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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秋菊打官司》的视听语言分析
王　烁

（广州华立学院，广州 增城 510000）

摘要：电影作为独有的视听语言艺术，不仅承载着娱乐性，同时也兼顾着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加工。其中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文

化潮流，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巨大的影响。张艺谋早期电影《秋菊打官司》就是一部带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影片讲述种辣椒

为生的农村女性秋菊虽然身怀六甲，但是为了寻求“说法”，一次次外出告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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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无疑兼具了故事、图像、音乐这些方式，一部优秀的作

品必然兼具了审美和内涵上的优点。而透过电影，每个观众得以

在无关自己利益的层面重新审视内心，从而获得一种在现实中难

以得到的心灵体验。

张艺谋一直被大家认为是商业电影的杰出代表，但张艺谋导

演早期的大多数电影风格，都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文

艺电影。其中张艺谋 1992 年导演的影片《秋菊打官司》，一部讲

述中国农村普通妇女为了追求自己的“理”，一次次外出打官司，

从而引发的链式反应。

一、纪实类风格的镜头语言

固定拍摄加长镜头是《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最显著的镜头

语言，在影片的开场采用的是讲述纪录片的视觉语言，画面内容

仿佛只是记录中国普通农村小镇日常生活的视觉感。与张艺谋在

电影《红高粱》的场景中，摄像机通过在欲望客体本身的移动深

深地刺入日常世界的物理织体，并真实地“内在于”花轿形成了

一种视觉心理上的反差。《秋菊打官司》的开场则由一个固定而

隐藏起来的摄像机拍摄而成，它的展现乃是建立在其假定的缺席

的基础上的。这种被推想为具有被动性的摄像机试图抓取完好无

缺的世界，它所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乃是普通乡村集市上川流不

息的人群。在“没有情节”的固定镜头漫长等待中，镜头持续了

两分钟之长，故事的主角秋菊才慢慢走进观众视野。但她起初并

未为人所注意，画面显示的是一个农村怀孕妇女和小姑子（由业

余演员扮演）一道，用手推车推着受伤的丈夫去治病的事情，影

片的主角在影片的开场完全混入了背景之中。

如果说开场镜头是该电影的纪录片冲动的一个宣言，那么随

后的镜头则使其情节剧的意图清晰地展现出来。通过此种方式，

前面与人群相对的镜头被一连串描述日常生活流的画面所替代，

日常生活的无定形性和不可化约的偶然性构成了电影的形式主义

特性。她本身属于这个世界，并且作为众生中的一员不知不觉地

显现出来。到影片的两分零八秒这段时间一直是中景拍摄，对秋

菊的一个侧面的描写，没有语言只有现场的嘈杂的人声，然而我

们依旧不能十分确定这既是影片的主人公。到了第三个镜头更加

夸张的是到最后主人公直接走出了镜头让我们刚刚觉得有点像主

人公的秋菊产生了怀疑。直到影片两分多钟的时候我们的主人公

才开口说话，我们对于主人公的好奇寻找才算告一段落。这一点

在主人公的设置上有点接近于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风格和

台湾的新电影的影片风格。

秋菊第一次找村长场景中，影片依旧采用的是定点拍摄在拍

摄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从始至终都是以一种冷静旁观的视角去看待

秋菊于村长家里人的关系，秋菊和村长的谈判，没有太多的感情

色彩融进去，画面讲述了村长家的家庭关系，以及村长这种男权

在家中绝对的地位。但并没有融入导演的感情色彩，像是在记录

