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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电影叙事体系中阶层关系融合想象以及个体关照呈现
彭士校

（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北京 通州 101118）

摘要：在信息高速发酵的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当今网络化高度发展的时代，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概念正在逐渐改变人类

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跟以往封闭的空间不同，人们可以从网络上获得更多更宽泛的知识，由于领域的拓展和视野的开放性，社会万象尽

收眼底，现实的阶层差异有可能导致冲突，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就更加容易暴露出来。从电影的社会功能来看，它有一种新的世界的建构

模式，面对个体意识更加凸显，关于个体的社会角色、阶层定位、自我认知等等各个方面在自由化的网络空间，电影需要追求新的表达

形式，对当下社会的建构寻求出了一种新的展现方式，帮助观众在潜在的层面更好的表达自我期待和欲望。

西方叙事体系中对于阶层关系以及个体的关照已然转化到一种肯定差异性的方式，通过在差异性中体现个体价值，并在差异性中寻

求和谐，是一种有效应对阶层差异，避免阶层冲突的方式。肯定个体的生存价值更把视点聚焦在个体之间的关系。在价值观层面强调互

为拯救，提供的是关于个体生命价值的共同体想象的社会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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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具体的影片案例中去分析、剖析和理解这种差异

性。西方电影最先进行这种叙事尝试，中国电影也有一些对于阶

层关系融合想象的尝试，但与西方目前的表达方式还不尽相同。

《遇见你之前》（Me Before You 美国 2016）用电影叙事体系

中常用的一句话故事线 logline 来描述，该片讲述了简单、淳朴的

小镇姑娘路易莎找到了一份陪护工作：负责照顾因车祸而瘫痪的

年轻富豪威尔。男主人公威尔（山姆·克拉弗林饰）是一个不折

不扣的高富帅形象，但经历了人生的磨难，最终瘫痪失意，极度

否定自我。而女主人公露易莎（艾米莉亚·克拉克饰）是一名普

通的小镇女孩，家境贫寒，失去工作。双方之间存在从社会环境、

思想境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故事以平行叙

事的方式安排男女主角出场，威尔出场的镜头是从头部拍起，而

露易莎亮相的画面是从脚部开始。从剧作层面来说，将拥有极大

反差的、受困于疾病的雄心勃勃之人与身体健全却人生失意之人

合理并置，创造出极大的戏剧张力。男主人公威尔由于一场突如

其来的雨天车祸，脖子以下高位截瘫，从前优渥骄傲的形象一瞬

跌入谷底，这将影片引进了第一个关键情节点，他生活不能自理，

父母不得不为他寻找一名护工，为女主人公作为护工出现的合理

性。

与当下威尔的境遇相比，露易莎的眼前的困难算不上什么，

她纯真善良、热情大方，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让这个人物形象更

加立体。露易莎需要一份工作来维持生计，双方的需求互补，双

方的短板在对方面前反而成为一种优势。戏剧张力和情感共鸣在

这种极致的对比之下更容易产生动人的情感火花，“治愈”彼此，

达成和解，寻求一种平等的和解成为影片的最终走向。威尔被露

易莎一点一滴的生活中的照顾以及热情所感染，从最初的反抗照

顾、恶作剧整蛊露易莎，到“屈服”她的照顾，习惯她在身边带

来的点点滴滴的乐趣，两人之间碰撞出了爱情最美的火花。归根

结底，电影带着向善向好的价值导向，站在心灵平等的角度，为

两位主角建构的是一种彼此平等的审视，两个人并没有因为世俗

的贫富差距甚至是社会地位的差异造成彼此之间的隔阂，更关注

从个人感受的角度，来寻求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此刻观众的

思绪并不会在停留影片开头“一头一脚”的出场方式所呈现出的

差异性，虽然女主人公的设定并没有逃出以西方“灰姑娘”为故

事原型的叙述逻辑，但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叙事文本的现代化演绎，

与传统叙事电影中女主角通过婚姻来实现对上流社会的跨越和富

裕生活的渴望那种纯粹的利益追求不同，并非单纯在渴求阶层跨

越，毕竟渴望跨越阶层是底层人们的梦想，而是实现了叙事逻辑

的暖心演绎。他们重叠的那一小段时光对彼此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影片创造的并不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爱情神话，却促使人们在温暖

