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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空关系融合下的情感包裹

韦斯·安德森善于将电影故事放置在一本小说的框架中，

以此来进行时空的想象。例如《布达佩斯大饭店》在最开始的

叙事中开始于《布达佩斯大饭店》这本书他在这部影片中进行

了深入的时间挖掘，最深层是主体的故事事件，然后是老门童

的回忆，然后是作家对于故事的戏剧创作，最后是女孩在通过

阅读缅怀的主观理解。

布达佩斯大饭店本身是一个充满象征符号的、被重建现实逻

辑的虚构的世界。“后现代主义电影空间一大特点就是深度的削

平，即从本质走向现象，从深层走向表层，从真实走向非真

实，从所指走向能指”,这种深度的削平不是空间的压缩,而是对

宏大叙事的消解。所以韦斯.安德森将厚重的历史表达集中于人

物真实发生的情感关系之上，他讲述了艰难社会中文明个人的故

事:零号经历了欧洲战前文化褪色的最后辉煌，在面对难以置信的

混乱、暴力和贪婪的世界中，他们却拥有一套自我的内心秩序，这

种秩序的建立使他们得以用纯粹的态度表达自己对事物的正确理

解，形成一种不以权力评判体系为标准的信任。古斯塔夫相应地

提供了某种优雅文明的外观，但正如台词所说:“古斯塔夫的世界

早在他步入前就已经逝去了,是他用超凡的魅力维持了这种假象。”

他所在的酒店系统也是灰暗之中的明确光线,无条件地成为他越狱

行动的精准指南,他们之间有一种深入的链接，即志同道合的人共

享着一份职业。除此之外，古斯塔夫与零形成了跨越种族、跨越

阶级、跨越是非评判的真正友谊，他们在这个灰色世界中建立了

最真诚的沟通，情感对于苦难的缓冲,才是韦斯·安德森穿透重叠

历史空间表达出的真正渴望。

2　关于电影中的美

《布达佩斯大饭店》中无论是人物、建筑、还是饭店的内

景还是外景已经好看的装饰品，多采用对称式构图，就连蛋糕店

里面蛋糕的打包盒都是大致对称的，韦斯·安德森会利用一些参

照物来辅助对称，对称构图的使用十分的频繁，也使得看上去整

体的画面每一帧都是一幅画。对称让人物变得更加严肃庄重，让

建筑给人一种稳定、安静的美感，使画面干净、规整、协调，同

时也体现了他对欧洲曾经辉煌的文明和最后对作家茨威格的庄重

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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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韦斯·安德森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独立制片运动的重要成员之一，他的电影也在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展现出
其时间的无序性、时间与空间的杂糅性，在时空的链接上“它不主张去旧更新，不斩断与传统的联系，在中心二元对立中进行拆解
和间离，从而消解现代理性的权威”。在电影重叠时空的往复中，又试图建立一种“游荡者的时空观”:“创造出一种错位的时空关系，
他在代表现代性和时间与空间下游走,但却总是在往过去看。他总是想要回到自己的记忆中去,而拒绝所有机械复制的图像所提供的、
所呈现的过去。是一幅历史的画，经历过岁月的痕迹，有过战争下的包裹，才会呈现出一部部优秀的电影作品。电影《布达佩斯大
饭店》正是在战争与时空下的缩影。

