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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  许继楠 徐晓村

影视评论

《一一》是台湾导演杨德昌的最后的一

部作品。杨德昌凭借此片荣膺2000年戛纳电

影节最佳导演奖。影片以家庭为单位，讲述

了爸爸、妈妈、青少年、小朋友及奶奶这些不

同族群的生命经验。探讨了诸多社会问题:

中产阶级家庭、两性关系、中年危机、宗教问

题、青春期迷惘和儿童困惑。对这些全人类

共同面临的问题的探讨使影片在全球范围

获得喝彩。关于这部电影在电影史中的位置

最恰当的表述莫过于——“这部电影几乎在

告诫着，无人能够绕开这部作品，去讨论华

人在现代化和都市化下的境遇。” 对现代化

与人的关系的探讨几乎是贯穿杨德昌电影

的始终的，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到《麻

将》莫不如此，而且这种探讨越来越走向深

入，在《一一》这里达到了极致。而杨德昌认

为该片的最大突破是“叙事架构”。 的确，这

部影片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其独特的多条线

索平行、独立的叙事方式和精巧的叙事结

构，不仅建置了故事、安排了情节和内容，还

对影片主旨的阐释做出贡献，并使影片形成

特定的风格特征。本文试图通过对影片叙事

结构的细致分析，读解影片内容和主旨，更

重要的是对这种独特的结构进行特征的概

括和功能、美学上的分析。

在正式对影片的叙事结构分析之前，有

必要先理清电影的叙事结构的概念。同文学

中的叙事结构理论一样，电影的叙事结构理

论概念众多、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样性。本

文采取李显杰在《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

中对电影叙事结构的定义，即“具体到电影

叙事结构讲，所谓叙事结构同样是一个拥有

多级层面的复杂概念。其首要的和最基本的

一个层面，是指一部具体影片的结构(组织)

关系和表达方式。这个层级上的叙事结构又

可以称之为本文结构或‘影片总体结构’。在

影片总体结构的意义上，叙事结构与通常所

说的电影蒙太奇结构含义相当，它表示这一

部影片的总体架构方式，包括我们以上几章

论述的时间畸变、空间呈示、叙述方式等各

个要素和方面在一个统一的整体结构中的

分解、配置、对应与整合。” 

一般而言，每一部有独创意义的影片，

都具有自己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本文叙事

结构，但倘若把诸多影片的创作实践作为一

个整体看，其中仍有一些叙述方式方法是带

有规律性和普遍意义的，于是就总结出电影

叙事结构的模式。但是目前对电影叙事结构

模式的研究存在着划分标准不清、叫法不统

一等问题。基于此，仍举较有代表性的比较

全面的划分——李显杰在《电影叙事学:理论

和实例》一书中对叙事结构模式的划分:因

果式线性结构(《玫瑰的名字》)、回环式套层

结构(《罗生门》)、缀合式团块结构(《城南旧

事》)、交织式对比结构(《海滩》)、梦幻式复调

结构(《野草莓》)。

电影《一一》叙事上的创新之处在于，它

的叙事结构难以被划分到任何一种已有模

式中去，甚至说是某几种模式的杂糅也不合

适。那么，《一一》的叙事结构到底呈现怎样

的特征?

多线索交替、独立叙述

《一一》没有单一的、集中的叙事情节，

而采用多条线索的交叉来推进影片。并且既

不同于传统的剧情多线索，也不同于通常的

符合罗伯特•麦基定义的“多情节”结构。传

统的剧情多线索更多地是围绕着某个中心

事件来展开，这些线索只是这个中心事件的

不同侧面而已。所以线索的交叉便很难说是

一种结构的方式而只不过是情节本身具有

的性质，例如影片《疯狂的石头》、《撞车》等。

《一一》的叙事结构也不完全等同于罗伯特•
麦基提出的“多情节”结构。被公认为世界银

幕剧作教学第一大师的罗伯特•麦基在其经

典论著《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

作的原理》中提出了三种基本的叙事结构:

大情节、小情节、反情节。介于大情节与小情

节之间则为多情节。“按照经典讲述的故事

通常将一个单一主人公——男人、女人或孩

子——置于故事讲述过程的中心。一个主要

故事支配着银幕时间，其主人公则是影片的

明星角色。但是如果作者将影片分解为若干

较小的次情节故事，其中每个故事都有一个

单一的主人公，那么结果便是大大削弱大情

节的那种过山车般的动感力度，创造出一种

自80年代以来渐趋流行的小情节的多情节

变体。⋯⋯如《低俗小说》以及《饮食男女》。” 

