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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乔尔·科恩导演的电影《麦克白的悲剧》是对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的改编与演绎，以影像语言联结

戏剧艺术，突出了戏影叠合与视觉本位的特点。影片冷峻的黑白灰影调剥离色彩制造与现实的距离感，

呈现出随情节与语言律动的影调反差变化。在画面构成上，该片将舞台灯光的运用融入电影照明，以光

质变化与特殊光效隐喻人物心理，极简主义的布景结合重视造型性的构图，映衬与诠释个体精神意识的

嬗变。该片结合当下的影像数字技术再造麦克白丰富生动的想象之境，复活莎翁笔下个性鲜明的文学意

象，其书写视觉“俳句”的抽象化演绎为戏剧与文学作品的银幕转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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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lm The Tragedy of Macbeth directed by Joel Coen is an adap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Sha-
kespeare's play Macbeth, connecting theatrical art with visual language, highlighting the characte-
ristics of overlapping of stage and screen and visual aesthetics. The stark black-and-white cine-
matography eliminates realism, displaying rhythmical changes in types of tonality and contrast to 
accompany the plot and the text. Combining theatrical lighting with film lighting, the film reveals 
characters’ state of mind with the changing quality of light and moving-light strategy. The simplic-
ity of production design and the geometric structure of composition make the transmutation of 
the metal world of characters tangible. The use of technology in the film has revived Macbeth’s 
imagination and the distinctive literary imagery. The concept of visual “haiku” inspires a new ap-
proach to film adaptations of literature and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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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依托戏剧与文学作品进行的电影化改编是当前电影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莎士比亚戏剧以其坚实

的故事基础、诗意的叙事语言以及广泛的知名度受到电影改编者的关注，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作品之一《麦

克白》就有四部较为知名的改编作品。电影文本在保留悲剧内核的基础上，采用了诸如象征、隐喻、镜

像映照等多种修辞，并通过单一呈现、并用、杂糅等组合手段，催生出颇具美学变换张力的演绎形式。

[1]乔尔·科恩导演的电影《麦克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Macbeth)基于戏剧的叙事框架与台词语言建构

表意机制，通过黑白镜头的影调反差韵律、虚化时空的极简场景造型与数字技术承载艺术想象，聚焦个

体的自我认知与精神世界探索，完成了融戏入影的抽象美学表达。 

2. 黑白影调：以影调形态营造视觉韵律 

时间性过去、现在和超现实的(梦境的)形式与黑白照片有着特别的类同关系[2]，黑白影像远离日常

现实的语义效果使其适于承载戏剧中的非现实因素。黑白灰影调处理明暗关系层级来塑造造型与烘托环

境，滤去色彩而聚焦于抽象的光影结构和纹理质感，使影调反差的变化参与到人物精神意识转变与故事

起落转折的建构中。 

2.1. 黑白镜语的抽象表达 

《麦克白的悲剧》采用学院宽高比(1.375:1)与黑白影像，黑白单色的运用与文本语言紧密关联。莎士

比亚反复运用“睡眠”与“梦境”这一对比喻，揭示了这部戏剧中真实与虚妄、幻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3]“杀害了睡眠”这一比喻不仅描述了麦克白在睡梦中谋害邓肯的行为，也指他之后陷入不可解脱的内

心矛盾的境况，难以入睡以至无法分辨黑夜与白昼，《麦克白的悲剧》将莎士比亚的语言提炼和抽象为

黑白灰影调下昼夜不分的世界，将人物矛盾、混乱、朦胧的状态深藏于黑白影像混融的时间因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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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成像锐利、灰色阶调变化丰富的黑白影像并不追求怀旧，而是具有现代感、风格化的黑白样式，

