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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八十年代以来，费穆的代表作品《小城之春》如同一颗曾被灰尘覆满的钻石

重新显露光芒于世人面前，海内外都给予其极高的评价，人们纷纷聚焦于这一中

国电影史上有着重要美学价值的作品，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小城之春》进行

了剖析。本次论文拟在前人基础上，从「立象」之「意象」与「尽意」之「意境」

两个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对这部影片进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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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之后，一座饱受战火摧残的破败小城，城头是残破的城墙，城内尽

是断壁残垣。春天来临，乡绅戴礼言一家过着如死水一般沉寂的生活。面对家势

的衰颓，戴礼言拖着病体成日郁郁寡欢。已与戴礼言结婚八年的妻子周玉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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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分居于院内的另一间房，在死气沉沉的家庭和没有了感情的婚姻中重复着一

成不变的生活。玉纹唯一的乐趣便是到妹妹戴秀有阳光的房内绣花以及趁为丈夫

买药或是买菜的间隙走上城墙，求得片刻的逃避与超脱。礼言的老朋友同时又是

玉纹的旧日情人青年医生章志忱来访，他的到来为戴家注入了一线生机，却也让

玉纹已如止水的心泛起巨大的波澜。一场痛苦的情感挣扎后，章志忱离开小城，

并与妹妹戴秀约好再来，或许他不再来了。玉纹和丈夫登上城墙，目送着远方…… 

一、前言 

八十年代以来，费穆的代表作品《小城之春》如同一颗曾被灰尘覆满的钻石

重新显露光芒于世人面前，海内外都给予其极高的评价，人们纷纷聚焦于这一中

国电影史上有着重要美学价值的作品，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小城之春》进行

了剖析：赵鑫，王笛（2010）从中国美术的空白、静照等美学思想入手对《小城

之春》的古典美学意蕴进行了剖析；1朱明秀（2010）则是以「诗意电影的代表

作」定义《小城之春》，以《小城之春》为代表作赏析以此打开对中国诗意电影

的研究；2冯妤（2010）则是从民族化的视角以及结合与新版《小城之春》（2002）

的对比而对其美学价值进行叙说。3除专论《小城之春》的相关论文外，另有费

穆导演专书，也着墨颇多于这一费穆导演的代表作上，其中就有吾师黄爱玲女士

所编的《诗人导演：费穆》一书。
4
本次论文拟在前人基础上，从「立象」之「意

象」与「尽意」之「意境」两个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对这部影片进行剖析。 

二、立象以尽意——《小城之春》美学研究 

（一）、导演费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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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穆，祖籍江苏吴县，字敬庐，号辑之，1906 年生于上海。在他 10 岁时随