按照麦基的定义，并结合对《低俗小说》等影

片的分析，可以得出无论是“多情节”还是

“小情节”都是“对大情节的突出特性进行提

炼、浓缩、削减或删剪”。因此次情节之间不

是各自独立的，是依附于同一个大情节的，

往往呈现为因果关系触发的次情节序列。

《一一》的多线索叙事突破以上所列的常见

的两种“多线索”叙事，其情节的多线索体现

为多个事件的平行发展，事件本身各自有相

电影 《一一》 的
叙事结构分析

[摘要]  分析影片《一一》的叙事结构，指出其叙事结构上的独特性并将之命名为多线式

聚合结构。分析这种叙事结构背后的美学指向和形成原因，特别是叙事结构与影片主旨阐

述的关系。

[关键词]   叙事结构 美学指向 影片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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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独立性，彼此之间没有因果触发关系，

却被创作者有意识地交叉在一起。这样多线

索的交叉就不再来自中心情节本身的性质，

而是对现实生活的概括方式发生了变化，也

就是叙事结构上的变化。

影片主要的叙事线索有五条，分别以

NJ(简南峻)、婷婷、洋洋、阿弟、敏敏为主人

公展开叙述。NJ这一条线索主要用来叙述

NJ人到中年的烦恼。事业面临危机、与相

交多年的朋友在价值观上产生冲突、初恋

女友的突然再次出现更令他陷入感情与婚

姻危机。当他“试着过了一段离开的生活”，

“发现没什么不一样”，于是生活和情感又

回到了起点，他似乎想通了一切。婷婷这一

条线索用来叙述婷婷自己的少女困惑和邻

居蒋莉莉、蒋母的生活。婷婷是重点中学的

“好学生”，然而婆婆的突然晕倒让她以为

是自己的过错，从此心事重重。邻居家的女

孩蒋莉莉和她年龄相仿，两人先是成为朋

友，然而这也令她陷入和蒋莉莉、胖子之间

的“三角”关系，胖子杀人一事更令她的心

布满阴霾。影片最后，婆婆的“意外苏醒”令

她终于不再愧疚，仿佛释然了。洋洋这一条

线索主要用来讲述洋洋的儿童烦恼，包括

对儿童性心理的大胆涉及。洋洋还只是个

小学生，可他也有自己的烦恼。比如他对这

个世界充满疑问，但是得不到解答。比如年

纪小小的他会被同学欺负、老师误解。比如

他会朦胧地爱上女同学。洋洋在婆婆葬礼

上的独白告诉我们他在长大在成熟，这些

问题总会明白的，但是新的问题呢?阿弟这

一条线索存在的作用和NJ相近，都是讲述

成年人的事业危机、家庭关系，不过阿弟这

一条线索更侧重对两性关系的探讨。敏敏

是一条较次要的线索，影片中虽着墨不多，

但意义是独一无二的，探讨了人与宗教的

关系。当她人到中年，突遭亲人重病，应接

不暇时把宗教作为出路。然而最后，她发现

宗教也不能令她解脱。

五条叙事线索串联起影片的多个事件。

五条线索是独立的，彼此之间无甚关联。五

个主人公之间没有任何的戏剧矛盾和冲突。

冲突发生在主人公内部，即主人公自己的心

理矛盾。很显然，影片不存在中心事件。多个

事件之间也没有因果联系。因此，《一一》的

这种多线索叙事既不同于传统的剧情多线

索，也不完全等同于通常的符合罗伯特•麦
基定义的“多情节”结构。

多线索的聚合

对存在多条叙事线索的影片而言，多

条线索交叉叙述势必弱化情节。“小情节，即

淡化情节，但非不要情节”因此，除了需要考

虑多条线索的“发散”，还要考虑多条线索的

“收束”。如果只“放”不“收”，就会使影片结

构流于松散。“叙事性强的影片，其情节性相

对得到强化，影片本文则具有浓郁的故事性;

