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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大佛普拉斯》，主要讲述了两个生活在社会底层

的小人物，因为偷窥上层人的行车记录仪，莫名被卷入一起

政权黑幕与色欲交织的谋杀案，因此引发了的一系列纷扰的

故事。导演黄信尧用现实主义手法， 通过间离性的叙述方式，

打破了电影的传统造梦机制；以独特的色彩叙事方式，展现

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渲染了剧情的氛围，表达了人物的内心

活动，深入挖掘了台湾底层人民的生活；以关键性的叙事道具，

突出了窥视的欲望与机制，聚集在现实阶级的社会图景上，

描绘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具有深刻的悲剧意蕴。

1. 间离性叙事

间离性叙事是指让受众看戏，但并不融入剧情，是德国

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提出和倡导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戏剧理

论，又被称“陌生化”效果。它的基本含义是利用艺术方法

把平常的事变得不平常，揭示事物的因果关系，暴露事物的

矛盾性质，使人们认识改变现实的可能性。

作为叙事方法的一种，它主要有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

演员与角色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将二者融合为一，

演员要高于角色、驾驭角色、表演角色；以及剧本中的色彩

画面和道具设计，都应与戏剧本身有所隔离，使受众把荧幕

上的剧情与现实区分开来，消除“共鸣”。

2. 色彩叙事

色彩是一种最直观的间离叙事的呈现方式，电影《大佛

普拉斯》通过黑白色调与彩色色调的交叉运用，展现了台湾

社会的生活样貌。

显而易见的是，在《大佛普拉斯》的影像世界中，穷人

的世界是黑白的，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为了基本的生存在泥沼

中挣扎，仅仅只是为了活着。在影片中，肚财说“男人骑什

么粉红色的电动车”，在以幽默的口吻吸引观众的注意力的

同时，电动车由黑白逐渐变为粉红色，导演刻意将土豆骑的

那辆摩托车的颜色暴露出来，突然间色彩的闯入，不仅是为

了制造反差的调侃，增加影片的趣味性和深度感，更是提醒，

是观众适应了黑白色调后的一次提醒，二次强调色彩的间离

效果。

影片中，导演借肚财之口说出“有钱人的世界果然是彩

色的”，将黑白和彩色作为阶层分隔的界限，通过画面影像

表达出来，人为的塑造了一种二元对立的阶级意识。上层社

会的人追求浮华奢侈的生活，看似梦幻多姿的彩色生活，其

背后是无尽的虚妄和不堪的犯罪。虽然行车记录仪里的世界

是彩色的，但在导演镜头下，黄启文纸醉金迷的生活仍然是

黑白的，副议员的办公室也是黑白的，这与肚财的想象有所

偏差。因为行车记录仪里的世界，虽然是富人的视角，但画

面只是行驶的道路，富人生活的真正面貌，也只是底层视角

的想象。

两种色调的对比，呈现的是不同阶层的不同人生，是底

层人对于美好生活以及精神乐趣的渴望，与上层人泡温泉、

消费女性、开豪车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手法不仅

打破了电影叙事的梦幻效果，还以调侃的话语冲淡了受众对

底层人生活的过分同情，从而使受众以相对平等的态度，更

加理性的立场来看待各个社会阶层。

3. 叙事视角

电影《大佛普拉斯》利用叙述人的全知视角，即独有的

导演视角，迅速冲破了受众与故事之中的“第四面墙”，从

而使受众产生独特的陌生化与间离感。

影片的片头就引入了创作者角色化的议程设置，即在影

片中以旁白的形式直接与受众进行对话。例如影片开头的一

段旁白：“在电影的放映过程中，我会三不五时出来讲几句话，

宣传一下个人的理念，顺便解释剧情，请大家慢慢看，就先

不打扰，需要的时候我才会再出来。”电影正是利用叙述人

的全知视角和恰到好处的导演旁白进行影响叙事，阻断受众

感情的注入，把观影者从特定的叙事情境中抽离出来，摆脱

影片叙事的幻觉，使其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影片中发生的所

有事件进行理性的反思。叙述人的全知视角，像是高举的聚

光灯，使影片中的每个人物都处于一种被俯视和控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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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清晰明了，无所遁形，营造了一种荒诞、

