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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安德烈•巴赞的《电影是什么？》一书入手，分

析安德烈•巴赞关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思想火花，从中解读与

感悟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魅力。

关键词：安德烈•巴赞；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  

从《电影是什么？》的前言，本书的翻译者崔君衍先生与该

书的结缘读起，了解到在译者眼中的安德烈•巴赞的思想，给我

大的感触就是真实二字，安德烈•巴赞想在现实生活与虚拟场

景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那就是他眼中电影应有的模样。他

所倡导的电影，应该是能够再现现实意念，具有真实的美感的升

华，具有教化精神，能让观影者变得高尚的媒介。他倡导真实，

但是具有思辨精神，了解电影不可能完全再现真实原貌，于是追

求现实主义；他的现实主义是升华的现实，而不是记录现实，或

者新闻理论中的客观真实。而 接近他理想的，莫过于意大利新

现实主义电影了。

一、关于背景
结合《电影是什么？》与相关的专著材料，意大利新现实主

义主义电影是在二战结束前后出现的，一出现，就让人们对其独

特风格颇为惊叹。然而现实主义并不是意大利电影的独创，安德

烈•巴赞在书中提到，这是“复兴”，而人们由于对意大利电影

知之甚少，因而误以为是“奇迹”。意大利电影成功的原因不仅

是“解放时期以及这一时期意大利的社会、道德、经济形态对电

影生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还有电影中理性的思辨以及影评与

导演工作之间的联系，还有意大利法西斯对艺术多元化一定程度

上的允许，以及重视电影，甚至举办了威尼斯电影节这样的国际

电影节。墨索里尼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还建立了“电影城”，用

以与好莱坞抗衡。自1936年到1945年，意大利电影有三种样式。

一是狂热地为法西斯黩武主义作宣传的“宣传片”，如《白色的

船》是通过一艘医疗船上伤兵的经历颂扬当时侵略阿比让的意大

利士兵的“英勇”行为。二是在臆造、虚构的基础上，表现资产

阶级爱情纠葛的“白色电话片”，由于这类影片的背景都有象征

豪华与富有的白色电话而得名。三是拘泥于形式的“书法派”影

片，这类影片对拍摄形式的精细要求就像对待书法一样，如《理

想主义者约克》中，作者对待形式的讲究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

度，如对背景的窗帘和妇女的长裙应有多少个褶都有精确的要

求。所以当时法西斯意大利的电影是完全脱离现实和社会，其程

度甚至超过好莱坞电影。 有识的意大利的导演们，不满于这样

荒诞影片的拍摄，于是在拍摄的间隙，巧妙地制作了现实题材的

电影，因此，同一个导演的不同作品可能风格迥异。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真正开始是在1945年，即罗西里尼拍

出《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的那一年。从1945年到1950年新现

实主义电影的全部特点逐渐形成，并体现在一系列优秀影片中，

这些影片有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1945）、

《游击队》（1946）、《德意志零年》（1947）、德•西卡的

《偷自行车的人》（1949）、《温别尔托•Ｄ》（1951）、《米

兰的奇迹》（1950）、德•桑蒂斯的《罗马１１时》（1951）、

《悲惨的追逐》（1947）、《橄榄树下无和平》（1949），维斯

康蒂的《大地在波动》（1947）等。 

二、关于安德烈•巴赞眼中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
安德烈•巴赞在书中提到：“请你告诉我，当你看完一部意

大利影片走出影院时，你是否感到自己高尚些，你是否强烈希望

改变事物的秩序？”“在一个已然经受和现在仍然经受着恐怖和

仇恨困扰的世界中，几乎再也看不到对现实本身的热爱之情，现

实只是作为政治的象征，或者被否定，或者得到维护，在这个世

界中，唯有意大利电影在它所描写的时代中拯救着一种革命人道

主义。”巴赞在书中多次强调，“人道主义”是意大利电影中

重要的价值，在上面的两段原文摘录中可见一斑，他认为电影可

以通过自身的教化功能、感召力促使人们关注社会现实从而改变

世界。这也是他推崇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 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他看来，“新现实主义”首先就是一种人道主义，其次才是一