一方面，纯粹与抽象的黑白样式缺少色彩这一符号式的表达，给予观者一定的联想空间。以拍摄黑白作

品闻名的摄影师迈克尔·肯纳认为人眼所见的世界一直是彩色的，因此黑白就成了对世界的另一种解读

方式，而不仅仅是复刻现实。作为一种“拟存在”，黑白样式既远离了现实，又暗示了现实的精髓，表

达了对现实更深刻的理解或现实的本质[2]，模糊悲剧故事发生的历史语境与地理空间，探寻其超越时空

解读与欣赏的可能。另一方面，区别于戏剧，电影可以运用单人特写镜头进行细微的表情刻画以反映人

物深层的思想斗争，单色的处理去除了复杂色彩的影响，1.375:1 的画幅比与景别的选择又封闭了视野区

域，赋予居中的人物面孔以极强的视觉重力，吸引观者持续的专注与情感绵延，强化人物情绪状态的感

染力，例如在麦克白与麦克德夫最后的决斗中，镜头由近景拉至特写，麦克白特写下的神态表现了他最

后时刻的挣扎、悔恨与绝望。特写镜头还以较浅的景深将迷雾笼罩的防御墙虚化，表现麦克白将自身放

逐于善的现实秩序之外的虚无感。 

2.2. 影调反差的律动变化 

《现代影视技术词典》对影调的定义是被摄物体影像的明暗层次，也是摄影画面的亮度基调。电影

语言中的影调反差，是充分赋予画面质感的重要手段之一，它使画面物体或事物情节具有一种结构美，

影调反差在电影中主要用于对情节的表现，影调反差强度决定着情节的宽容度，宽容度指的是情节的快

慢与紧舒，氛围的张弛与急缓。[4]在《麦克白的悲剧》中，影调基于叙事走向与文本语言，呈现出由低

反差到高反差、最终回到低反差的变化。影片开场由白场过渡到盘旋着飞鸦的浓厚云雾画面，灰色为主

的影调与其中大面积的灰空白带来压抑感，为浓雾弥漫的荒原上超自然元素女巫的出现以及其混沌不清

的预言铺垫了氛围。从人物台词语言来看，女巫出场时的台词包含了“foul”和“fair”这对反义词，与

麦克白出场的第一句台词(“So foul and fair a day I have not seen.”)照应。这一阶段中性的灰蒙感代表着模

棱两可的预测，符合麦克白此时内心的善恶斗争与潜伏闪烁的非分之念，为影片蒙上了悲剧的神秘气氛

和隐藏的跌宕起伏。接近影片中段，麦克白对君王之位的想象与野心膨胀，驱使其逐步付诸行动，随着

戏剧性的递进，影调反差逐渐增大。在行刺前的庭院场景中，麦克白穿梭于拱门形状的光影，鲜明的明

暗对比和锐利的阴影处理外化了人物黑白混淆的内心世界，人物行走的步伐、交替变化的光影与莎翁的

台词音律形成了独特的视听节奏。影片结尾在十字路口场景处，班柯的儿子弗莱恩斯被罗斯接回，画面

又回到了灰色为主的影调。罗斯这一角色在《麦克白的悲剧》对原作的改编中被塑造成一位沉默的阴谋

家，他此时的举动暗示着进一步的斗争和冲突可能到来，打破了原先马尔科姆继承王位的结局，灰色调

的回归则呼应了迷蒙而无法把握的故事结尾。 

3. 画面构成：以场景造型外现心理空间 

构成是画面的基本框架，画面构成是画面中的视觉元素及其安排组合，视觉元素包括形成视觉路径

的线条形状、正负空间以及制造质感与氛围的光影等。画面构成能够形成象征意味的张力，表达影片的

意境与风格。《麦克白的悲剧》的电影用光、空间造型与画面构图独具匠心。在光影手法上，影片以光

线造型营造叙事氛围，运用戏剧化的创意光效映射人物心理。影片图形简练的建筑空间体现着表现主义

高度修饰与对现实重新塑造的选景特点，倾斜与对角线构图塑造着由心理视点构成的象征空间。 

3.1. 光影变化与表意作用 

光线运用于人物刻画时，不仅勾勒人物外在形象，还能创造形式感强烈的环境光反射人物内心，《麦

克白的悲剧》运用了移动布光的技巧，以动态的光线来增强戏剧冲突。在十字路口的火把之战中，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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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在画外使用了假的 LED 火把照明，照明火把的挥动不与人物的动作同步，在保证曝光的同时用闪烁不

