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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watching films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Lu Xun’s daily life, 
the norms of creating films inevitably exert effect on his composition of novels, 
during which he applies,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the expressive tech-
niques in film-making to make his novels take on imagistic narrative features, 
such as visualized language, montage of images, and so on. Lu Xun firmly in-
sists on the principle that imagistic narrative techniques should be selectively 
applied on the basis of fully displaying the linguistic charm of language, so 
the footage-like description in his works still features poeticness, complete-
ness and richness in terms of literary expression, and as a result, the inner li-
terary quality never gives way to the siege of imagery. Lu Xun’s experimental 
practice of imagistic narration has set a valuable example to the foll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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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鲁迅热爱电影，根据《鲁迅日记》[1]记载，他一生中共看电影 171 场，

其中 121 部记有影片名字。许广平曾说：“如果作为挥霍或浪费的话，鲁迅

先生一生最奢华的生活怕是坐汽车、看电影了([2], p. 123)。”在鲁迅自己致

友人信函中也特别说到“我的娱乐只有看电影”([3], p. 48)。鲁迅作为一个伟

大的思想家、一个时时以语言为手术刀解剖社会的作家，电影当然不只是他

消遣娱乐的艺术形式，也是他学习的对象和创作的参考。当观影成为鲁迅日

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时，影视思维就不可避免地侵入了他的创作思

维，在其创作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电影的表现手法，从而使得他的作

品呈现出影像化叙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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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鲁迅时期的影像生态 

早在 20 世纪初，电影就被引入中国，旋即得到快速发展，成为都市文化

中最具现代色彩的人文景观。上海作为东方“冒险家的乐园”，经济相对繁

荣，民风相对开放，民众乐于尝试新鲜事物，随着大批国外电影(其中以好莱

坞电影为代表)的不断涌入，中国电影业也开始其拓荒之旅，使得上海在上世

纪二十年代迅速成长为中国电影的主要生产基地和消费中心。期间众多文化

立场不同的知名作家积极投身其中，对电影这门新兴艺术不约而同地表现出

极大的关注和兴趣。彼时作家对电影活动的介入是全方位的，其身份既有普

通的观众，亦有专栏影评家、电影理论研究者，乃至担任编剧和导演。不同

的身份介入，使其对电影艺术的独特魅力有着切身的体验和鲜活的感知。鲁

迅不仅观赏电影，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影评人，在他的杂文、日记和书信中

常常谈及电影。他对电影社会功能的认识远超一般的左翼作家，他的影评侧

重思想内涵和意识形态，从中可见他对工业文明的批判性审视以及电影对于

中国社会的指涉意义的深度思考，并且强调了电影应当具备的教育功能和阶

级意识，呼吁民众警惕部分西方影片所隐含的文化侵略性([4], pp. 6-8)。众所

周知，鲁迅既是伟大的思想家又是卓越的语言艺术家，前者与后者是有着内

在统一性的，那么长期的观影体验，是否对鲁迅的创作产生了可以感知的影

响呢？ 
电影与文学是双向互动的的关系，分“从文学到电影”和“从电影到文

学”两条路径。传统上，人们更为重视也更为熟知的“从文学到电影”路径，

是指电影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文学的影响，离不开对文学的借鉴；相对

而言，电影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即“从电影到文学”路径，则较少有人关注[5]。
事实上，随着电影消费向市民阶层的扩张，影像话语的权力地位逐渐发展，

传统叙事的审美体系均开始转型，文学的转折和演变显然是时势所趋，不可

避免的。专事电影创作的作家自然是开影像化叙事之先河，即便是作为普通

电影观众的作家，长期浸蕴于影像奇观，在他们的作品中也能够发现一种从

“电影到文学”的积极尝试。鲁迅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发现

对电影艺术手法的吸收和借鉴。无论这种吸收和借鉴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

柳，都体现出电影对文学潜在的影响力。 

3. 镜头化的语言 

鲁迅在创作的时候参考借鉴了影视叙事手法，使得小说的阅读体验呈现

出强烈的“观影”感，这样创作策略可称之为“影像化写作”。笔者认为，

鲁迅影像化写作的初衷并不是想从根本上颠覆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而是敏

锐地洞察到潜滋暗长的影像影响力，因而力图建立一种更具张力的情节段组

合方式，以更吻合变迁中的大众审美趣味和思维模式。 
鲁迅生活时期的上海，视觉文化开始萌芽并发展。视觉文化展现图像、

人和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核心是图像的意义及存在方式。这儿的“图像”

有两层涵义：其一，图像的物质形态，包括静态和动态；其二，一种方法、

视角、手段，指的是人和世界的关系经由图像来呈现([6], p.8)。与传统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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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观式观照不同，受视觉文化影响的大众开始渴望参与和行动，而艺术中因