反之，情节淡化的影片，其故事性相对减弱，

影片本文在叙述上往往更多地运用了非叙

事性元素(象征、隐喻、视觉冲击等)来构筑影

片结构。” 比如，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格

里菲斯用四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表现偏执

(祈求和平，反对党同伐异)这一主题。影片使

用了史无前例的剪辑手段，四个故事之间，

不是讲完一个接着再讲一个，而是被分割成

细小的片断，再经过重新排列后交替出现，

其间只以一个母亲摇晃摇篮的镜头作为过

渡。” 对于属于麦基定义的“多情节”范畴的

影片，因为多情节是在“对大情节的突出特

性进行提炼、浓缩、削减或删减”基础上形成

的，自然就具备因果关系。因此，多情节之间

的衔接就比较容易。比如，昆汀•塔伦蒂诺的

《低俗小说》。昆汀实际上探讨了一个更为深

刻的问题——偶发事件对人命运的改变。像

《低俗小说》的剧本上所说的，这三个故事实

际上是一个故事，蜜娅的吸毒过量、布奇和

马沙的巧遇、朱尔斯经历的‘神迹’以及餐馆

里的抢劫等等都是生活中的偶发事件，而正

是这些看似偶然的事情改变了人物的命运。

对《一一》来说，各自独立的多条叙事

线索所叙述的事件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那么

多条叙事线索怎样实现聚合?《一一》巧妙通

过人生的“仪式”——阿弟结婚(婚礼)、婆婆

重病、孩子出生(满月酒)、婆婆死去(葬礼)将

多条线索“聚合”到了一起。“仪式”是人生的

一种停顿和中断。人生被突然事件阻滞的时

候，人们才会停下来思考人生意义的问题，

衡量自己最初的目标和现在的处境。“米兰•
昆德拉曾说，‘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其真意

何在?’费尔丁认为答案在于行动和大结局。

同时代的斯特恩的小说答案却完全不同:答

案不在行动和大结局，而是行动的阻滞和中

断。” 

婆婆的事故是一个阻滞中断的时刻，NJ

一家在这之后忽然天启似的发现自己的真

实的生活状态，开始询问人生的意义。一家

人轮流对婆婆诉说。敏敏说每天都做同样的

事，人生意义何在?于是她试图通过宗教来

逃离现实;阿弟说以为自己每天做很多事，现

在发现没有;NJ说其实住在一个屋檐下，我

们都没来得及好好了解;婷婷因为怀疑自己

忘了倒垃圾导致婆婆被车撞而愧疚不已;洋

洋是涉世未深的孩子，他的无话可说令他烦

恼。在婆婆生病的凝聚点上，原本各行其是

的叙事线索，得到了聚合(婆婆生病对每个人

都发生了影响)。在此汇聚后又独立叙述。

婆婆的葬礼是影片最后一个仪式，也是

电影的收束。这个仪式后，NJ、敏敏走回了原

来的生活道路。婷婷对婆婆的愧疚也得到了

释然。洋洋终于对婆婆有话可说，他似乎一

下子长大了。但洋洋的独白也告诉我们他仍

有很多问题不明白，困惑还会继续下去。

综合以上所述，暂且将《一一》的这种

叙事结构命名为多线式聚合结构。所谓多线

式聚合结构，包含两方面的要义。其一，多线

式，影片本文中存在多条相对独立的叙述线

索;其二，聚合(注意将“聚合”同“交织”、“聚

集”等含义区分开来)，多条叙述线索彼此没

有交集，不会相互影响，但线索有时会在同

一事件处聚合，接受同一事件的影响，再继

续各自向前发展。可作如下图形上的描述:

 

说明:T坐标表明该结构主要以时间进

程的顺序发展为主导。 

A线、B线、C线分别代表不同的叙述线

索，它们各自独立进行叙述。

1、2、3、4表示A线、B线、C线共有的情

节点，具体对应影片中的:阿弟结婚、婆婆生

病、孩子出生、婆婆死去。

叙事结构的功能及美学特色

“结构是对人物生活故事中一系列事件

的选择，这种选择将事件组合成一个具有战

略意义的序列，以激发特定而具体的情感，

并表达一种特定而具体的人生观。” 可见任

何导演或编剧为他的故事选择一种叙事结

构，都不是随意为之的。那么，研究叙事结构

就不应该只停留在单纯的形式的研究上，就

更应该关注这种结构的功能指向或说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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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背后导演的意图。《一一》选择这种“多