【关键词】《布达佩斯大饭店》；赏析

韦斯·安德森电影的构图中除对称式构图，最突出的是框式

构图。门框、窗框和旋转楼梯，这些封闭线条让构图显得工整又

具层次感。将人物与风景规整地放进框内，在增强了纵深感、空

间感之外，框四四方方的规整和框内景象如画般的优美更增强了

一种形式感。在厨房的情景中，厨房与置物间之间的窗就是一个

很好的“框”，框外厨工切菜的“动”与框内古斯塔夫和零由于恐

惧、紧张而沉思的“静”形成对比。在古斯塔夫和零去往D夫人

家的火车上，他们看到车窗外的军队时，框内庄严肃穆的军队和

框外惬意喝酒的两人形成对比。对比形成的反差突出了被对比主

体的特征，也增强了人物动作的滑稽感。

关于整体色彩暖色调，电影色彩是否完美已经成为人们评判

一部影片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韦斯安德森偏爱高对比度、

高艳明丽的色彩，这种带梦幻色彩的用色让他的影片有“成人童

话”的称号，形成了他独特的色彩美学。他每一部影片都有一个

主色调，《布达佩斯大饭店》的主色调是淡粉色，作为影片中心场

最的布达佩斯大饭店的外观也是以粉色为主。主色的统一形成了

影片整 体色调的统一性。淡粉色的使用在全片营造了一种梦幻

感，高明度的超现实色彩风格增强了影片故事的虚构性。对粉色

系不同颜色的使用，在视觉上给观众带来更丰富的观感体验，使

片中用色富于多样性。

影片在段落切换和人物出场的镜头中，大多采用“静加动“的

方式一是固定镜头和运动镜头组接或同一镜头中先固定后运动。

广场上的女生出现的段落，就是以第一种方式开头的，介绍饭店

的段落中，是以第二种方式开头的。固定镜头使事物的出场更加

庄重严肃，镜头运动与人物调度的有机结合又突出了人物的运动，

重复的动静结合的方式形成了人物出场的仪式感和清晰的段落感，

一静一动之间形成了节奏感，固定的过渡方式的使用也增强了影

片的节奏感。在段落过渡镜头的使用上，片中还重复使用了甩镜

头，如介绍饭店内客人的时候，由前台服务员身。上甩到售货机

前的客人身上的镜头，这种快速的镜头运动的前一秒是静止的，

后一秒就开始了快速的运动，这一缓一急之间也形成了一种紧张

的节奏。

3　情感分裂和电影镜头叙事

电影中暴力的再现方式是卡通化和暴露虚假性，整部电影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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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了漫画元素。当警察第二次在火车上检查古斯塔夫和零的身份

时，他们的制服虽然让观众联想到纳粹制服,但这并非写实的模

仿，更像音乐喜剧中的服装，而他们的动作更加接近卡通化的

伪法西斯表演。在雪中 追逐的场景则让观众联想到007系列电

影——韦斯·安德森在这一场景的处理方式是将真实动作和定格

动画拍摄结合在一起，电影的构图正如书中的插图一样，对

称，空间体积也被处理成了二维。威廉.·达福饰演的杀手更像

漫画书中的杀人狂形象:他留着刺头，拥有吸血鬼的牙齿并穿着

皮制机车衣。无论是被砍下的女人的头，抛下窗户的猫还是律

师科瓦克在博物馆的迫杀中被铁门夹断的四根指头, 这些恐怖的

暴力场景在观众中制造出了令人不安的喜剧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韦斯·安德森毫无例外地使用了俯拍的特

