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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空间的塑造对电影叙事策略的扩展、主题思想的表

达、结构形式的创新都起到了不可言喻的作用，在推动

导演创作与提升观众审美之间起着重要意义。在空间转

向思潮的背景下空间美学已成为各类影片电影语言表达

的重要方式，其中，封闭空间在恐怖电影中的应用是构

建恐怖电影空间美学的主要部分。好莱坞作为恐怖电影

最早的产地之一，发展至今，不管是在艺术表达还是操

作范式上，仍然值得借鉴和学习。对恐怖电影这一具有

明显特征的类型电影的研究，可以为空间美学的学习添

砖加瓦。

一、封闭空间的形态分析

（一）封闭的概念

封闭空间在电影空间环境中的应用很为常见，但却

很少被注意到。封闭空间主要指人物的视野被空间层次

内容部分或全部的遮挡，总体上形成一种阴暗、狭小的

空间效果，使人的内心和意识产生一种压抑、悲愤的视

觉感受和心理投射。斯蒂芬·金认为封闭空间是恐惧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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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象之一。诸多的恐怖元素中，封闭空间作为一种特

殊的元素已经成为诸多导演的独特爱好，出现在越来越

多的恐怖电影创作中，经典恐怖电影《闪灵》山顶上的

高级酒店、《禁闭岛》孤岛疗养院到《女巫布莱尔》中的

森林、《电锯惊魂》里的小房屋，这些封闭性的空间在电

影中将观众紧紧地封闭在充满叙事的影像空间中，负载

深刻含义的影像符号，构建起一种封闭空间的观影秩序，

通过视听语言的方式，形成特殊的影像效果。

（二）封闭空间的多元划分

从电影封闭空间本体入手，本文将封闭空间分成两

个维度。首先封闭空间作为影片里叙事空间的一种类型，

具有情感性、伦理性，电影情节、故事矛盾点、发展的

过程都在封闭性的叙事空间内进行。故事发生的多数场

景大频率都在这一空间完成，影片中人物的性格、际遇、

命运都与该空间密切相关，与故事的叙事完成也是丝丝

入扣。其次封闭空间还是电影外的观影空间，具有实体

性、物质性，也就是影院，影院是因观影活动暂时形成

的空间环境，作为观众带入电影的主要场所，封闭的环

境隔绝影院之外的一切干扰，使观众深度沉浸到电影中

的封闭叙事空间内。

二、物质封闭空间的造型构建

列斐伏尔在《空间生产》中提出“社会空间”概念，

他认为“社会空间是与社会生活隐秘的一面相联系的、

复杂的符号体系，散布在伴随着它的形象和象征中的空

间”。人的交流沟通、生活实践形成社会，由此产生出各

类社会关系，所以空间自然而然地具备了社会属性。物

质空间则是社会空间具象化的体现。电影文本将物质空

间特征以具象化的方式显现出来，好莱坞恐怖电影的关

键性操作在于以视听奇观为载体，将多种文化元素植入

其中，通过造型来包装电影，通过电影来承载文化，来

增强其普适性。

在类型电影研究中，西部片中的物质空间是群山峭

壁中的小酒馆；歌舞片中的物质空间在金碧辉煌的舞台

上；而在恐怖电影中往往会出现阴森的森林、偏远的村

落、昏暗的古堡以及诡异的老宅等这些物质空间，通过