的爱情港湾中去面对人生中的艰难抉择。影片最后的长镜头：年

纪轻轻的威尔结束生命后，天空飘落了一片树叶，这片树叶先后

飘过了相谈甚欢的恋人，活泼淘气的孩子和步履蹒跚的老人，营

造出“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意味。观众此刻更多的是关于生

命存在意义的思考。

法国电影《触不可及》（Intouchables 法国 2011）和《遇见你之前》

的叙事模式极度相似，《触不可及》取材自真实故事，法国导演

奥利维·那卡什根据法国富翁的自传《第二次呼吸》改编为这部

电影，用 logline 描述即是迷恋跳伞的白人富豪菲利普（布莱恩·克

兰斯顿饰）热爱冒险，却因为一次事故而高位截瘫，他不得不高

薪聘请全职看护。但是富翁不按常理出牌，应聘者当中，不乏专

业知识和经验兼备的人才，他却偏偏选择了毫无经验、刚刚出狱

的贫民窟黑人混混瑞斯（凯文·哈特饰），但是这样一场看似随

意的选择中，却是导演有意为之，与露易莎相比，德瑞斯面临的

生活困境更加窘迫，他也必须要经历一场“冒险”，即成为菲利

普的护工。与那些众多的应聘者相比，他似乎没有任何的优势和

可取之处，可是剧作却偏偏安排他应聘成功，此时的观众肯定也

会在内心嘀咕，这样的人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吗？虽然看起来是可

笑的，但是电影作为反映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将现实搬上银幕，

让这样强烈的反差呈现在银幕上，带来一场意料之外的戏剧演绎，

让人们在哭笑之中审视这场深刻的彼此救赎。

在菲利普之前的众多的护工之中，他们在内心认同层面是都

把他视为残疾人来对待的，除了照顾饮食起居之外，向他投注的

更多的是怜悯和同情，对一个曾经如此骄傲的富豪来说，那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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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之外的人格羞辱让他不能接受。而在德瑞斯的眼中，他只不