写镜头，将观众的注意力聚焦于D 夫人和管家塞奇死亡的尸体、

律师科瓦克被夹断的指头以及女人的人头等。从表面上来看，

电影的镜头旨在制造紧张或者恐怖的感觉，然而观众很快注意到

卡通回式的呈现消解了恐怖的真实性:恐怖变得可笑，危险变得

戏谑。这些刻意的镜头语言不仅制造出了“距离感”，并且将

观众的注意力直接引向这种风格的特质。镜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

观点和态度。镜头语言和情感表达的内在深层结构以及类型影片

的关键性要素密切相关。漫画作为一种类型艺术，基本特点是

夸张、诙谐、讽刺和娱乐。漫画对应了后现代主义情感结构中

的颠覆、杂糅手法，本身就是对成熟/放纵/深刻/肤浅/严肃/

游戏二元结构的颠覆。电影“反讽" 手法和后现代主义“情感

结构”内在精神一致，鼓励观众以一种戏谑近平冷漠的方式完

成文化产品的消费。这种新的审美范式井不意图消解沉重主题叙

事，也无意冲淡暴力场景的紧张气氛。这种看似矛盾的基调制

造出来的情感杂糅更像一种情节闹剧。

与其把它当作是一种文艺片，不如划分为喜剧片更易懂，

鬼才韦斯·安德森把这部看似荒诞无聊的故事运用独特的处理方

式，像是默片时代的拍摄方法，让这部影片爆发了不一样的感

情色彩，这是一部具有后现代主义风格化浓烈色彩的电影。

他是一位风流、有涵养并受到贵妇们喜欢的中年欧洲绅士。

有着对香水的迷恋，上帝的信仰。正是这种矛盾的两面派，使

得导演维斯安德森在细节的处理上运用大量的无剪辑走位，逃亡

中念念不忘的香水味道，狭小空间的朗诵情怀，凝望《手里拿

着苹果的男孩》时的认真无情，无疑成为了影片心境的最佳表

达，环环相扣，触动人心。导演正是借助《布达佩斯大饭店》

或者是古斯诺夫这位时代的典型人物来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化正

在逐渐的遗失。就是在悬崖边上赴死的古斯塔夫说到：你这个

可悲的备胎，”德国人欢呼，如果我们不再重视文化，我们很

有可能成为历史文化下的产物。影片为了还原真实，大量运用

跟镜头的拍摄手法，就犹如观赏一副绚丽的舞台词，零在拿报

纸送到古斯诺夫房间经过的扶梯与走廊时，无一不透露着导演对

对称美学的完美追求，恰到好处的整体布局和滑稽的表演，又

像是默片时代卓别林的美式幽默，透露着不一样的艺术效果。

这样感觉又似乎带给人们一种莫名的失落感，不知道是否是对过

去欧洲历史文化的一种缅怀，还是对古斯她夫这个人物形象的悲

悯。一面是唯利是图，一面是敢于反抗，透露着人们心灵深处

的本性本善。

影片的最后一段字幕“影片灵感来自于茨威格”正好与开

篇后小女孩为自己喜欢的作家扫墓交相辉映，茨威格是欧洲文化

的捍卫者，又是欧洲历史文化的记录者，他终身流亡被纳粹驱

逐，在目睹“精神家园”沉沦后自杀，透露着茨威格的悲惨

命运，火车上的反抗也印证了茨威格一生与纳粹抗争的精神。

布达佩斯大饭店最终变成了游荡的灵魂，成为了很多人寻找慰籍

的庇护所。也同时关上传统时代的大门，故事与主题暗合，布

达佩斯大饭店的迷人成为了过去的传说。

《大饭店》和茨威格小说的隐性关系体现在电影对于茨威格

小说反思性的重写。具体来说，安德森在电影中完成了对《昨

日的世界》主题基调的改写和对《同情的罪》中关于同情这一

情感的补充和说明。《昨日的世界》的基调是怀旧和感伤，而

《布达佩斯大饭店》则在从文本到电影的过程中重新反思和纠正

这一基调。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写到:“我亲眼见到大

规模集体意识形态的膨胀——意大利的法西斯、德国的民族社会

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以及如同瘟疫-- 般蔓延的民族 主

义一如何毒害欧洲文化的花朵。...我见证了从人文主义到野蛮主

义这一最不可思议的人性堕落。”《昨日的世界》充满了一种

悲观主义情绪，折射出茨威格临终前对昨日世界沉沦毁灭和欧洲

文明陨落的绝望和无力。安德森在延续这一主题的同时，更多

强调的是堕落时代的文明之光;正如零在讲述完古斯塔沃的故事

后，一语总结古斯塔夫所代表的旧欧洲精神:“在这野蛮的屠宰

场里，的确残存着一丝文明的微弱光芒闪烁。”影片最后的谈

论，韦斯·安德森采用揭秘的叙述讲述了这个故事，为电影观

众打开了窥视那个时代的一角，之后又关闭了起来，引发观众

好奇的同时，也成功地讲述了故事。

文明的微光被送进血腥的屠宰场，这个将野蛮之火燃烧的主

人公最后在布达佩斯大饭店中将之保留。布达佩斯大饭店最终成

为了战争的小缩影。就像是那时欧洲的狂热的人们丢弃掉了一切

的美好，毁灭了家园。茨威格的作品也像古斯诺夫化作一缕文

明之光一样穿越数年成就了这一部迷人的布达佩斯大饭店。淡淡

的怀旧，淡淡的惋惜，导演为我们讲述了一幅关于冒险逃亡的

艺术画作，让我们在观赏艺术美的同时缅怀欧洲过去的文化。

战争碾压了文明，但人性依旧善良。

参考文献：

[1]李雪静.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的影像叙事解读[J].电

影文学,2018,(19).149-151.

[2]孙彤.一场难以名状的梦——《布达佩斯大饭店》段落赏

析[J].艺苑,2018(04).

[3]刘焱可.《布达佩斯大饭店》:一场华丽而冒险的童话游戏

[J].电影评介,2015(13).

作者简介：刘红丽（1995-），女，汉族，山东省邹平市，

硕士，研究生，辽宁大学，广播电视编导。


	教育1期正文_160.pdf
	教育1期正文_161.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