视觉因素而产生的“代入感”，无疑能在极大程度上满足这份渴望，于是“现

代美学如此突出地变成了一种视觉美学”([7], p. 154)，语言的可视化即镜头

化也由此成为当时及至当下文学叙事的重要趋势。 
细致入微的物象描写和心理刻画曾经是传统文学文本的“魅力之源”，

吸引和感染着大批阅读者，但随着世易时移，其魅力日渐衰退。视觉文化培

养了人们新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心理，读者们更希望在文本中看到一组组相互

联结的镜头，即一组组活的画面。就审美体验和情感释放强度而言，小说阅

读远远比不上影院里的观影效果。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小说在表达上具有

两个先天的障碍。其一，小说文本的表达方式是线性的，现实中同时发生的

几个事件无法同步呈现，只能以人为的方式将其在时间轴线上先后依次展开，

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与读者的意象世界形成错位。第二，小说叙事就是讲过去

的事，不可避免地在时间上和读者拉开了距离，这就大大衰减了事件进行中

的新鲜感和即刻性([8], p. 57)。但鲁迅创作实践表明，通过对小说语言的影像

化处理，上述两个根本性的束缚可以得到局部性的改善。 
影像化叙事最直接的参考文本是剧本。尽管剧本与小说都是由文字构成

的，不过还是存在本质的区别。剧本需要更强的画面感、动作感，所以更加

具象、直接。影像化小说借鉴剧本创作手法，具备丰富的“镜头化”元素，

基本上运用场景转换来述写情景、刻画人物，大量物象不是在时间维度上展

开而是在空间的维度上汇集，是这类小说最主要的架构方式；并且这种汇集

往往缺乏显性的逻辑关联，由空间的位置转换和移动推动情节的发展，追求

的是节奏、张力和动感。鲁迅影像化叙事借鉴参考了剧本创作手法，将大量

心理活动的描写变为动作活动的描写，将白描变为情境化描写，为读者营造

了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 
比如小说《示众》，钱理群认为是鲁迅吸纳“电影手法的一次自觉尝试”

([9], pp. 31-34)。该小说运用了“电影片段式”的手法，在没有清晰情节支撑

下，将各色人等有机地串联起来，展现的人物众多而不杂乱，原因之一是作

者借鉴了“好莱坞三镜头法”1经典叙事模式，整个小说结构因而得以理顺。

“好莱坞三镜头法”，最早由美国电影先驱大卫·格里菲斯(David Griffith 
1875~1948)提出和应用，随着上世纪二十年代好莱坞电影在上海的流行，该

叙事模式也逐渐被中国观众所了解和熟知。鲁迅常常是进行“新形式”试验

的先锋，凭着作家的直感，他敏锐地发现这种叙事模式的艺术魅力和“跨界”

潜能，因而在其小说创作中进行了大胆的试验。以小说《示众》为例，开头

部分即是将“三镜头法”应用于小说创作的实例。 

十一二岁的胖孩子，细着眼睛，歪了嘴在路旁的店门前叫喊。……在电线杆旁，

和他对面，正向着马路，其时也站定了两个人：一个是淡黄色制服的挂刀的面黄肌瘦

的巡警，手里牵着绳头，绳的那头就拴在别一个穿蓝布大衫罩白背心的男人的胳臂上。

 

 

1“三镜头法”最早由美国电影先驱大卫·格里菲斯提出和应用，通常是指客观镜头、主观镜头

和半主观镜头的组合运用，分别对应拍摄中的全景镜头、正打镜头和反打镜头等三种镜头，其

中正打、反打镜头都取自全景镜头的一部分，这三个镜头在时空上是统一的，从而形成一种时

空一致的平衡感。详见郑向阳、庞倩的期刊文章《解析影视制作中的三角形原理与三镜头法》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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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镜头)胖孩子身体矮，仰起脸来看时，却正撞见这人的眼睛了(正打镜头)。那眼

睛似乎也正在看他的脑壳(反打镜头)。 

上面情景描写中的全景、正打、反打镜头，形成一种明晰的层次和紧

凑的节奏，使文本看起来具有很强的动感，产生一种活动影像的效果，读

者像是透过摄像机镜头看到了上述画面。这就是镜头化语言所产生的观影

效果。 
除了“三镜头法”，鲁迅还喜好和善用“空镜头”[10]。传统中国小说对

环境的描写相对较少，着墨的重点是故事本身。然而随着上世纪 20 年代电影

艺术的输入，生动、直观的镜头语言带给包括作家在内的观影者前所未有的

震撼，外加西方小说的影响，中国现代小说逐渐呈现出可视性的特征，开始

重视环境描写的画面感。鲁迅的诸多小说均以场面描写开篇，往往只有景物

环境没有具体人物，但具有强烈的画面感，类似于电影中的“空镜头”。 
如《故乡》开篇的景物描写：“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