线式聚合结构”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多条线索的设置对应着导演为

台湾现代社会写史的企图。导演在创作谈中

说，在影片产生十几年前，即他从影之初，就

有表现当代社会和各个人群的想法，后来的

十几年间，他一直在为这个想法酝酿故事，

编写剧本。显见，影片的创作顺序是主旨—〉

故事—〉叙事。而探究这种叙事结构的原

因，则不妨回溯影片的创作顺序:叙事—〉故

事—〉主旨。多线索造成的情节淡化，使故事

中的生活更接近真实生活。真实生活本身就

是平淡而自然、绝少有戏剧冲突的。对社会

上的大多数个体而言，成长过程其实并没有

情节剧中描绘的那样遭遇到来自家庭、社会

和环境的强大阻力。其成长过程往往是内在

心智上的发展和成熟，就像影片中的洋洋。

可以说，多线索叙事恰到好处的还原了生活

的原貌。同时，影片的五条叙事线索，除了容

纳五个主人公，还以主人公作为叙述人或隐

性叙述人，将更多人的故事收纳其中。比如

NJ的朋友大大、邻居蒋阿姨、阿弟的同学，他

们不也正面临着中年人的烦恼吗?同样的，

和婷婷一样面临青春期困惑的还有莉莉和

胖子。自此，影片就从对一个家庭中的各个

成员的叙述，扩大到对社会上各个族群的叙

述，使影片足够支撑起导演描述现代社会的

宏大意图。

其次，多条线索之间独立、互不相干的

关系暗合了影片表达的现代社会人际关系

的疏远和冷漠。一般来说，主题通过人物和

情节得到表达，《一一》则不同，其主题相当

程度上是由其独特的结构方式表达出来的。

杨德昌在采访中曾谈到片名“一一”的来历，

他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但对于究竟是

什么样的关系则并未深谈。那么，这种人际

关系是什么?影片的情节告诉了我们部分答

案。阿弟婚后仍然和前女友发生关系，其实

感情不再，只因为能从对方身上找到自己的

所需，此时，两人的关系已经完全构筑在金

钱和性的基础上。人际关系完全被商品交换

所异化，农业社会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单

纯友善的关系发展到现代社会则只有冷漠。

NJ最终也没和他的前女友复合，尽管他们

还相爱，尽管他对现实生活有诸多不满。并

不是他没有勇气，他的曾经“逃离”证明他有

勇气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只是他不愿意。NJ

的“没有什么不一样”道破天机——和他最

贴近的人也无法走进他的心。人际关系的疏

远和冷漠可见一斑。蒋氏母女的关系也可证

明，在此不详述。影片通过叙事结构表现的

人际关系的疏远则更深刻。多条叙事线索彼

此独立，事件本身各自有相对的独立性，彼

此之间没有因果触发关系，表现在故事层面

则是一个家庭中的成员面临着各自的烦恼，

虽然是最近的亲人也无法了解、帮助自己，

更多时候他们在问题中自我挣扎。亲人之间

关系的这种疏远更加深了对现代社会人际

关系的批判。

另外，通过“仪式”结构影片符合生活

真实，奠定影片风格基调。一般来说，人们回

首过去，记忆深刻的往往都是对个人有特殊

意义的时刻，而这些时刻无非就是结婚等仪

式。这些仪式也往往成为一个人生活的转折

点，在这些点上人们总会思考很多。影片选

择“出生”“婚礼”“葬礼”能突出地概括人物

的生活。并且在这些重大的时刻，让人物产

生疑问，也即代替导演发问，留给观众思考

的空间。这也奠定了影片的风格基调。

“影片的叙事结构是影片生命的骨骼

和主干，是确立一部影片的基本风貌和风格

特征的最重要的方面。毫不夸张地说，一部

影片之所以能给观众以某种新鲜的感受、心

灵的触动或情感的激荡，除了其主题的深刻

和人物形象的丰满充实之外，一个重要的方

面，就是其叙事结构的架构别出心裁并恰当

得体，富有叙述上的层次感、节奏感和艺术

韵味。” 因此，讨论《一一》的叙事结构，必须

提到其叙事结构的美学特色。

第一，散文化。多线索的存在弱化了影

片情节，“它们虽然也有故事性，但其叙述

重心却并不在于结构故事的前因后果、来龙

去脉，也不追求情节的起承转合、跌宕起伏，

而悉心于意象的构筑、氛围的营造和整体风

格上的抒情性。” 《一一》即非常重视对日常

性生活片断的描摹和整体氛围的营造。日常

性生活片断的细致描摹，加之多条叙事线索

交叉叙述，每一条线索都受到其他线索的阻

隔，造成情节上的延宕，节奏的缓慢，配以舒

缓的音乐和考究的画面，使影片呈现出一种

娓娓道来的散文气质。

第二，言有尽而意无穷。罗伯特•麦基在

《故事》中，提出“小情节”的影片往往具有开

放式结局。“一个故事高潮如果留下一两个

未解答的问题和一些没满足的情感，则被称

为开放式结局。”《一一》就采用了这种开放

式结局，解决了一些问题，又留下了一些问

题。婆婆的突然醒来使婷婷终于从一直以来

的愧疚中走出来;NJ和敏敏的“出走”以回归

告终;弟弟“看似”“幸福”地生活下去;洋洋终

于有话对婆婆说。然而看似完满的结局却给

人未完的感觉，甚至可以说故事在绕了几个

圈子后又回到了原点。婷婷虽然不再愧疚，

但是胖子的死对她的影响我们无从得知;NJ

和敏敏生活、工作中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

实质性的解决;弟弟与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

是否继续也没有答案;洋洋结尾给婆婆的念

的信更明白无疑的表明了结局的开放性，洋

洋想通了一些事，但是他对这个世界又产生

了新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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