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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晚秋》的文学表现手法
■廖白玲 (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由韩国导演金泰勇执导的文艺片《晚秋》自上映以来广受好评。《晚秋》在叙事过程中糅入文学的元

素，灵活运用对比、重复、隐喻等手法呈现出一段刹那即是永恒的感人恋情。精巧雅致的文学表现手法在刻画人

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深化主题意蕴以及渲染情绪和营造氛围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晚秋》因而富有强烈

的艺术气息和审美张力，诱使观众在光影的谐韵中纵情想象、感知和体验生命的颤动。
［关键词］ 《晚秋》; 文学; 表现手法

由韩国导演金泰勇执导的文艺片《晚秋》讲述了一对

边缘男女在短短的三天内从相识到相爱再到别离的过程。
影片自上映以来广受好评，导演的才华、演员的演技和票

房号召力无疑是它成功的重要原因。然而电影终归是一门

叙事的艺术，与文学创作有许多共通之处，《晚秋》的魅力

还得益于其精巧雅致的文学表现手法: 对比、重复、隐喻。
对比法主要用于刻画人物形象，而意象的重复有助于推动

情节、深化主题，隐喻的手法则在渲染情绪及营造氛围方

面效果甚佳。电影的叙事中糅合了文学元素，《晚秋》因而

赋有强烈的艺术气息和审美张力，以一段短暂而永恒的爱

情拨动人们的心弦。

一、对比———揭去冷漠的面纱

主人公安娜的形象塑造，主要通过一系列对照比较来

进行。安娜因杀夫罪被判入狱，七年后获准三天的特别假

期，回西雅图参加母亲的葬礼。对比片头中失魂落魄、慌

乱恐惧的样子，我们看到服刑七年后的安娜发生了巨大变

化。在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时，她只沉沉地说了一句“知

道了”，淡然的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七年的监狱生涯磨

蚀了青春，掏空了灵魂，此时的安娜意冷心灰，似乎早已

习惯了悲伤。
旅途中形单影只的安娜，跨进家门看到的是济济一堂

的亲人。然而亲人不亲，尴尬的寒暄、微妙的气氛、故作

轻松的玩笑越发衬托出安娜的孤立处境。七年光阴世事变

迁，亲戚家小孩天真的面孔诉说着生命的喜悦，青梅竹马

的昔日恋人也已拖家带口，只有她两手空空，唯寂寞相随。
这些强烈的比照透过安娜的视角展现，使观众在不知不觉

中和她站到同一立场，与她的孤独、落寞、失意产生共鸣。
相比念念不忘卖房子分家产而将母亲墓碑上的生辰日

期弄错的哥哥，和那个不顾场合吵吵闹闹的姐姐，沦为囚

徒的安娜反而与母亲更贴心。离开监狱的第一夜，安娜在

长途巴士上彻夜不眠地用地图叠着幼时母亲教会的折纸，

作为献给母亲最后的礼物; 第二夜，安娜来到母亲的灵柩

旁和她聊天，就像她仍然活着，孤苦无依的悲凉心境和对

母亲的歉疚之情溢于言表，弑夫的安娜似乎并非嗜血无情。
此外，影片开头与结尾安娜两次走出监狱的模样也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一次走出监狱时安娜穿着一件驼色的

