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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符号学视域下《长安三万里》中的符号隐喻

侯衍容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济南　250358

摘　要：电影符号学是一种研究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符号系统和表意现象的学科。国产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以盛唐为背景，

讲述了高适和李白两位诗人跌宕起伏的命运画卷。影片通过构建一系列富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系统，如长安城、黄鹤楼、诗

人李白等，巧妙地将盛唐时期的文化精髓和历史背景融入叙事之中。本文旨在从电影符号学的角度，深入解析动画电影《长

安三万里》中的符号隐喻及其文化叙事功能。

关键词：《长安三万里》；电影符号学；隐喻化表达

1964 年，法国学者麦茨发表了《电影 : 语言还是言语》

一书，标志着电影符号学的问世。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提

出了电影影像三层分节说 : 图像、符号、意素，动态影素、

动态图像、动素。艾柯从“影像即符码”这激进的观念出发，

制定了影像的十大符号系统：即感知符码、认知符码、传

输符码、情调符码、形似符码、图式符码、体验与情感码、

修辞符码、风格符码和无意识符码。克里斯蒂安·麦茨将

电影符号划分为视觉符号、音效符号、语言符号几个类别。

而视觉符号又可分为形式符号、风格符号、主题符号 , 语言

符号则可分为直接性语言符号和间接性语言符号。电影符

号学通过细致分类和深入分析，帮助人们理解电影如何通

过视觉、音效和语言符号，以及这些符号背后的文化、心

理机制，传达复杂的情感和深层意义。

《长安三万里》由追光动画制作，红泥小火炉编剧，

谢君伟、邹靖执导的 3D 动画电影，于 2023 年 7 月 8 日在

中国上映。该电影以盛唐为背景，讲述安史之乱后，整个

长安因战争而陷入混乱，岌岌可危。身处局势之中的高适

回忆起自己与李白的过往，以跨越数十载的情谊为剧情脉

络，细细讲述了大唐一路由盛转衰的历史。

1. 场景符号

电影《长安三万里》通过精湛的氛围营造，再现了时

代风貌与人物情感。从灯火辉煌的长安街巷，到诗人纵情

吟诗的欢聚场景，每一个细节都弥漫着浓厚的文化气息，

见证着世事与人生变迁。

电影以高适的视角徐徐铺展，梁园，作为高适寓居之

所，在影片中占据了相当的篇幅，且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李白、高适、杜甫三人曾于梁园之中把酒言欢、吟诗赋词，

而高适更是在此地不断成长、历经磨练，最终平步青云、

建立功勋。梁园，于高适而言，是其“灵魂的避风港”，

于文人雅士来讲，则是闻名遐迩的 “文学殿堂”。《长安

三万里》这部影片不但重现了唐诗的神韵与风采，还向观

众生动地展现了商丘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三百里梁园”盛景。

在高适的记忆长河里，他曾三次回归梁园，三度登上黄鹤

楼，三番踏入长安，两次前往扬州，每一次的奔赴与离去，

皆铭刻着李白、杜甫、李龟年、哥舒翰等唐代一众贤才各

自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以及潼关之战、安史之乱等唐代

由盛转衰的沧桑巨变。这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与人物交集，

在《长安三万里》中不仅仅作为背景铺陈，而是被细腻地

编织进高适的个人成长史与情感脉络之中，使得影片成为

了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画卷。梁园，作为连接过去与现在、

理想与现实的桥梁，不仅见证了高适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文人墨客精神寄托与理想追求的缩影。

影片通过高适的视角，将梁园描绘成一个充满诗意与哲思

的空间，每一次回归，都仿佛是对过往岁月的深情回望，

也是对内心世界的深刻省察。在这里，高适与李白、杜甫

的友情被赋予了超越时代的意义，他们的诗词唱和，不仅

是文学上的交流，更是灵魂深处的共鸣，展现了唐代文人

风骨与家国情怀的交融。而黄鹤楼、长安、扬州等地，不

仅是地理上的坐标，更是文化符号，承载着唐代社会的繁

华与动荡，见证了高适与友人们在不同时期的选择与命运。

每一次的踏上与离开，都是对时代变迁的深刻感知，也是

对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的深刻体悟。特别是潼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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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战与安史之乱，这些历史事件不仅仅是高适人生转折的

