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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森林》的视觉美学意蕴
 张嘉恬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造型艺术学院

影片《重庆森林》中蕴含着浓厚的艺术美感，获得了无数观影者的认可和追捧。在影

片中，导演运用了大量画面造型语言、人物造型语言、镜头语言以及剪辑技术语言，在视

觉美学意蕴方面极具冲击性。依托一贯的手提式拍摄方法，通过选用独特的背景音乐，

采取巧妙的交叉剪辑，合理搭配色彩画面，形成了独特的构图方式，有力地刻画了人物

形象，并揭示了电影的主题，让这部影片感染力十足，独具王家卫式美学标签风格。

　　《重庆森林》是王家卫导演的经
典作品之一，影片主线为两男两女的

爱情故事，源于香港尖沙咀的“重庆

大厦”。该影片上映后斩获了金像奖

等多项大奖。导演采取了全新的叙

事方式，基于大量独白和多叙述视

角，展现了当代快节奏生活环境下都

市年轻人感情的微妙变换和矛盾冲

突。影片打破了传统叙述结构，风格

独特、浓郁，剧情别具一格，使观众产

生思想共鸣。与此同时，影片自成一

派，延续以往的美学风格，具有独树一

帜的视觉美学意蕴，让观众如痴如醉。

研究背景及意义

　　王家卫出生于上海，5岁和家人
移居香港。王家卫是香港电影界天

花板级人物，为香港电影的繁荣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起初，王家卫只是一

名编剧，在当时并不是十分耀眼。

１982年至１987年，王家卫参与编剧
的作品包括《彩云曲》（１982）、《空心
大少 爷》（１983）、《伊 人 再 见》
（１98４）、《吉人天相》（１985）、《龙凤
智多星》（１985）、《小狐仙》（１985）、
《我爱金龟婿》（１986）、《神勇双响炮
续集》（１986）、《恶男》（１986）、《最后
胜利》（１987）、《江 湖 龙 虎 门》
（１987）、《猛鬼差馆》（１987）。其中，
《最后胜利》被第7届香港电影金像
奖提名最佳编剧。

１988年，是王家卫职业生涯的转
折期，他执导了人生的第一部电影

电影《重庆森林》剧照

《旺角卡门》，由此开启了他的导演生

涯。该影片在题材方面仍以通俗传

统的香港黑帮为背景，但是凭借出众

的视角、反常规的模式、独树一帜的

视觉风格，故事叙述得别有意味，一

经推出便获得了强烈反响。王家卫

本人也因为这部影片被誉为才华横

溢的新锐导演。１990年，王家卫推出
了至今仍家喻户晓的作品《阿飞正

传》，成功确立了自己在香港电影行

业中的地位，更被观众所肯定。影片

《阿飞正传》具有独特的风格特点，是

当时香港主流电影难以超越的。在

影片的拍摄中，王家卫在叙事风格方

面使用并联与串联相结合的方式，采

用的拍摄手法也与众不同，场景布置

精美绝伦，因此在第１0届香港电影
金像奖上毫无争议地斩获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等 5项大奖。１992年到
１99４年，王家卫花费长达两年的时间
拍摄了《东邪西毒》。这部影片不仅

在国内引发热潮，而且在国外影展中

也得到了充分认可，成功获得第 5１
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摄影奖。与《东

邪西毒》年拍摄时长相比，《重庆森

林》前后仅花费两个月便上映，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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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得到了市场的一致认可，于第 １４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评选中，将最佳导

演、最佳影片两项重量级的奖项收入

囊中。１997年，王家卫的《春光乍
泄》上映，在第5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中，收获了最佳导演的殊荣。2000年
的电影《花样年华》集中展现了王家

卫的导演才华，使其达到了人生的又

一高峰，获得最佳外语片等奖项；

200４年上映的《20４6》、2007年导演
的《蓝毒之夜》、20１3年的匠心之作
《一代宗师》，都在国内与国际频频获

奖。与此同时，基于其卓越贡献，王

家卫导演被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和法

国政府分别授予铜紫荆星章、荣誉军

团骑士级勋章，并在第59届戛纳国
际电影节和6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担任评委会主席。