家人迁入北平，于北平法文高等学堂专修法语。1951年因心脏病在香港病逝。

费穆被誉为「中国现代电影的前驱」，5他爱好古典诗词，法文流利且兼通英、德、

意、俄等过文字，6并「博涉群书，无论是历史、地理、数学、经济、政治、哲

学，甚而至于读经，」7虽左眼失明，之后他却仍用一只近视的右眼苦读。早年

费穆还担任过会计，因为热爱电影，因此常为北京真光戏院办的《真光电影》撰

写影片，并「因此结识了朱石麟、贺孟斧、宗维赓等人」。81930 年，费穆加入罗

明佑开设的华北电影公司，做英文字幕翻译和编写说明书的工作，同年，罗明佑

成立联华影业公司，费穆转到联华的北平五厂及上海的一厂担任导演。通过执导

《城市之夜》（1932）、《人生》（1933）以及《香雪梅》（1934），费穆作品的中国

美学风格逐渐成型。到《天伦》（1935），费穆开始掌握了自己所独有的写意风格

电影语言。在此之后，费穆又将目光投向戏曲影片：《斩经堂》（1937，与周信芳

合作）、《古中国之歌》（1941）以及《生死恨》（1948）。同时，又拍摄了「孤岛」

时期的一系列话剧作品，如《浮生六记》《杨贵妃》。经过十六年的苦心探索和实

践，费穆借鉴古典诗文中的抒情、写意、造境的创作手法，注重对电影意境和氛

围的营造，1948 年，费穆的《小城之春》诞生，这同时也是费穆个人风格及其

以立象、尽意为核心的独具中国美学特色的电影最终成熟的标志。 

（二）何为电影的美学？ 

电影美学的定义和范围颇为复杂，在一些相关书籍文章中它是电影理论的别

称，如匈牙利理论家贝拉·巴拉兹的《电影理论》一书，便被译为《电影美学》。

                                                        
5李少白，<中国现代电影的前驱：论费穆和小城之春的历史意义>，《电影艺术》，1996 年第 6 期。 
6费明仪，<怀念父亲>，《大公报》，1983 年 8 月 13 日。 
7凌鹤，<费穆论>，《中华画报》第 46 期，1936 年 9 月。 
8李少白，<中国现代电影的前驱：论费穆和小城之春的历史意义>，1996。 



9许多关于电影美学的定义含糊不清，为避免概念混淆，笔者此处引用朱小丰关

于电影美学的定义：「电影美学是研究通过电影这种艺术形态表达出来的人类审

美行为和审美意识的科学。」10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电影美学是关于电影的深层

结构的认知，是把电影艺术与人类的心理和生理行为以及整个人类文化联系起来

的「研究电影中的审美行为和艺术现象的科学」。11以此定义延伸，我们可提出许

多议题：电影的艺术本性、电影感和电影美感、导演风格的美学价值、电影摄影

的美学意义、电影表演的美学特色、电影审美意识、电影意象与意境的审美趣味

等。而本篇论文拟以美学范畴中的意象为核心研究对象，对《小城之春》的审美

意趣进行分析。美学家朱光潜有言：「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意象就是

美的本体。」12另有美学家叶朗的相关论述： 

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审美活动就是要在物理世界之外构建一个情景交融的意

象世界，即所谓「山苍树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所谓「一

草一树，一丘一壑，皆灵像之独辟，总非人间所有」。这个意象世界就是审美对

象，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广义的美。13 

古老坍塌的城墙，破败的旧园，星星点点的早春花丛与柳芽，延伸向远方的

乡间小路，真实的废园被置于虚幻的象征背景中，如同万物混沌中的一座孤岛。

《小城之春》一开始，便呈现了影片的总体意象。 

（三）立象以尽意——《小城之春》的意象与意境 

1.小城之意象——城墙与旧园 

在《小城之春》里，「旧园」与「颓城」取代了写实的具象之城，这里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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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如符号般，我们不知道这座小城在哪里，有着什么过往，但却仿佛又可以是我