这些物质封闭空间的塑造使观众产生压抑的感觉，突出

恐怖氛围。

（一）绝对与相对的封闭空间

绝对封闭性是指，在封闭空间中的施暴人物与受暴

人物的行为与行动都会受到特定环境的限制，并且这个

空间与外部始终有着某种绝对割裂的情形。受害者无法

请求援救，施暴者无法受到制裁。比如影片《1408 幻影

凶间》中海豚酒店出现幽灵的 1408 号房间片段，当主人

公走进屋子后房门猛地紧闭，顿时形成了一个封闭空间。

而无论主人公如何挣扎求救，破坏门锁或是爬窗户、爬

通风口都无法突破这个绝对的封闭空间。

相对开放性是指，在封闭空间的造型设计环节，有

且只有一个可以与外界产生关联的节点。这个节点可以

是隐形的，如受害者或施暴者极度渴望逃命或逃走的心

理诉求，如《女巫布莱尔》受害者迫切想要走出森林的

心理诉求；也可以是可视的，如《电锯惊魂》中的施暴

者——杀人狂魔给出利于逃跑的钥匙、解药等逃命通关

工具；更可以是多个元素的相互增加。恐怖电影中最关

键的恐怖指数也因为这些“开放性”的存在而倍速剧增。

需要强调的是，恐怖电影中的封闭空间造型的绝对

封闭性和相对开放性是相互融合，以统一体的形态存在

于电影文本中，共同作用于效果显著的封闭空间，从而

强调、渲染、增加恐怖氛围。

（二）“有质感”的封闭空间

质感可以理解为：物质内在质地构造的外在表现，

包括物体表面的视觉或触觉特征。恐怖影片中，各种物

质封闭空间造型的构建都是由不同类的材质组接而成，

在形成各类影响风格的同时，质感作为一种独特的表现

手段，也冲刷了观众的观影感知。影片《电锯惊魂》中，

杀手的施暴空间就被赋予了质感的存在：封闭的小屋内，

破烂不堪的墙壁，过时破旧的桌椅以及被腐蚀了的金属

架子，这些充满“质感”的材料，一方面展现出了杀人

狂施暴环境的破败荒芜，令观众产生担忧与不适，另一

方面更是从质感封闭空间的塑造中揭露了杀人狂疯狂、

偏激、阴郁的内在心理特征。

三、精神封闭空间的美学建构

精神空间来源于欲望与满足之间在实现过程中的延

迟或延宕，而时间上的延迟导致了空间上的开拓，即加

深了这种距离。将这种内化距离缩短的方式一种是人外

在的行动，另一种是情感、意志与理智的互相妥协，即

道德的塑造。所以，精神空间与道德相关，人对精神空

间的塑造就是对理智与情感的培养。

封闭空间在恐怖电影中作为电影主要的叙事空间，

除了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点环境、生存空间等外在物质空

间，更多的是通过精神封闭空间呈现出鲜明的空间美学

倾向，表现和丰盈本我的欲望，展现和彰显个体的情感

和意志，对影片中主人公的塑造、隐喻性的表达以及人

性心理有重要的构建作用。空间美学的批评利于引导观

众关注电影的内在，反思社会现实中人的精神空间场域

问题。

（一）唤醒本我，塑造“囚徒”样态主人公

根据弗洛伊德关于“本我、自我以及超我”人格结

构的划分，可以分析在精神封闭空间中人物形象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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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的。其中的“本我”所遵循的是“快乐原则”，本