关键节点，也是唐朝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影片通过高适

的视角，将这些宏大叙事与个人经历紧密结合，让观众在

感受个体命运起伏的同时，也能深刻体会到历史洪流中个

人力量的渺小与伟大。

“岐王宅里寻常见。”高适 20 岁时一入长安之后，发

现高家在长安早已没落；在岐王府的宴会上向玉真公主表

演，以求机遇。以岐王府宴会为中心，岐王、李龟年、玉

真公主、杜甫、王维、常建、乐伎等一系列人物形象纷纷

出场。在这一情节中，岐王府的宴会成为了文人墨客们交

流思想、展示才华的平台，各种性格鲜明、命运迥异的人

物形象纷纷登场。杜甫与旧友李龟年重逢所作《江南逢李

龟年》、乐伎吟唱李白的《采莲曲》等氛围，塑造了一副

盛唐文人群像。此外，在当时“得意”之势的李白、“失意”

之势的高适、活泼可爱的少年杜甫、清高孤傲的王维等文

人形象的塑造，也深化了观众对人物的理解。

“笑入胡姬酒肆中。”在影片中，当高适于 43 岁之年

再度踏入长安，故事便以繁华的曲江胡姬酒肆为舞台，汇

聚了诸如杜甫、贺知章、张旭、崔宗之、李白等众多盛唐

时期的杰出文人，以及尊贵的汝阳王李琎、文豪李邕、诗

匠王昌龄、边塞诗人岑参和山水田园诗人王维等人物。这

一系列的精彩亮相，灵感源自杜甫于天宝五年后创作的《饮

中八仙歌》，诗中描绘的“八仙”中，有五位人物在影片

中得到了生动的再现，共同勾勒出一幅天宝初年盛唐文人

宴饮游乐、交游往来的壮丽图景。影片精心构建了杜甫创

作《饮中八仙歌》的场景，不仅让观众得以一窥盛唐时期

胡姬乐舞的曼妙与文人诗酒风流的浪漫，还深刻展现了古

典诗歌独有的审美魅力。通过运用诗化的叙述语言和巧妙

的留白与延宕手法，影片成功复原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时空

维度，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亲历那场跨越千年的文学盛宴，

感受那份流淌在字里行间的风雅与不羁。

“将进酒，杯莫停。”影片中对李白《将进酒》一诗

的演绎将情节推向了高潮，营造出了极富浪漫想象的意境

氛围。当李白接受道箓之后，一场盛大的欢宴庆祝活动随

即拉开序幕。在熊熊燃烧的火堆旁，李白、高适、杜甫，

以及李邕、岑参和丹丘生等文人雅士围坐一圈，气氛热烈

非凡，洋溢着豪放不羁的气息。随着李白慷慨激昂地吟诵

起《将进酒》的壮丽诗篇，现场的氛围逐渐攀升至沸点。

就在此时，奇迹般地，一群仙鹤自天际翩翩而降。在众人

的惊叹声中，李白与在座的每一位好友都仿佛被赋予了神

奇的力量，他们纷纷跃上仙鹤的背脊，翱翔于苍穹之上，。

这一幕奇幻的景象与李白那浪漫洒脱的诗歌风格完美契合，

将这场痛饮狂欢的氛围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当李白的

吟诵声渐渐消散于天际，众人也依依不舍地从仙鹤背上落

下，重新回到了地面。此刻，他们每个人都已沉醉其中，

仿佛这场梦幻般的经历将成为他们心中永恒的记忆。《长

安三万里》以其独特的场景符号，构建了一幅跨越时空的

盛唐图景。从灯火阑珊的长安街巷，到诗意盎然的梁园，

再到黄鹤楼的苍茫与胡姬酒肆的繁华，每一个场景都不仅

仅是地理空间的呈现，更是文化符号与情感寄托的载体。

影片通过高适的足迹，将这些场景串联起来，形成了一条

穿越时空的线索，引领观众深入探索唐代文人的精神世界

与家国情怀。这些场景符号，不仅生动再现了盛唐时期的

繁华与动荡，更深刻揭示了文人士大夫在时代变迁中的选

择与坚守。在影片的结尾，当高适再次踏上熟悉的土地，

回望那些曾经见证他成长与蜕变的场景，观众仿佛也能感

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情感共鸣与文化传承。总的来说，《长

安三万里》以其精湛的场景符号运用，为观众呈现了一部

充满诗意与哲思的盛唐史诗。

2. 人物符号

“只要诗在，长安就会在。”随着《长安三万里》剧

情的推进，李白、高适、杜甫、王维、孟浩然、王昌龄、岑参、

张旭、郭子仪、哥舒翰……诸多诗人带着盛世大唐的浪漫

和气度，穿过千载风烟，向观众款款走来。每一位诗人都

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汇聚在长安，尽情挥洒笔墨，或