种导演风格。在动荡的社会，法西斯恶势力的侵袭下，他希望电

影可以成为“高尚” 后的避难所。

除了电影的教化功能，巴赞还注意到很多细节在实践中的

运用情况，职业演员与非职业演员的混用就是其中之一。他举了

《罗马，不设防城市》、《擦鞋童》、《游击队》和《特鲁埃尔

山》等影片为例，说明其中的主要演员，或者配角演员并非都是

职业的演员，在专业与非专业间穿插，非专业演员演自己的社会

角色，专业演员则利用非专业演员营造的真实气氛，更好地演绎

自己的角色。巴赞认为这样选择演员的方式不是新现实主义流派

的电影首创，但是他们肯定了这样的规律。不仅如此，巴赞辩证

地看待这个规律，他提到：“混合物的化学平衡状态必然是不稳

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混用方法暂时解决的美学难题注定

会浮现：或依赖明星，或拍摄无演员的纪录片。”混用演员有其

缺陷，观众眼中对特定演员角色的定型造成混用演员的障碍。

巴赞强调，现实主义同样具有深刻的审美性，而不是毫无美

感可言的，“在艺术创作中，写实和虚构都是艺术家个人独有的

权利，在文学或电影的网中，现实的血肉并不比 离奇的幻想更

容易把握。”他认为，意大利电影的现实主义与苏联的“现实主

义”影片相同，“绝对没有导致美学的倒退，相反它推动着表现

手段的进步、电影语言的胜利演进和电影语言风格的拓展。”现

实主义电影与剧情片同样需要声音、色彩和立体感等美学元素去

构造，现实的也是艺术的，并且比剧情片构造美感更有难度。

值得一提的是，巴赞极为推崇的是电影分镜中景深镜头和段

落镜头的使用，认为这两种表现手法能更好地实现电影的现实主

义。他书中称赞了奥逊•威尔斯恢复了电影幻景中“现实的连续

性”，以景深镜头为出发点，“这不再是替我们选择可看内容和

以先验方式确定内容含义的分镜手法，而是观众自己必须开动脑

筋，在连续性现实的一种六面透镜中分辨出场景所特有的戏剧性

光谱，银幕就是这个六面体的横切面。”

巴赞还从电影的叙述技巧以及与美国小说的写作技巧相比较

等方面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进行了解读，他从字里行间称赞

意大利电影的朴实自然的叙述技巧，“近似口述，而非写作，近

似素描，而非工笔画”。

三、关于我的感悟
我曾在课堂上观看过《偷自行车的人》这部影片，当时的

感触很深，同情社会底层的人民，同情整个时代的悲哀，看电影

时感觉是非常沉重的，与安德烈•巴赞描述的相同，感觉自己得

到了升华，思想变得高尚了些，强烈希望能改变旧秩序对人类的

伤害，让这样穷人与穷人之间的互相陷害不要再发生。因此我觉

得这部影片很成功，将“现实主义”诚恳地在影片中表达出来。

想起 近在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话：“无互爱，不人类。”意大利

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人道主义精神早在上个世纪就用纪实的笔触，

抨击当时社会的黑暗，在连基本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高

尚”又如何能幸存，电影这个虚拟的世界倒不失为一个避难所。

阅读了《电影是什么？》中关于巴赞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

影的解读后，感觉思路清晰了不少，对当时二战背景的了解，法

西斯的镇压与扶持中矛盾成长的意大利电影，开始怀着崇敬的心

情去看待。诚然，“人道主义”不是意大利电影的首创，中国古

代的作品中不乏警世之作，但是通过电影的叙述手法，立体的表

现形式，以及真实的背景，拍摄的故事情节不一定是真实的，但

解读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
——评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

陈 琪   （福建省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3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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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现实的缩影，整个社会大环境都是真实的，有记录现实的意

味。当时人们的物质水平，精神面貌，贫富差距，甚至包括孩子

的教育水平，在约定俗成的背景中，浮出水面，真实的环境展现

的“现实主义”颇为深刻，引起观者的共鸣。

这样的感觉在观看苏联电影中也有过，《太阳照常升起》

这部影片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沉重的现实压迫，影片中刺目

的太阳，主人公在浴室死去的镜头隔了几年的时光仍然清晰，仍

然能刺痛我，现实主义的美感，不是刻意塑造出来的造作的美，

而是从思想，从灵魂深处透出的理性之光。虽然什么都没说，但

是改变现状的紧迫感还是会萦绕在观者的心间，挥之不去。读了

《电影是什么？》这本书，让我在领略国外的具有思想性的电影

时，去掉了浮躁的情绪，带着崇敬的心，去聆听电影灵魂深处想

要表达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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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桂林山水甲天下”这是对桂林山水的赞美。有人说桂
林山水的美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但杨朔以清新、绚丽、凝练的语