能和欲望有着强烈的冲动。在恐怖电影中，精神封闭空

间如“牢笼”般幽闭的形态，使影片中主人公被迫形成

“囚徒”，困于精神囚牢。在这种极端隔阂的环境中，人

物的“本我”被唤醒，内心欲望不断膨胀，脱离道德的

束缚。每个人的内心形成一种幽闭的空间，这种空间被

封闭，呼喊得不到回应，恐惧感也会上升，绝望与扭曲

的状态形成。《闪灵》中的主人公杰克·托兰斯获得酒店

看守员工作时便进入了一个封闭的空间，进入封闭空间

后意味着暂时摆脱了现有的社会秩序，这种外表上的封

闭空间的束缚和压迫为人物内在的精神空间压抑带来改

变。影片中，主人公“从借助扔球来发泄欲望——变成

侮辱家人——到最后幻想杀掉妻子和孩子泄欲”，精神上

的压抑转化为暴力杀戮。杰克·托兰斯在不断的释放人格

中的本我，将欲望放大到最大化，在封闭空间中成为犯

罪的“囚徒”。

（二）符号集群，戏剧性的隐喻与表达

马尔丹指出：“用两幅画面的衔接表达的是隐喻，用

蕴藏在一幅画面内部取得意义的就是象征”。在影片具有

符号化的画面上，呈现出对叙事的象征化喻指。

在恐怖电影中，恐怖氛围的产生也不仅仅是通过紧

张压抑的空间环境和极端冷酷的感性情绪来营造的，在

这些观众可以看到的表象的背后，影片中主人公在精神

封闭空间的变化，才是推动剧情的发展的内在动因，同

时也揭晓着悬念。在一次次情节的变化与反转中形成叙

事结构的变动，通过隐喻功能推动情节发展。德国导演

茂瑙在其 1922 年创作的《诺斯法拉图》中使用了古堡这

一符号意象，在之后出现的《夜访吸血鬼》《黑夜传说》

《吸血鬼杜拉斯》等影片中，以吸血鬼为中心，古堡为

封闭空间的，并融入棺材、斗篷、蝙蝠、鲜血等元素，

共同组成了吸血鬼符号集群，扮演着重要且独特的表意

功能。

（三）精神焦虑，现代性的心理围笼

在精神封闭空间中，人物面临的困境不是具象化的

物质，而是来自个人或他者的精神困难和阻碍。精神封

闭空间的出口难寻边际，常常令人感受到心理空间与现

实生活的割裂，最终迷失其中，形成心理围笼，无法自

救。恐怖电影中的精神封闭空间的产生通常也可以在现

实生活中找到对应，精神中的围困与现代人们心理的真

实焦虑形成内在与外在的呼应。精神焦虑的原因也是多

种多样的，原生家庭问题、社会压力、童年创伤、不公

待遇都有可能成为精神紧张、精神焦虑的源头。

《致命 ID》中，这十个被困在小镇中互相杀戮的人，

都有着特殊的身份，他们与麦肯的不同人格有着呼应，

十个人格各有不同的身份，也各有出处。小孩人格的出

现是最冰冷、最邪恶的，也是让人感到最意外的，这个

邪恶人格出现展示出麦肯来自童年的不幸，伴随小男孩

父母也可以看出他内心深处对于亲情的渴望。而无所事

事的混混和生活随意的妓女则展现出麦肯父母对其幼年

时造成的伤害，父母关爱与家庭教育的缺失，使麦肯变

得极为敏感多疑，缺乏责任感、同理心，这些幼年时期

的经历是导致麦肯走向邪恶的关键。假警察的人格更是

是这个邪恶人格成人化的呈现。麦肯对现实生活的看法

与态度，包括社会对他的伤害以及他对于社会的不满与

厌恶都映射在女明星自利、冷漠和庸俗的性格中。与前

面讲到的阴暗的心理围困相反，司机则代表着麦肯思想

的光明一面，是对“本我”的最终约束，但这一面最后

并未获得胜利。后来，小孩杀了妓女，用弑母的形式占

领麦肯的心境。影片中人物的心理、欲望、理性、感情

等内在变化通过精神空间呈现出来，在叙事进程中对其

进行透视和观照，从而反观现实社会中的弊病及人自身

的精神状态，进行深刻反思。

四、结束语

恐怖电影以其特有的艺术特点与文化价值早已被观

众所喜爱，其中的封闭空间美学研究越来越受大众关注。

封闭空间是恐惧的载体，也是观众产生心里恐慌的原因

之一，通过图像和隐喻等美学方式来表达其象征意义和

文化意义。封闭空间给人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刺激，

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冲击与震撼，从而使人们获得了全新的

观看体验。它使受众摆脱在现实社会中被抛弃的压力，对

考察每一个语境中所产生的社会问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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