下这个场景画面中时间流逝的过程一般。也许很多的非农村观众

会无法理解这一个显现，秋菊到村长家里讨要一个说法的时候并

没有受到，村长家人的冷落，反而从始至终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

热情。这既是真实的表现出了农村人与人关系的一个现状，展现

出了真实的农村人的生活状态。同时在秋菊和村长的对话中我们

对村长和有庆的矛盾冲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以对白的方式推进

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在整个段落中村长似乎都是一个蹲着的状态，

相比于因怀孕无法笔直站立的秋菊，似乎在处于一个弱势的状况。

导演通过镜头语言将两个人物之间的主动权交代的一清二楚。

秋菊乡里见李公安在这个时间段中影片使用的基本上为中景，

采用固定的定点拍摄，只是在个别的镜头中涉及到了摇镜头，如

李公安站起来向桌子走去，在影片中镜头始终是以一个偷窥者的

视角，来看待秋菊与李公安的对话过程的全部。而所有的观众似

乎被导演通过镜头的巧妙安排，强制的设定成了屋内的现场中的

某位路人甲。一个完整的长镜头，以观众假定缺席的镜头语言中

目送秋菊离开。似乎都是以一个窥视的人物视角，增强了观众的

现场感，和参与感，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性和可信度，给观众一种

身临其境的视觉感。

二、纪实类风格中声音的独特使用

《秋菊打官司》剧的音乐特点中最突出的是“简”，独特的

民族地方音乐在影片中独具风格，开场地秦腔将中国西北地区特

有的音乐和人文气息表现的恰到好处，音乐的风格同剧情、人物

溶为一体，形成一种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叩击着你的心扉，让你感

到余音绕梁，久久不绝。同时导演还将秦腔的音乐与重复蒙太奇

相结合，每次秋菊外出打官司走在蜿蜒的小路上时，秦腔总是不

失适宜的响起，将音乐和剧情完美地融合到一起，以至于每当观

众听到秦腔总是第一时间和秋菊外出寻求说法的剧情对应。

在语言的使用上影片基本上都是地方特色的语言，人物语言

极具地域性和民族性，尤其在秋菊和李公安的对话中不仅将有庆

和村长的矛盾揭示出来满足观众的好奇心，更是将李公安，村长，

有庆三人的关系给表达出，为了将民间的风土人情片中表现出来，

导演还特意安排了村民打架的案子，更是将民间的淳朴和农民的

本性表现出来了。现场采用的同期声甚至在某些时刻现场的其他

声音有欲将主人公声音压下的倾向更进一步增强了偷窥感和现场

感。而在秋菊离开的时候一直在询问李公安具体什么时候去似乎

导演在此时就欲将秋菊这种执着的性格表现出来，并为后来秋菊

执着的到县里市里埋下了伏笔。

李公安下乡调节场景中，在自然光线上和带有浓厚地方特色

的语言风格，在声音上采用现场的同期录音，嘈杂的声音充斥着

观众的耳膜，让观众不知不觉中融入到了现场中，尤其是在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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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面的场景，村长家里的孩子说话声嬉戏声不绝于耳，甚至在

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主角的声音，这是在非纪实类电影中罕见的现

象，再加上现场各种的音响，给观众强烈的纪录片既视感，将意

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风格中的声音特色发挥到了极致。

三、蒙太奇在影片中的运用分析

蒙太奇作为一个重要的电影理论，可谓百家争鸣。包括谢尔

盖·爱森斯坦、普多夫金、贝拉·巴拉兹、鲁道夫·爱因汉姆等

在内的诸多电影导演、理论家都曾尝试对蒙太奇进行分类。而关

于蒙太奇的定义，更是人言言殊。由中国电影出版社的《电影艺

术词典》中认为，蒙太奇论者的共识是：镜头的组合是电影艺术

感染力之源，两个镜头的并列形成新特质，产生新含义。蒙太奇

思维符合思维的辩证法，即：揭示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通过感性表象理解事物的本质。