电影本身就是一门多元化艺术

的交融体，既有文学、戏剧的身影，又

有音乐、摄影元素的应用。香港电影

起步较早，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王家

卫在推动香港电影发展过程中，做出

了卓越的贡献。在视觉美学创作中

造诣颇深是香港电影美学的代表人

物。王家卫的很多早期作品从拍摄

到上映，都备受社会的广泛瞩目，其

作品推出后在国内外也享誉盛名。

以《重庆森林》影片为例，侧重研究

解读王家卫后现代美学风格，旨在

更深层次挖掘其视觉美学价值。

《重庆森林》中的视觉美

学元素

　　优秀电影通过使用各种技术手
段，将影片创作者的意图和主旨渗透

其中，创作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

作品，以期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它

在改变人们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同

时，也为人们带来了视觉盛宴，丰富

着大众的想象力，甚至会对人们的价

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产生积极的促动

作用。通过多次观看《重庆森林》影

片，不难发现其中蕴含了大量视觉美

学元素，总体概括为社会美与艺术美

保持了协调化平衡。一方面，影片中

独具形体美、修饰美、人格美和环境

美。《重庆森林》之所以能够给人强

烈的美感，一是源自王家卫在选角上

的能力。四位主演都是一线明星，符

合大众审美的需要，能够带给观众耳

目一新的美感。二是在服饰和配饰

方面，导演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如爆

裂的假发、精致的手提袋、乌黑的手

枪、遮住半张脸的墨镜等，都会呈现

矛盾的美感，彰显人物塑造的特色。

与此同时，影片中既没有立场分明的

反派，又没有所谓的善人或者恶人，

导演想要表达的就是即使是庸碌的平

凡人也有着闪光的人格魅力。影片中

女杀手的准则是善，虽然采取了绑架

的做法，但也是出于无奈，一直没有伤

害人质。此外，按照王家卫的创作意

图，影片独具匠心的取景场所，增添了

独特的美感，处处彰显着环境美学的

特征，闪耀着独特的美学光芒。另一

方面，《重庆森林》以蓝、白、红三色为

主色调，主打色调贯穿始终，展现了特

有的艺术美，呈现出都市的慵懒颓废

感，并且叙事风格偏向碎片化，具体

体现在语言、镜头、色彩的综合应用

方面，充分诠释了王家卫作为后现代

主义美学代表人物的特点。

《重庆森林》中视觉美学

意蕴的呈现方式

　　 画面造型语言
场景是视觉美学传递关键要素，

依托优质的场景，既能够烘托电影的

氛围，又可让受众群体清晰、透彻地

掌握影片的主旨与所蕴含的思想哲

理，并为后续剧情发展夯实基础，产

生衬托和埋下伏笔的效能。电影作

为时空艺术的一种，在“场”与“景”

方面具有独特的内涵。其中，“场”泛

指时间概念，即影片段落中的故事情

节；而“景”则是空间上的概念，包括

影片的各种景物。一方面，在《重庆

森林》影片中，王家卫导演特别运用

了场景设计，而且场景设置甚为精

细，从而凸显对人物的刻画。影片中

依托场景设置，能够让观众感悟剧中

主人公的人物性格。当影像停留在

某一瞬间，或者观影结束之后，观众

仍能够通过场景构图、人物的背景特

征，联想到影片人物的内心世界中的

电影《重庆森林》剧照

朦胧与躁动不安，与人物产生共鸣。

在《重庆森林》影片中，王家卫导演独

具匠心地发挥了色彩、色调的视觉美

学和情感美学融合优势，带给观众别

样的观影体验。首先，导演十分精通

色彩艺术的运用，与影片主题、背景

充分衔接，表现了创作者的风格和意

图。电影中的色彩与现实中的色彩

是有差异的，由于应用巧妙，而且与

剧情充分吻合，毫无违和感。色彩的

独特运用是《重庆森林》影片的魅力

所在，也是王家卫电影风格独具代表

性的符号之一。色彩既服务于剧情

发展的需求，又可以给观众别样、极

具冲击力和感召力的视觉美学效果。

其次，《重庆森林》在主色调的选用上

十分用心和精准，不仅有效突出了影

片基调，而且蕴含着情绪与强大的感

染力，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通过视觉

语言获得心理含义和暗示。最后，

《重庆森林》的色彩应用更注重烘托

或体现情感走向，在服务于场景设置

的基础上，侧重营造色彩视觉效应来

凸显剧中人物的情绪波动。例如，演

员妆面典型性特征体现于烟熏妆和

鲜红的嘴唇，整体神秘色彩和阴雨气

质较为浓郁，加之人物眉宇间的傲慢

与不屑，淋漓尽致地将片中画面造型

语言诠释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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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造型语言
王家卫导演擅长通过服饰造型