歌盛世华章，或叹人生百态，或抒壮志豪情，或诉离情别绪，

共同铸就了一段辉煌灿烂、流芳千古的大唐诗坛盛景。

李白和高适，一个少年时期春风得意马蹄疾，一个老

年一腔热血才得以实现。李白自小家境殷实，才情四溢，

洒脱不羁，广交天下群贤。在生活上，李白似乎从来没有

困难，但在内心里，他总是壮志未酬。他出身于商人家庭，

无法科考。父亲离世后李白被两个哥哥赶出家门，大病一场，

无奈成为赘婿却又被人轻视，他的率真和逍遥在“人生得

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历经波折，

李白踏入朝廷，然而正值政治风云变幻之际，又他误站阵

营，终致流放夜郎之悲运。而高适，他没有好的家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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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过人的天资，有的只有一招鲜的技艺、为人处世的老

实、踏踏实实地努力，是一位大器晚成型的选手。“莫愁

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知君”。高适经历了盛唐的荣光，

到安史之乱的沉论，他用实际行动建功立业，让自己在历

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蒋勋说：“少年爱李白

的浪漫，中年知杜甫的忧心。”

杜甫的早期生涯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相对平稳，尽

管他屡次涉足科举仕途却未能如愿登科，但幸运的是，他

出身于一个经济条件宽裕的家庭，这为他提供了物质上的

保障，使他无需为基本生活担忧。在此基础上，杜甫得以

拥有游历四方的机会，遍访名山大川，并且在文学领域内

与诸如李白、高适等杰出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经

历无疑丰富了他的文学素养与人生视野。然而，杜甫的晚

年生活却遭遇了显著的转折，其生活质量大幅下降，这一

变化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安史之乱的爆发。自这场动荡的战

乱伊始，杜甫便被迫踏入了长达数年的流离失所之路，其

生活状态由此陷入了长期的动荡与不安之中。“写诗我喜欢 ,

可是写诗 , 人人都会啊！”杜甫心中藏着壮志未酬，山河未

复的愁绪，创作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羌村》《北征》

《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等诗篇。可即便“南村群童欺我

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的杜甫，最后他依旧是胸怀天下：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有满腔抱负，

却只能任青春逝去，光阴流走。他忧国忧民忧天下，自己

却家人分离，颠沛流离。杜甫心中也有自己的“月亮”，

但满地的“六便士”让他屡屡受挫，人生愈发艰难。对于

杜甫来说，向往中的长安太遥远了，似乎比三万里还要远，

但他记录了一个时代，记录了唐朝的兴衰，将那个时代的

声音、情感与记忆永远地镌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长安三万里》中还展现了一系列其他人物，每一个

人物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书童出现的次

数虽然较多，但相较于同为配角的杜甫、裴十二等人，其

始终是一个笼统的形象。事实上，书童近似一个抽象的人

物符号，他可以是每一个人，间接指代了当下观影的观众。

由此，影片连接了过去和现在，与观众进行了一场深刻的

精神互动，文人精神在过去与现在、虚拟与现实中得到传承。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中的服饰设计每个角色都非常考

