独特的视角选取了封建社会中
比较典型的事件——女戏子演钟馗（五大三粗的大汉），在男
权社会中更能凸显角色特点和女性面临的痛苦与无奈、逃离
与拒绝。秋芸逃离的最终结果是牺牲了家庭的幸福，取得了舞
台的成功，成就了内心的钟馗，成功地揭示了现代女性的生存
困境以及对于解救的渴望与寻求。

注释：①大致内容：钟馗与妹相依为命，生前曾将妹许于
书生杜平，死后为鬼，难忘其妹终身，因封建时代无兄无父妹
难以出嫁。故备下笙箫鼓乐，于除夕夜重返人间，送妹出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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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用社交媒体扩宽传播渠道

半岛电视台在受到美国当地老牌媒体的排挤和运营商的
抵制时，其通过网络平台的发展保持了自身的国际传播话语
权。截至2016年7月19日，AJE 的 YouTube 主页共发布视频
214773个，约有300万订阅者，总观看次数达到了约14亿次。从
2014年7月到2016年7月两年的时间中，AJE 的 YouTube 主页
订阅者从60万增长到了300多万，这惊人的增长速度背后是
AJE 日益提升的国际传播能力。

此外，2014年，半岛电视台的新闻移动客户端“AJ+”也
正式上线。“AJ+”根据移动端的特点和用户需求量身定做新
闻模式“卡片式新闻”就是其中的一种，“卡片式新闻”摒弃
了以往长篇大论式的新闻展示模式，而是采取单词卡一样的

“卡片”形式排列每日新闻，其中卡片上包括新闻文本、视频、
对话甚至小测验，每张卡片的浏览时间控制在15秒～7分钟之
间，可供用户快速浏览。另外也增加了互动机制，用户可以对
自己看到的每篇报道进行打分反馈，在传播信息的同时加强
与“粉丝”的互动，培养他们的品牌忠诚度。我国媒体在“走
出去”的过程中，也要重视新媒体在目前传播格局中的重要地
位，真正实现网络、电视、移动端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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