塑造人物形象，既清晰、直观地体现

了电影人物所处的年代，又反馈出主

人公的内心状态。特别是依托服装

颜色的变化、搭配和设计，可以折射

出人物的性格，使得人物第一印象十

分深刻。同时，在化妆造型刻画人物

形象方面也独具张力和感染力，使得

演员形象和角色形象有机协同融合，

淋漓尽致地诠释片中人物特征。可

见王家卫在人物造型设计方面出神

入化，既可以促进角色的性格塑造，

又能够实现人物情感走向的引导效

能。《重庆森林》之所以能够引发当

时的轰动，而且直至今日还好评如

潮、令人津津乐道，与影片中人物造

型元素的成功有密切关系。其中，演

员的表演毋庸置疑，并且影片在服装

造型和化妆造型设计中独具匠心，而

且相辅相成，特别是个性化的装束，

极大地彰显了影片人物的风格魅力，

因此人物刻画生动形象。例如，《重

庆森林》中的阿菲着装朴实素雅、清

新自然，发型也是干净利落，甚至是

裸妆造型，很难看到刻意性配饰，这

对于人物形象性格化的体现具有积

极的帮助。再例如，影片服饰也承载

了性别符号，片中663的女朋友以及
阿菲，都身着蓝色空姐制服，既凸显

了女人的身材和魅力，又能够带给观

众自信独立、男女平等的感觉，充分

体现了女性对自由与自主的追求。

而片中警察制服的人物形象，虽然看

似规律而又刻板，却又诠释了沉着稳

重、情感专一的深意。此外，《重庆森

林》中运用了戴假发的女性形象，她

们都带着夸张的假发。这种刻意不

写实甚至对女性角色的颠覆，旨在让

影片角色与其相呼应，实现人物性格

内涵的外化，并且侧重刻画人物的神

秘与不安，让观众无法抗拒。

 镜头语言
电影镜头语言作为独特的表现

手法，与书面语言、口头语言类似，只

不过是经过艺术化加工，带给观众最

直观的视觉美学享受。通过镜头所

呈现的内容，观众既可感受到影片独

有的摄像风格，又可以感知拍摄者的

意图与其所蕴藏的丰富语言。当然，

镜头语言的使用并没有严格固守的

方式，需要与影片主旨思想保持密切

联系，不同的电影会应用特有的镜头

语言。在《重庆森林》电影中，王家卫

导演在镜头语言环节寻求突破创新，

做了很多大胆的尝试，这也是影片保

持较高视觉美学意蕴的原因之一。

首先，影片中大量运用了手持拍摄的

运动镜头，这也是王家卫电影常采用

的手法之一。以往手持拍摄一般在

纪实片和新闻采访中被广泛应用，其

优势在携带方面，能够带给受众最真

实的场景。而《重庆森林》电影中使

用该手段的初衷远非于此，王家卫更

多地想要突出都市或片中人物内心

的动荡，让观众感受并体会到漂泊不

定的感觉。以影片开场为例，林青霞

匆忙穿梭的镜头与金城武在街道奔

跑的场景，就是通过手持拍摄完成

的。此外，林青霞和毒贩追逐的全过

程，也是采取手持拍摄的方式。通过

镜头的剧烈晃动，能够让观众感受到

强烈的不安与紧迫感，同时体现了影

片的主题，并表达出女毒贩内心的强

烈不安与动荡。其次，《重庆森林》电

影中大量运用了广角镜头，目的在于

带给观众视觉冲击力，并产生明显的

透视感，表达片中人物内心孤独又渴

望交流，有效表现了冷漠的社会与人

心的压抑。最后，王家卫导演还特别

善用机位与焦点变动，依托影片构图

表现中心主题。例如，影片中的巡警

663在柜台边喝咖啡，与来来往往的
行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烘托出意无

穷的境界，带给观众孤独与诗意并存

的感觉。

 剪辑技术语言
在电影艺术创作中，剪辑工作属

于最后的环节，也是艺术再创作的关

键点。王家卫导演在《重庆森林》剪

辑过程中，改变了传统的常规，打破

了传统叙述结构，并不按照画面和剧

情流畅连贯性的条框剪辑，而是采取

了灵动跳跃式的剪辑思维，更随意、

更前卫地彰显了艺术效果，使得剧情

和画面看似十分突兀，或者一时间让

人摸不着头脑，但又让人欲罢不能。

正是由于跳切技术的应用，让时间的

概念淡化了，烘托了特定的气氛和节

奏感，带给观众更强烈的视觉冲击，

更加专注剧情的发展。与此同时，

《重庆森林》中还运用了大量蒙太奇

技术，使得影片声音与画面实现了立

体化、无缝式地交融。由于导演特别

注重视觉美学意蕴的传达交融，让影

片视觉美学张力更突出。以《重庆森

林》中的音乐与后期剪辑配乐穿插配

合构成为例，片中阿菲曾三次来到警

员663家中，帮助打扫室内卫生。第
一次以“梦游”为话题，通过快餐店老

板与阿菲的对话，展现出阿菲的内心

活动。其中，“有的梦是怎样都不会

醒的”这一句台词十分经典，带给人

无尽的遐想。第二次，阿菲在收拾房

间的过程中，无意间打开了 ＣＤ机，
伴随着音乐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Ｄｒｅａｍｉｎｇ的曲
调，直至关上房门走出房间。该配乐

最初由阿菲手动开启，随后成为电影

画面的配乐。第三次配乐为《梦中

人》，这是阿菲的扮演者歌手王菲的

经典曲目之一，但是在影片中，阿菲

是听不到的。通过使用蒙太奇剪辑

技术，实现了时空的跨越表达，让影

片的情感更丰富。对于初次观看影

片的人来说，时空交错会产生杂乱

的错觉，但细细品味，却更加有连贯

性，叙事呈现也更饱满，为影片注入

了情感，赋予虚像美学意境，画面的

艺术感染力更凸显。

〉〉〉结语

总而言之，《重庆森林》是王

家卫导演生涯中的经典作品之

一，影片中蕴涵着浓厚的艺术美

感，展现出独特的美学风格，具

有独树一帜的视觉美学意蕴，让

观众如痴如醉。通过研究发现，

王家卫导演不是一个格式化的

导演，他善于打破传统叙述结

构，在画面造型语言、人物造型

语言、镜头语言以及剪辑技术语

言方面做出了全新的尝试和实

践，使得影片闪耀出独特的美学

光芒。这也是他的影片至今为止

仍令观众着迷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