在影片中导演使用了大量的隐喻式蒙太奇的艺术表现手法，

画面上人物由近到远在崎岖的小路上似乎也代表着秋菊去市里的

路并不会一帆风顺。从村里到镇上，再到县里从县里再转车到市

里的来回转车似乎也在间接的暗示，秋菊上告之路不易从而衬托

出了秋菊告状之心的坚决。

导演通秋菊家里种植的红辣椒，以及去县城和市里去打官司

都是卖掉家里的红辣椒，其实导演是想通过红辣椒在暗示秋菊的

人物性格，像辣椒一样，倔强且固执，红辣椒在被吊在屋外进行

晾晒之时，它们是农民生活形式一种“自足”的象征；而在市场

上被出卖之时，它们生成了现金，为秋菊一次又一次诉求其所理

解的公道提供了资助。作为日常的生活必需品和物质生产的标识，

红辣子乃是手工劳作和乡村生活的内在审美织体，乃至隐藏在中

国农民内部的道德尊严、桀骜不驯和抗拒不屈气质的一种标志。

在张艺谋其他的电影中也有类似的用法，例如在电影《红高

粱》中的红高粱它秉领天地精华、粗枝大叶、抗旱抗涝、生气勃勃、

充满了野性，承载了作为人的原始生命力的象征意义。它带人们

去闯荡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它是人们的护身符。它体现

在自立自强、生机盎然、热情奔放、敢作敢为、敢爱敢恨、周身

洋溢着阳刚与血性、浑身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的余占鳌和有着非

同一般的机智和胆识、具有浪漫不羁心灵的九儿等人物形象身上。

四、独具特点的农村时代文化特征

影片中虽然没有明确讲述秋菊所处的时代，但是却在影片的

细节上处处体现着独特的时代文化特征。县城告状的场景中，现

场同期声嘈杂的声音乱作一团人生鼎沸还有流行音乐播放等都与

画面共同刻画可县城的繁荣以及社会的不断变化，娱乐在这里充

斥着，甚至在公安局里面都能听的到外面的音乐声音。在秋菊和

写状子和警察的对话中我们似乎已经看出了秋菊对这个时代的不

了解和不适应。导演少有的对各种海报进行特写镜头的拍摄，热

闹的集市画面中不仅有中国传统的门画，港台明星甚至是外国的

明星海报，与流行音乐共同交织的刻画出了这个城市的繁荣热闹。

时代的车轮在滚滚的向前开来，中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而秋菊和

小妹在画面中开始有些不协调，甚至说是对这种生活的不适应和

恐慌感，而后面的写材料和上当受骗似乎也在证明这个来自农村

的妇女的在这个地方的不从容，和在乡里的状况形成了对比。

影片中还将中国农村独特的人际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万

有庆看病的片段中，基本上都是采用固定拍摄，在镜头上采用远

景和中景镜头整体的感觉似乎观众都是介入到一个窥视的状态，

仿佛我们只是大街上的某一个路人恰好看到了这个故事发生的一

幕，满足了观众的窥视心里和好奇的心态，采用的都是固定拍摄

没有太多的镜头运动技巧，似乎作者有些受到新现实主义的影响，

欲将影片给观众以纪录片的错觉来增加观众对影片的真实性，而

在本段中唯一的一个特写镜头即是医生将劈完柴的斧子劈到木头

上的镜头，作者似乎想要通过这个镜头表达出一些，但是却又似

乎只是一个随意的镜头，在这一段中，我们从秋菊和医生的对话

中得知丈夫让人踢了下体，故来看病。但是却又没有，向观众解

释为什么打架和跟谁打架，以及丈夫的伤势如何，为影片埋下了

一系列的伏笔。但是在医生和秋菊已经万有庆的对话中我们似乎

对农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渗入，秋菊带着丈夫进入到诊所，

医生说的第一句话不是问病人怎么样了，也不是立马放下手中活

站起来去看病人，而是说了一句“上来了”像是见了面的熟人打

招呼一般。但是到秋菊对小妹说这个人像兽医时我们才确定他们

之前并不认识，一直到医生手中的活干完了医生才站起来去看病

人，而这个医生的衣着外貌和我们想象中的医生也有很大的差异。

医生很随意的穿着搭配，不修边幅的外貌形象，和观众印象中的

人物形象形成一种视觉上的巨大反差。医生和病人的直接对话在

也是独具风格，医生不是先关心病人的情况，而是像老家长里短

一般询问病人家是哪里的，不得不说这是中国农村所特有的文化

现象特征，不管各行各业像李公安、医生他们给我观众的形象似

乎都是打破了观众对固有职业的一种认知，而营造出来农村这种

简单而又复杂的人际间的关系。包括后来秋菊难产，最后想方设

法将秋菊送进医院的却是秋菊一直要告状对象村长。这个看似普

通随意而又充满戏剧性的镜头场景语言却将农村的现状表现得十

分到位，让有过农村经历的人，大呼真实，这让他们切实地看到

了农村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生活现状。作者第五代导演的风格在这

里已经开始显露出，对中国农村的现状的细致入微的表达和对传

统农村人际文化的挖掘。

《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具有明显的中国农村特色的意大利

新现实主义风格特点，影片采取了纪实风格的镜头语言，长镜头、

同期声、地方特色语言和音乐以及大量采用非职业演员出演等等

一系列半纪录片手法，真实地刻画当代中国农村在特定时代下的

风土人情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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