长风衣，厚厚的围巾包裹着她内心的封闭和孤独。电影接

近尾声时，最终出狱的安娜身着短装和白裙，这预示着她

将敞开自我，勇敢地走出过去的阴霾，因为勋带来的温暖

和希望，令她有勇气去刷新人生。

二、重复———由意象串联情缘

约瑟夫·弗兰克在论述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时认为，

重复的意象能使文本取得连续的参照和前后参照，从而结

成一个整体。［1］这一观点对电影叙事同样适用。《晚秋》中

一些重要意象重复出现，使故事产生连贯性，有效地推动

情节并深化主题。
巴士、巴士站、纸币、手表等意象在影片中反复出现，

与男女主人公三天里的三次相遇紧密关联，成为情节发展

的一条明线，维系着安娜与勋的浪漫情缘。
安娜与勋初次相遇在开往西雅图的长途巴士上。被人

追赶的勋在匆忙中登上巴士，因现金不够而向安娜借得 30
元车费。勋对冷漠中透出倔强的安娜产生好奇，坚持以手

表作为抵押，并强行为她戴上，声称还钱时再收回手表。
而在安娜看来，红尘俗世中一切喜怒哀乐都与己无关，面

对勋的搭讪，她一句“you don't need to pay me back”冷冷

地拒之于千里之外，又决绝地将勋的名片随手扔进垃圾桶，

此时勋在安娜眼中无异于一个擦肩而过的路人。
巴士站的重逢使两人的命运再次交结。安娜无视勋递

来的纸币，却试图通过肉体的欢娱来抗争丧失自由的命运，

但陌生的激情无法抚慰她伤痛的心灵。安娜的冷傲孤凄使

勋产生莫名的触动和怜惜，他好心相伴，耐心倾听，两个

孤独的灵魂慢慢靠近，情愫渐生。勋在不得不离开时拒绝

了安娜递来的纸币，并再次将手表戴在她的腕上，暗示 30
分钟后旅馆再见，可当勋匆匆赶到时安娜已经离开，留下

了手表。刚刚萌芽的爱情有如行将断线的风筝，牵动着观

众起起落落的心。
凭着一份牵挂，勋找回了安娜。两人又来到巴士站，

分别的时刻来临，安娜必须搭乘返回监狱的巴士。勋微笑

着冲车里挥手告别，掏出一张纸币示意这份情缘将永存于

心，而安娜坚决不看窗外，不许自己对爱情有奢望。影片

满足了观众的期待，勋再次出现在巴士上，像陌生人一样

与安娜搭讪，此刻安娜心中的冰山终于融化，两人开始愉

快地交谈，就像人生从未有过坎坷和悲伤。可惜途中小憩

的安娜从梦中醒来不见了勋的影踪，只有留在腕上的手表

成为永远的纪念。
假如说上述意象的重复勾勒出了安娜与勋的情感轨迹，

那么对“笑”这个意象的强调和重复则为这段 “偶遇之

恋”添上画龙点睛的一笔。踱步在西雅图夜晚的街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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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问勋为何当时选择向自 己 借 钱，勋 回 答 “Because you
were smiling”，但安娜矢口否认自己笑了。其实安娜究竟有

没有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勋眼中她是含笑的，“笑”串

联起两人的缘分。葬礼过后，安娜的初恋男友王晶与人谈

笑风生令她心生不快，席间他道貌岸然、自私虚伪的嘴脸

更激起 勋 的 愤 慨。勋 对 王 晶 的 警 告——— “Don't smile． I
don't like your smile． From now on，you smile，you die”———
虽粗鲁蛮横却大快人心，流露出他保护安娜的冲动。影片