过是一个行动不便的人而已，人类所用的喜怒哀乐他仍然是可以

享受的，并没有因为他身体的瘫痪而失去这些权利，换言之，德

瑞斯给予菲利普平等的交流，他不会因为对方的身体而贬低人格，

也不会因为对方是富豪而放弃自己用劳动换取成果的权利。这样

一种平衡的关系就能在双方之间展开。客观来讲，他们是在生理

层面的残疾，而不是心理上，不是感情上有所残疾，他们不应该

被正常人用看待弱者的态度所对待。故事也在对立冲突的火花中

看到不同阶层之间关系的可能性。菲利普代表着上层社会的“雅”，

他喜欢肖邦、舒伯特的古典音乐，会买四万英镑的艺术画，会去

看四小时一场的歌剧，他也有着关系密切的笔友，一起探讨深奥

的诗歌，追求柏拉图式的爱情。可以说，这部影片绝大部分的有

笑有泪的效果，都源于这种来自阶层、种族的冲突感。这些剧作

的细节和论述，在这部电影所展现的阶层的对立、种族的隔离，

一切并非“触不可及”。在真人事件富豪所写的自传体小说《第

二次呼吸》中他这样描述德瑞斯：“他让人受不了，虚荣、骄傲、

粗鲁、无常，但很有人情味。没有他，我会腐烂而死。”诚然，

来自高层社会的菲利普能够接纳来自底层社会的德瑞斯，或许是

对“种族融合、阶层跨越”的最美好祝愿。而德瑞斯则代表着底

层社会的“俗”，他喜欢吵闹的流行音乐，喜欢跑车，喜欢美色，

喜欢一切俗气的东西，上层社会的“雅”和下层社会的“俗”相

互融会贯通，也助力被社会排斥在外的双方重新融入社会。这些

对与菲利普来说，不失为一种新鲜的、想象不到的相遇和经历，

但随着两人成为至交好友，他们各自的行为处事也深深影响着对

方。菲利普会在歌剧院里和德瑞斯大声嘲笑那棵唱着德语的树，

德瑞斯也因为了解达利的画作而得到了一份新工作。但电影引发

思考的，最让观众为之动容的，永远是人的情感中发自内心的欢乐、

热爱、与彼此最为真挚照顾与体贴。到影片最后，抛开那些所谓

的阶层差距、种族差异，抛开一切剧作技巧层面的思考再去细细

品味电影讲述的内容，跟《遇见你之前》一样，看到生活和生命

的美好，回归到现实生活里边，我们当中大部分人每天都在忙碌

着，我们寻求生活的答案，却始终没有找到，“明天和意外不知

道哪个会先来”，人们更应该注重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欲望和想法，

要学会享受当下，学会发现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不要被世俗固有

环境和观念困住我们。

有同样的叙事表达的不得不提《遗愿清单》（The Bucket List

美国 2007）中，卡特·钱伯斯（摩根·弗里曼饰）是一个黑人汽

车修理工，他知识渊博且热爱生活，一场体检意外得癌症，他不

得不离开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搬入医院接受治疗，而亿万富翁爱德

华·科尔（杰克·尼克尔森饰）是一家医疗机构的 CEO，一贯秉承“一

间病房两个床位，没有例外”的经营理念，以获取最大的商业利

益为首要考虑因素，不料自己也意外罹患癌症，不得不与其他人

一起共用一间病房。具有极端差异的两个人在这种“意外”的契

机之下，分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陌生病友住到了一起。虽然身份

地位悬殊，但两人在疾病面前，同样是一个被动的被病魔审判的

角色，剩余的人生时间为期不多。作为公立医院的私有化改造事

业中获利颇丰的商人，在不顾人劝阻执意宣布医院所有的人都一

视同仁“一房两床”规定制定之后，自己就罹患癌症，迫于舆论

压力不得不与卡特同处一室。两个人阶级地位截然不同，但是在

癌症和死亡面前竟然没有了差别，此时他们就是一个个作为生命

个体，面临着身体疾病的病人。他们需要共同面对的是如何对抗

疾病和死亡，如何度过余生？二人从沮丧到观念转变，写出了“遗

愿清单”并互相帮助一件件去实现，完成生命终途最美好的生命

体验，他们旅行、跳伞，挑战生命的极限，追求最极致的人生体验，

然而，家庭、儿女是他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他们也珍惜和家人

的共处和道别。尤其是爱德华的其中一个愿望：亲吻世界上最美

丽的女孩，谁能想到那个最美的女孩是自己外孙女呢？那一刻，

生命的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去寻找和发现，一直在路上，他们

在回归人的本质中过程中感受到了爱、友谊、怜悯、接纳和快乐，

获得了珍贵的友谊，共度美好的余生。

《遇见你之前》《触不可及》《遗愿清单》等优秀喜剧电影，

这三部电影都是呈现阶层关系融合想象的经典例证，它们将对底

层人物的关怀和摹写，故事的走向都是从人物间的冲突对立到最

后的和谐，那种超越了阶层和个体情感的处理方式，使得他们最

后获得的一种平衡关系是基于人的尊严和精神层面的平等。这些

剧作者把阶级的差异巧妙地放在了与另一个社会上层却有缺陷的

人物关系当中，不仅仅是单纯的表现一方面，而是找到一条基于

人作为有意识、有尊严个体层面的一种平等的交流方式，这样，

叙事视点自然站在了人性的高度，实现实质性的关怀。综合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电影在处理阶层差异的叙事文本层面，已经

由单纯的描述某一特定的阶层或者是单纯的阶层冲突，已经在有

意识的走着一种超越阶层，实现阶级之间融合的道路，在融合和

和谐之中实现对人最为社会主体的实质关照。

某一阶层面临的阶层内自我认为的困境，对于其他阶层的“他

者”来说，可能什么都不是，尤其是底层人物可能面临的经济或

者现实困境，在此阶层之外可能是有隔阂的，但是底层视角的叙

事仍然会取得不同阶层观众的认同，说明在电影叙事过程中对这

种差异和距离是有所考虑的，或者说找到了底层与其他阶层互动

的方式，在比较的视点当中互相了解。

反观中国电影有关阶层的叙事，那种旨在指出差异性引发“含

泪的微笑”的认同的策略应该有所改变，在当代更为多元化的语

境当中，在指出差异性的同时更应该向统一性或者说基于主体间

性的对话与交流层面发展。因为客观存在的社会阶层差异不可能

消除，最好的途径便是寻求一种达到相对公平的阶层相处的模式，

将叙事视点放在融合、和谐的社会关系处理上，叙事的魅力和格

局自然会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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