究，反映了唐代特有的服饰风格和文化特征。例如，唐代

男子的典型服饰是圆领袍衫和幞头，而女子的服饰则以其

多样性和大胆的用色而著称，如玉真公主的服饰就展现了

唐代女子服饰的雍容华丽之美。此外，不同的人物服饰也

从侧面反映出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影片中，李白身着

一袭洁白长袍，配以紫色小翻领，绣有盛唐流行的宝相花

纹样，这一设计不仅凸显了他超凡脱俗的气质，也象征着

他追求自由、不受世俗束缚的内心世界。李白的服饰选择，

与其“诗仙”形象相得益彰，反映了他虽仕途坎坷，但诗

文传世、名垂青史的不朽命运。玉真公主作为影片中的另

一位重要女性角色，其服饰则尽显皇家的高贵与典雅。玉

真公主的发饰与服饰均经过精心雕琢，高耸的发髻配以镂

空雀鸟簪，橙色服饰与金色项链交相辉映，展现出她身为

皇族成员的尊贵身份与优雅气质。这些服饰细节，不仅是

对唐代皇室服饰文化的准确还原，也从侧面反映了玉真公

主享受着皇家的尊荣与庇护，其命运与皇室紧密相连。高

适的服饰设计则体现了唐代士人的务实与低调。他身着圆

领袍衫，头戴幞头，这一装扮简约而不失庄重，与他脚

踏实地、坚韧不拔的性格特点相呼应。高适通过自身的

努力和坚持，最终实现了建功立业、精忠报国的理想，

其服饰设计也寓意着唐代士人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人生价

值的艰辛历程。裴十二的男装造型同样值得关注。她以

男装示人，不仅展现了唐代女子服饰的多样性和开放性，

也体现了唐代社会对女性束缚较少的时代特征。裴十二

的男装造型，不仅彰显了她的个性与勇气，也为影片增

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反映了唐代女性追求自由与独立

的时代精神。《长安三万里》完美还原了宝相花、花叶纹、

狩猎纹、葡萄纹、球路纹、云纹等传统文祥，展现了东方

美学的魅力。这些服饰设计不仅还原了历史，还展示了中

华文明中的线条之美和纹样的独特魅力，带领观众穿越千

年感受到了锦绣盛唐。

人的一生无论是李白、高适还是店小二，无论政治理

想实现与否，无论才华横溢或是泯然众人，不问来路，不

问归处，每个人都捧着一颗小小的理想之心，尽兴而活。

3. 文化符号

《长安三万里》道出了中华文化的极致浪漫，扑面而

来的是波澜壮阔的“唐代传奇”以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如果大唐是一首诗的话，那当为史诗！”影片深入

探讨了唐代的诗词雅趣，展现了古代文人墨客的独特魅力

与卓越才华。《长安三万里》大量使用诗歌来表达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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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和思想，观众可以欣赏到文人雅士在清风明月间吟诗

唱和、以诗会友的场景，亦或是在闲暇时光中与知己把酒

言欢、品茗论诗的画面。例如，李白作为影片的核心人物，

从“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静谧思乡，到“仰天大

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迈自信，再到“长风破

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壮志未酬，他的每一句诗

都深刻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和人生经历。这些诗词不仅是

对李白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对唐代文学精神的生动体现。

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长安三万里》

还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现代

价值观念与传统文化精髓相衔接、相融合。影片采用了许

多现代动画技术手段，如 CG 动画、3D 建模等，使得场景

和人物形象都得到了精细的刻画，呈现出丰富的光影效果

和色彩层次。它不仅展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更在观众心

中播下了塑造心灵、启迪思考的种子。

“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 ; 向前看，长路漫漫亦灿灿 ;

抬头看，万里明灯照人间；低头看，脚下黄土千年绵；入

心看，满腔热血为国燃。“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每个人

都是其中的一部分。”《长安三万里》不仅是一部视觉盛宴，

更是一部引人深思的历史巨作。影片通过描绘历史事件和

人物命运，探讨了关于权力、忠诚、爱情和生命的永恒主题。

它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历史，更让观众反思现代社会中的许

多问题，带给观众无尽的思考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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