戏谑、无奈和悲凉的氛围。

电影《大佛普拉斯》利用叙述人的全知视角，将受众放

置在通过旁白建构的话语空间之中，引领受众始终以理性的

态度参与叙事，并站在历史道德审判的立场上表明，即便是

作为精神信仰的宗教，也已无法拉近阶级分裂的鸿沟，进一

步揭露了资本与政治暗中勾结的丑态。

4. 监控叙事

在近几年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中，尤其是以犯罪片为

主，逐渐将视频监控、停车记录仪、手机直播界面等带入电

影叙事中，从而使“监控”这种依附于电影时空叙事之外的

视频画面，成为一种独特的叙事手段。

《大佛普拉斯》中涉及电视、行车记录仪、电影，不同

媒介的视觉权力关系。底层透过一台行车记录仪，窥探着上

层的生活，反之上层亦将底层的生活掌控得一览无余，这种

双向的窥探在平行空间中进行着，如镜像的故事展开了双重

的叙事，这种由双向窥探形成的阶级的屏障也是间离感的来

源。小人物的窥探是一种媒介的观看行为，和受众观看电影

的行为类似，会情不自禁地站在被观看者的位置，暂时性地

成为对方，以自己的立场想象他者的行为。因此所有对于权

力和情色的评论，如肚财嘲讽黄启文对政客低三下四的两副

嘴脸时，难免展露其阶级的局限性，成为想象和现实的一道

无形的墙。而上层对底层的窥探，则是一种权威性的俯视，

在不平等的地位中展现自己的优越感。黄启文多年来第一次

走进菜埔的保安室，嘴上关心着菜埔患病的母亲和年久失修

漏雨的房间，实则是在威胁，菜埔之前因偷看行车记录仪见

过黄启文的假发，现在黄启文再次在菜埔面前摘下假发，让

菜埔看到黄启文自己真正的样子。在菜埔低头不敢与黄启文

对视时，黄启文却可以肆无忌惮的扫视，将权力的不对等赤

裸裸展现出来。

由窥探产生的叙事，形成了一种“不存在的在场”叙事，

建构了电影文本的另一个叙事层。在电影《大佛普拉斯》中，

行车记录仪作为关键性的叙事道具，经由行车记录仪的媒介

属性串联故事的几个关键人物，从而促成底层与底层之间的

联动，以及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之间的对话，电影的叙事也

因此得以推进。

片中黄启文的人物性格以及他与叶女士等人的关系，都

是从偷窥者的眼中建构起来的。在行车记录仪的影像中，我

们可以拼凑起一个完整的故事线索，却有一种第三者观看的

疏离感。如黄启文与 Gucci 车震的场景，前后出现了两次，

而出现在被窥探的场景中时，画面呈现的不仅仅是一对寻欢

作乐的男女，而是附加上了复杂社会关系和人物心理的行为。

受众如一个全知者的身份，观看着这场闹剧的发生，揭示了

社会底层民众苟且的现实生存境遇。通过行车记录仪的录音，

肚财同菜埔仿佛看到了黄启文与女大学生的车内交易，见证

了黄启文的凶杀经过。一系列的影像呈现，尽管没有具体直

接的图像展示，但立体环绕的声音再现补偿了影像的缺失。

肚财、菜埔，通过对声音信息的解码与再编，从而实现了对

有钱人生活的窥私欲满足，受众也对有钱人的生活有了既定

的审美期待和建构已久的文化想象。

在《大佛普拉斯》中，叙事视角，色彩叙事，监控叙事

等叙事手法的呈现，将围绕于传统叙事电影周围营造幻觉的

重要基础——“第四面墙”打破。将经典电影原则中一直隐

藏的“摄像机”暴露于观众面前，以强有力的间离性叙事方

式将受众置于电影之外，从而形成冷察静观的观影体验。间

离性叙事的意义在于：让受众对所描绘的事件，保持中立的

立场，调动观众的主观能动性，促使其进行冷静、理性的思

考，打破“第四面墙”所营造的幻觉，从而让受众从幻觉中

抽离回到现实。不管是在叙事手法还是叙事技巧上，电影《大

佛普拉斯》都没有给受众营造一种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反而

借以理性的画面来揭示社会现实的本质，为观众呈现了底层

人物的生活境况与心理状态，并以此引发受众对底层人物的

关注和对现实社会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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