言，融画意、诗情、哲理为一体，从大处着眼，小处落墨，见微知

著。具有诗的视角和容量。借景抒情，把桂林山水描绘得绘声绘色。

关键词：桂林；诗情画意；视角；修辞

桂林的山水是造物主的恩赐，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创造出的

杰作，是大自然艺术宝库中的珍品。杨朔以精巧别致，形象生动

富有诗情画意的语言。动情的描述了在漓江上的桂林山水。

桂林风景区幅员广阔，要写的美景太多了，作者仅写了从桂

林到阳朔漓江上所见到的景色，所听到的传说。在景色描写中选

择精当。写水色只写了不多的几句，山石是重点的挑了几个有代

表性的来写。这样范围小，内容集中，重点得到很好的突出。且

看杨朔写道：

“瞧那漓水，碧绿碧绿的，绿的像 醇的青梅名酒，看一眼

也叫人心醉。再瞧瞧那沿江攒聚的怪石齐峰，峰峰都是瘦骨嶙峋

的，却又那样玲珑剔透，千奇百怪，有的像大象在江边饮水，有

的像天马腾空欲飞，随你的想象，可以变幻成各种各样神奇的物

件”。                                                    

这一段描写，用词平易而精巧，比喻形象逼真，选词“碧绿

碧绿”极言漓江的清丽澄澈，还用“像 纯的青梅名酒”，酒不

用饮。只要看一眼也会醉。比喻碧绿的程度。这样，漓水的色与

香都写出来了。写山不说“矗立”，“崛起”，而说“攒聚”，

正好说出了漓水岸畔独特的怪石奇峰接连聚集在一起的样子。峰

峰突兀如瘦骨，却又是“玲珑剔透，千奇百怪”，这后面又用了

两个比喻：“大象在江边也饮水”，“天马腾空欲飞”，山峰的

玲珑剔透，千奇百怪之状跃然纸上。

“江面上平的像玻璃，满江就会画着一片一片淡墨色的山

影，晕糊糊的。使人恍惚沉进 恬静的梦境里去。”

这句抓住了漓江澄澈透明，山水交融的特点。

桂林山水的特殊风致，不仅表现在它的外貌奇异，还表现

在它凝结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感情。也盈溢着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想

象。作者自谦道：“凭着我一只钝笔，更无法替山水传神”。但

是，说实在的，作者或用他精炼的语言，形象的描摹，或借船家

讲的那些叙述明快寓意深邃的神话故事，或用精到的比喻，以及

独到的联想，渲染处处都已经做到了替山水传神。并且意境奇

妙，耐人寻味。

且看那临江极陡的悬崖，名叫父子岩，悬崖没有近似人的形

象，难于使人懂得叫它是父子岩的。但是只要读了作者转述船家

讲的关于龙家父子的英勇抗暴的生动故事。再看看那临江陡立的，

挺拔倔强的悬崖，就会恍然大悟。那悬崖不正是曾经为民抗争宁可

饿死也不替封建统治者出力卖命的龙家父子的真实形象吗？

作者还给我们转述了寡妇桥的故事。故事讲的那么娓娓动

听，神奇莫测，作者是这样描绘寡妇桥的景色：

“你看临江拱起一道石岩，下头排着几个岩洞，乍一看，真

象桥呢！岩上长满绿盈盈的桉树，杉树，凤尾竹，清风一吹，萧

萧瑟瑟的，想是刘三姐留下的袅袅的歌音吧！”

这儿用了清墨淡彩的画笔，疏落有致，精确入神的刻画了一

幅古朴幽雅的拱桥图， 后还带上一笔，“清风一吹，萧萧飒飒

的。想是刘三姐留下的袅袅的歌音吧？”从写景进而引出联想。

运用形容，比喻以及富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的民间传说故事。信笔

写来，表现的那么别致新颖，总是寥寥数语，但一经点染，由此

产生的情趣却是余味无尽！

还有写累累垂垂的石乳，望夫石，媳妇娘岩。作者同样是掌

握着实景的特征，揭开自然界奇妙的变化，创造性的用了比喻，

并且结合船家讲的神话故事，把写景状物同反映过去劳动人民的

苦难生活溶为一体，配合自然，形神兼备，从而充分的写出了桂

林山水的特殊风貌。

这里不妨再引一段课文看看：

“江山的景色越发奇丽的，两岸都是悬崖峭壁。累累垂垂的

石乳一直浸到江水里去。像莲花，像海棠叶儿，像一挂一挂的葡

萄，也像仙人骑鹤，乐手吹萧……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一座极珍贵

的美术馆，到处陈列着精美无比的石头雕刻……”

这段文字，具体写两岸悬崖峭壁的景象，连用五个比喻描

写累累垂垂的石乳的形貌势态，石乳既然是这般姿色奇巧，作者

禁不住再用一笔把这些石乳比作陈列在极珍贵的美术馆里的精美

无比的石头雕刻。这在比喻之中很自然的抒发了对景物赞赏的感

情。

作者笔触所至，倾注激情，情借景生，自然景物和作者的

思想感情，巧妙和谐的交流在一起。读罢全文，不禁令人沉吟不

已。

本文创造的诗的意境非同一般。作者的人生思考和热烈的诗

情融为一体。杨朔总用自己的眼光打量客观世界。尽可能用自己

的理解去赋予生活以一定的意义，让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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