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

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 
“空镜头”在电影中是极为常见的技法，可以是全知视角，也可以是人

物视角，往往用来表达演员复杂的内心世界。这种镜头下的演员通常置身于

一个独立的巨大空间，在此空间内与其他空间的人或事物构成一种对比或者

对话关系。鲁迅对这种镜头语言的娴熟运用，使得文学与电影手法水乳交融，

从而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观影”的愉悦。 

4. 蒙太奇的组合和跳跃 

镜头化语言其实并不是影像化叙事的专利语言，传统文学叙事中并不缺

乏镜头化语言。传统文学叙事中如诗如画的景物描写、扣人心弦的事件呈现，

无不归功于镜头化语言的娴熟运用。只是到了以影像化叙事为主要特征的小

说，其中的镜头化语言的占比开始大幅度上升，这样的小说随处可见由一组

组镜头连缀而成的场景，少有心理描写、主观评述，很多情况下作为叙述者

的作者全程隐身，不发一言。 
与影视、绘画和摄影相比较，传统的小说通常更为关注时间演进的轨迹

和先后的差异对照，更侧重于时间性特征的书写，在时间的整体性结构中来

建构文学世界([11], p. 145)。然而在视觉文化的语境中，在“图像逻辑”的作

用下，小说的“空间性”受到突显和强化，主要表现为：情节的发展呈跳跃

性和不连贯性，内在时间链条的断裂导致时间线索的模糊化，空间画面却由

此挣脱束缚而呈现得格外清晰，文本的时间纵深感转化为空间具象感。 
就情节组接方法而言，影像化叙事与传统叙事的明显区别在于把事件的

处理从时间上转移到空间上，并且大量借鉴电影蒙太奇的技法，实现时间和

空间的自由切换跨越。如鲁迅《马上日记》开头一段的文字如同摄影机在工

作，通过升、降、推、拉，摇、移、跟，生成一个个起伏发展的连缀场面，

对于时空片段的展现犹如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具有瞬间化、零散化的特质，

不动声色地把北洋军阀的人多车多、来势汹汹的气势描绘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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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时间可以分为“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2。布斯曾言，“时间

必须被压缩以获得强烈感”([12], p.48)。在鲁迅小说的影像化叙事中，“叙事

时间”明显被不同程度地压缩了。压缩后的叙事时间使小说具有了戏剧艺术

表现的浓缩感和汇聚感，小说内容在呈现的过程中也更具现场感和空间感。

如《故事新编·铸剑》中如下文字： 

当眉间尺肿着眼眶，头也不回的跨出门外，穿着青衣，背着青剑，迈开大步，径

奔城中的时候，东方还没有露出阳光。杉树林的每一片叶尖，都挂着露珠，其中隐藏

着夜气。但是，待到走到树林的那一头，露珠里却闪出各样的光辉，渐渐幻成晓色了。

远望前面，便依稀看见灰黑色的城墙和雉堞。 

上述文字中，鲁迅将全知视角和人物有限视角有机结合，交替呈现，创

造出行动正在进行中的客观印象。正是因为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之间先天的

不对等，再加上叙事时间的策略性压缩，使得“断裂式”即非连贯性的时间

叙事结构成为影像化叙事必然的选择，与之相伴共生的是“零散化、瞬间化”

的蒙太奇空间展现模式，这两者成为鲁迅小说影像化叙事的显性特质，使特

定环境中特定的人物命运与冲突显得更为突出。 

5. 对当代影像化写作的启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影像话语的霸权地位逐渐得到确立，

消费文化的意义图式开始默认影像对于书籍文本的优先地位，“视觉文化”

语境对传统文学叙事形成前所未有的围困和侵蚀。如果说当年鲁迅在写作中

采用影像化叙事手法是主动为之，那么今天大多数作家在创作时参考借鉴影

视叙事手法，则是为了突破重重的影像包围而采取的无奈之举。作为“无奈

之举”的影像化叙事，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其一，过于泛滥的镜头化语言。文学是一种文字的艺术，而文字是“能

指”和“所指”的对立统一体，作为事物概念的“所指”，与客观事物并

不存在直接的关联，而是一种经由大脑认知建立起来的间接对应关系([13], 
p. 31)。这种间接对应关系造成了文本接受上的某种障碍感。而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文学的美就在于接受上的障碍感。打个比方说，一幅画的艺术价