们所走过的任意一个小城。费穆仅用寥寥数笔，便勾勒出小城的轮廓，如同一幅

隽永的中国山水画——以写意的手法塑造了小城的意象。电影中出现达七次之多

的城墙，无疑是《小城之春》中最重要的物象。影片的场景类似戏剧舞台，具一

定的假定性，需要道具来表现故事所发生的地点，于是，城墙的意象，具有重要

的表现功能。城墙同时也是影片人物活动的重要场所——影片中有多次人物的

「城墙戏」：全家人同游城墙一次；章志忱与周玉纹上城墙两次；章志忱与戴秀

上城墙一次；费穆先生花费诸多心力在城墙的意象表现之上，仿佛要借由这破败

的城墙诉说些什么，那么城墙这一意象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呢？其中必包含着作者

诸多的历史感悟与人生苦痛：抗战结束后，残酷的战争给小城留下不可磨灭的伤

痕，到处是一篇荒草丛生的破败景象，「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历史的

创伤带来了难以修复的伤痛。影片中不曾出现过城墙以外的世界，而外面的世界

有什么呢？城外是世界的春天，而中国却在经历一场死而复生的哀痛。城墙外的

世界，也许是一个希望的象征，正如戴秀对章志忱所说：「沿着城墙走，就有走

不完的箓，往城墙外一看，你眼睛使劲往远处看，就知道天地不是那么小，章大

哥，呆在我们这个小城里，尤其像我们那样的家里，真会把人给憋死的」在这个

意象之下，仿佛被困在城墙之中的几个主人公的焦灼与彷徨仿佛刻画了一幅时代

的肖像，烘托出当时中国现实中普遍的「深沉的苦闷」。14 

经过战争的摧毁，戴家的旧园早已是断壁残垣。戴礼言便是在这样的废园中

出场：跟随着老黄，穿过废园中破损的墙洞，枯坐于断墙上的孱弱的礼言，带着

落寞，仿佛在诉说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无奈。而这破败的旧园，也正是礼言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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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世界的状态：阴郁沉寂、沉浸与自我世界，战争的纷扰过去，他却还无法忘却

从前的荣华，妹妹与他却是不同的，戴家小妹作为未来的象征，被自己的哥哥隔

绝于旧园之外，也隔绝了两人亲情的延伸。戴礼言成日所做的唯一之事便是一点

点地修葺这座旧园，仿佛要借此堵住心灵与现实层面的缺口，但章志忱却是由这

个缺口轻松进入——数次敲门不应，只好改由旧园缺口进入的这一幕，具有不言

而喻的象征意义。旧园同时也是当时国民精神的表现，同时也是一种关于历史、

关于记忆、关于命运的暗示。 

2.声音之意象——画外音的运用 

影片《小城之春》中，画外音的运用十分独特。整部影片中，玉纹的旁白贯

穿始终： 

拿起绣花绷子，到妹妹屋里去吧； 

三年来，他第一次走进我的房间； 

这时候，月亮升得高高的，微微有点儿风⋯⋯ 

这些来自主角周玉纹的旁白，如梦呓一般，亦虚亦实、多方位多角度地构建

出一个独特的声音意象空间。这些画外音并不只是宣泄「个人书写」式的情感，

同时这种与人物动作同步的画外音，也使人物内心的孤独与苦闷在声音这一意象

中强化了。 

（三）、长镜头之意象——长镜头与慢动作之运用 

在影片《小城之春》，光与影结合之意象的运用具有深远的中国美学之意境：

如戴家房间的背景总是有着花与树、雕花窗棂的投影，极具中国传统的之美感；

章志忱与周玉纹分别到戴礼言房中找安眠药的一场戏，则完全是光影来表现——

章志忱与周玉纹的影子被映在戴礼言床前的蚊帐上给礼言造成巨大的压力，戴礼



言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谈到《小城之春》的艺术设想时，费穆曾经说过：「我为了传达古老中国

的灰暗情绪，用长镜头和慢动作构成了我的戏。做了一个大胆和狂妄的尝试。」

为表现影片中主人公的抑郁的情感困惑，费穆用了「极缓的运动和凝重的审视不

露痕迹的结构着他的镜头。」15如章志忱刚到，所有人都在房间里听妹妹唱歌的

镜头：所有人都面对镜头，仿佛面对舞台剧台下的观众，镜头只是摇来摇去，跟

着人物走。这个长镜头的运用不单是记录，同时也是一种氛围、一种内在感情的

表达。妹妹唱歌看着章志忱，而志忱则不时将目光投向玉纹，玉纹给礼言喂药，

至此，章志忱对玉纹的情愫，玉纹对丈夫礼言的淡漠与责任，妹妹对章志忱的热

情都在这个长镜头的意象里展现在观众面前，不需要台词，人物关系已足够清晰

明了，且带着一种含蓄的、隽永的中国传统水墨画似的美感。 

三、结语 

透过一系列意象的并置，费穆创造出一种社会图景与人生整体性的真实，突

破了意象，而达到了意象背后之意境。费穆的这部《小城之春》，在中国早期的

电影中寻找并确立了电影美学的中国艺术和美学精神。而这样的对中国古典的、

民族的美学的回顾之作，应该也为当下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引发更多的启示和

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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