结尾，安娜在当初约定的 Keystone Café 静静等待勋的到来，

可惜勋一直没有出现，她只能对着空气说出那句或许已在

心里练习了千百遍的话: “Hey，It's been a long time．”虽然

勋的诺言未能实现，可安娜脸上仍然绽放出柔情的微笑，

感谢他曾走过身旁。
除推动情节，意象的重复还有助于深化主题。《晚秋》

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是镜子。作为一种意蕴丰富的电

影语言，镜子“是人生悲剧的冷漠而严峻的目击者”［2］46。
观众不难发现，勋对形象十分在意，他多次对着玻璃窗或

镜子摆弄那略带朋克风格的头发，帅气的表象不仅暗示了

他不同寻常的职业和轻浮不羁的生活方式，还在更深层面

上影射出现代社会权力关系对身体的操控。在陌生而残酷

的生存环境中，勋当初来美国开餐馆的理想早已灰飞烟灭，

镜中展示的正是这位韩国青年被驯服的身体。同样令人难

忘的是安娜的“对镜贴花黄”。当安娜身着长裙在服饰店的

试衣镜前旋转一圈时，我们看到了她过去的优雅，也看到

了她心底对美好生活的依稀向往，但监狱方面的突然来电

使她意识到自己仍然是囚犯编号 2537，美丽不属于一个随

时可能被通缉追捕的人，于是刚买的衣裙被丢弃在公厕，

镜子映照出她复归暗淡的身影。
无论是勋的 “搔首弄姿”还是安娜的 “拒绝美丽”，

都是权力机制在人身体上刻下的规训与惩罚的烙印，借用

福柯的话，“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 ( 身体) ，干预它，给它

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

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3］。镜子这个微妙意象的一再重

复联结着安娜与勋相似的悲剧命运，折射出影片对卑微的

个体生命的人道主义审视。

三、隐喻———叩问言外之音、画中深意

隐喻是将表面毫无关联的事物联系到一起，进行隐藏

的比较。《晚秋》中隐喻手法比比皆是，在渲染情绪、营造

氛围方面效果突出。
隐喻存在于影片的对话中。例如，勋与王晶在就餐时

发生肢体冲突，勋的解释是王晶用了他的叉子且不道歉。
面对这个荒谬的理由，安娜出人意料地质问王晶: “Why do
you use his fork? It's his fork，not yours…Why!”这是典型的

文学性对话，话说一半，默默无言都包含在隐喻中。“用别

人的叉子”一说实为斥责王晶起初背叛爱情而后又破坏婚

姻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听到王晶七年来的第一次道歉，坚

强的安娜终于情绪失控，歇斯底里地痛哭起来，心中的委

屈苦楚在隐喻性的言语中得到宣泄。
安娜与勋坐在碰碰车上观看室外一对貌似情侣的男女

并为其“配音”的桥段颇为有趣，而紧随其后亦真亦幻的

画面则极具隐喻性: “情侣”在各自离去后忽又出现在一条

传送带上，一前一后朝同一个方向不停地走着，有好几次

男人几乎赶上了女人，但似乎受某种无形力量的掌控，两

人永远无法并行，这个场景隐喻安娜与勋最终分离的命运，

营造出一种伤感的氛围; “情侣”翩翩起舞，当悱恻缠绵的

舞者曲终慢慢飞离视线时，银幕上突然出现安娜发足狂奔

的画面———奔向初恋时约会的地点。此处，影片通过蒙太

奇手法，将舞者的飘飞和安娜的狂奔两幅画面并列呈现，

这种并列使观众产生心理冲击，从而达到隐喻的效果。［2］70

安娜的奔跑像是要追回如泡沫般消逝的纯真初恋，又仿佛

是为了逃离过去的阴影，此中深意耐人寻味。
最后，影片的背景画面充满隐喻性。
故事主要发生在多雨常阴的西雅图。异国他乡的阴雨

绵绵营造了一种萧瑟的氛围，凸显了人物的边缘化和孤独

感。雨的隐喻功能在旅馆的一场戏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在

安娜突然拒绝激情后，勋拉开窗帘看到外面正下着大雨，

此时雨水不但渲染出主人公滞郁低落的心情，还有更深一

层的含义，雨水的冲刷意味着心灵的净化，望着窗外晶莹

剔透的雨滴，习惯了声色犬马的勋或许开始反思自己乱糟

糟的人生。
和雨水相对应的隐喻性背景是阳光。经过旅馆的尴尬

后，本性善良的勋装作熟悉西雅图的样子，提出陪伴安娜

游玩一日，以使她走出封闭的自我。一时雨过天晴，阴冷

潮湿的西雅图也变得明媚鲜活起来。银幕上出现了安娜的

面部特写，她闭上眼睛沉浸在窗外照进来的一缕阳光中，

这一幕喻指陌生的勋像阳光般为安娜带来了温暖和希望，

但另一方面，因西雅图的阳光太过短暂，它又隐喻安娜与

勋逃不过命运的作弄，美好的爱情转瞬即逝。
大雾中安娜与勋在河边深情拥吻的画面唯美动人，但

大雾带给人虚幻缥缈的感觉，隐喻此刻的甜蜜只是好梦一

场，这段情终将随河水流逝。两年后出狱的安娜重回故

地，人无觅处，只有河中残留的水纹依旧，丢失的爱，恐

怕只愿来生。正如影片标题“晚秋”本身的寓意: 美丽的

真爱来得太迟，只好在萧瑟清寒的深秋独饮那份怅然和

无奈。

四、结 语

凄美的爱情悲剧让人无限唏嘘，然而三天可以浓缩一

生，刹那即是永恒! 我们不妨记住影片中那位西雅图游览

车司机的话，人生美好的时光只是一瞬间，何不敞开心扉，

尽情享受雨雾来临前的阳光? 对比、重复、隐喻等文学表

现手法赋予《晚秋》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诱使观众在光影

的谐韵中纵情想象、感知和体验生命的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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