值就在于其所表达对象的不确定性，如果刻意追求逼真的效果，就不会给

人的想象和情感留下空间和余地，反而会丧失它本身的价值。同理，如果

小说的语言过于镜头化，而这镜头化语言的背后又没有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和意蕴暗示的话，它就丧失了艺术的本性，也就失去了让读者反复阅读的

可能性。 
其二，时间线索的模糊不清。作为实践的历史过程，时间是个体体验生

命价值的前提，一个饱满的叙事形象必然是时间的主体，小说人物性格上的

整体感必须植根于历史时间和历史的乌托邦结构。只有在不断流淌的时光之

河中人们才能真正体验和感知事物的存在，也只有在历史的脉络感中才能真

 

 

2“叙事时间”，又叫“文本时间”，指故事内容在叙事文本中具体呈现出来的时间；而“故事

时间”是指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它涉及到的是内容发展的过程。详见罗钢著作《叙事学导论》

([17], 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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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实现自我认同。而在当代影像化小说中，由于“时间空间化”创作策略的

频繁乃至过度使用，导致了叙事空间对时间的挤压和遮蔽，使得叙事对象和

所处的时代失去关联，从而失却了代表时代精神的某类人物的共性本质，这

样的小说人物自然也就没有典型性或代表性可言了。 
其三，细节描摹的浅表化。在当下的消费社会，崇高、反思、精英意

识、悲剧意识等传统审美的核心范畴已被边缘化，快感体验成为消费大众

的核心诉求，世俗性的享乐追求改变了文化价值理想，也改变了审美的形

式和内涵，审美日趋消费性，人们不再关注艺术的意义或者深度，转而关

注外观形式的愉悦感。如此一来，审美便由精神领域回到感官领域，化身

为生活的艺术，而日常生活则成为审美的焦点和对象([14], p. 44)。当日常

生活成为大众化审美的焦点和对象之后，日常生活也就开始失去其本真的

面貌，因为在此过程中，审美幻象取代了超越性想象，直观性取代了本质

性。表面上，当代流行的影像化写作不遗余力地追求日常生活细节的真实，

只是这种“真实”只不过是主流话语和大众文化所认定的“真实”，而这

一认定的背后则是消费意识形态与主流文化心意相通的“合谋”，因此，

在影像化小说中经常可见这样的悖论：最大限度的镜像式细节描写反而造

成了最大程度的不真实。 
关于“电影化想象”和小说叙事技巧相融合的关键点，爱德华·茂莱认

为，“必须把电影化想象消解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表现形式之中，唯有如此，

电影化的想象方能在在小说里成为一种正面能量([15], p. 302)。”此言在鲁迅

小说中得到极好的诠释和映证，并为当下影像化小说面临的困局提供了解决

之道。鲁迅在小说创作中呈现出多种影像化的叙事手法，但其小说的文学性

质并没有因为“电影化的想象”的渗透影响而被遮蔽，影像化叙事与传统小

说叙事两者互相融合、相得益彰。这是因为，在鲁迅小说中，那些对电影艺

术手法的借鉴并没有脱离作品本身内容，影像化写作手法始终控制在合理的

范围之内，服从于小说人物意识展示的需要，服从于小说有机整体构建的需

要，而非为了迎合影像话语日渐增长的权力地位，更非为了取媚大众那日益

向“视觉文化”靠拢的审美心理。因此，鲁迅作品中电影场景式的场面描写

依然具有文学表达的诗意性、完整性和丰富性等特点，作品内在的文学品格

从未在影像的包围中失陷。文学叙事的魅力之一就是文字符号构筑的抽象美。

就象征内涵与想象空间而言，文学叙事远远胜过影视艺术，这是因为文学叙

事的形象显现具有间接性，阅读体验具有可反复性，让读者去放飞想象，在

脑海里自由构建一幅幅影像，从而领略作品丰富的意蕴和情思。而一旦小说

创作中的影像化叙事过于泛滥，那就限定了读者的想象，弱化了文学的“陌

异性”，小说作品也就失去了属于文学的独特魅力，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剧

本。因此，只有在充分展示语言文字自身魅力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借鉴影像

化叙事的手法，方可提升了作品的整体艺术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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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鲁迅小说的影像化叙事浅议 

摘要：当观影成为鲁迅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时，影视思维就不可

避免地影响了他的创作思维，在其创作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电影的表

现手法，从而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影像化叙事特征，如镜头化的语言、蒙太

奇的组合跳跃，等等。正因为鲁迅坚持在充分展示语言文字自身魅力的前提

下，有选择地借鉴影像化叙事的手法，所以其作品中电影场景式的场面描写

依然具有文学表达的诗意性、完整性和丰富性等特点，作品内在的文学品格

从未在影像的包围中失陷，这对后世的影像化写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鲁迅，影像化叙事，镜头化语言，蒙太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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