定的火光营造节奏，体现了此刻麦克白的谋害使得班柯陷入险恶的境地。在罗斯即将捉拿弗莱恩斯时，

罗斯面部忽明忽暗的火光又象征着其暗中浮动的谋划，为当下的行动增添开放性与不确定性。被人物心

理感受所驱动的光线还运用于麦克白夫人的独白场景，在她读信的片段中，风和帷幔使得画面两侧的光

影变幻莫测，而画面中央的人物完全处于阳台前逆光的黑暗之中。麦克白夫人坐在床上召唤魂灵时，布

光压暗人物面部的光线，摄制组运用移动灯具、转动的遮光片与棱镜，配合后期的动画层来制作带柔光

效果的抽象运动图案[5]，创造人物身后流动的光影，以形成失重的明暗关系与节奏变化的光线，暗喻人

物夺位目标超越自身道德度量的阴暗与决绝。 
在照明设计上，传统意义上舞台灯光设计、电视灯光设计、电影照明设计的划分会逐渐弱化，观众

更青睐多元、融合的艺术作品。[6]《麦克白的悲剧》的场景布光体现着舞台与影视照明的融合。在电影

中段，光线性质从光质较软的散射光变为直射硬光为主，犀利与朦胧之间的转换形成了叙事节奏与走向

的视觉线索。许多场景使用明暗对比强烈的布光效果和深邃的黑色阴影，摄制组用到了来自 High End 
Systems 灯光系统的一系列数字化 LED 灯具，常用于舞台灯光的 SolaFrame Theatre 电脑灯搭配不同形状

的 gobo 图案板，制造大光比影像中明暗的强烈反差与锐利阴影，充分调动光线来实现这一片段中影调反

差的转变。 

3.2. 建筑空间与构图布局 

导演的视觉参考之一是杉本博司《建筑》系列中拍摄巴拉干公寓的摄影作品。在《建筑》系列中，

因焦距产生的模糊消融了现代主义建筑表面的细节，而突出了光影与轮廓。《麦克白的悲剧》的场景造

型设计将叙事的思维融入环境本身，践行“俳句”的创作理念，将建筑空间极致简化，突出负空间的结

构性留白。空间由两个主要维度组成：正空间和负空间。正空间是可被直接感知到的视觉元素，是在计

划下被有意设计的空间形状，负空间则为物体周围的空白或开放空间。在麦克白城堡内景的设计上，房

间中极少家具与装饰、部分内景场景简化为没有天花板的四面墙。极简主义与表现主义的场景设计虚化

了确切的时代信息，激发观者新的反思和诠释。开放留白的负空间形成视觉上的缓和之感，为莎士比亚

丰富生动的语言艺术与声音魅力留出表现空间。女巫第二次出现的幻影房间以空旷的环境强化了麦克白

饱受内心矛盾折磨的虚无感，实拍场景结合 CG 技术建构了女巫预言时的超现实景观，在房间凹陷的地

面上，3D 流体模拟的黑色液体及 2D 的气泡元素组合成沸腾的坩埚，虚实相融的环境造型表现着麦克白

内心的涌动焦灼，也象征着女巫作为叙事燃料的存在。 
建筑空间的规划配合场面调度，突出透视线条，以纵深的长廊或空旷的大堂空间承载人物独白或对

话。在麦克白夫人收到麦克白的来信后，因了解他摇摆于欲望和恐惧之间的性格，决心推动他主动朝着

王位前进，她行走于以建筑线条为视觉引导线的走廊，线条的扩张之势、空间的开阔延展呼应了麦克白

夫人直接夸张的野心，预示在主要人物推动下逐步加快的叙事节奏。而在后来麦克白因自身的幻觉于长

廊中追逐不存在的班柯幻影时，曲折深邃的长廊通道象征着其罪行招致的无尽惶恐不安与恐怖想象，人

性的矛盾在多种情感并存中愈发激烈。 
在构图上，《麦克白的悲剧》多运用对角线结构表现人物心理状态。倾斜构图强调了不稳定的视觉

感受，营造一种紧张气氛和不安情绪。在班柯和弗莱恩斯穿过拱形结构组成的大门以及麦克白夫人梦游

走向洗手水池时，摄影均选取俯拍角度与对角线构图，硬光照明下轮廓清晰且拉长变形的投影造成压抑

感和不稳定感。在出现女巫的幻影房间场景中，井字形的木椽占据画面的兴趣中心，上方是向上敞开的

两面墙壁构成的三角形以及阴云密布的天空，多层次布局与对角线构图营造纵横交错的空间感。此时麦

克白正依赖进一步预言以增加自己虚假的信心、获得采取行动的指引，倾斜的结构象征着现实秩序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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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与破坏，更贴近人物芒刺在背的负罪心境。 

4. 数字技术：以技术手段再造载意之象 

数字调色与视觉特效等技术支撑变革了原文本人物想象与虚实情境的呈现方式。影片许多抠像部分

需使用到绿幕和蓝屏技术，因此以彩色来拍摄，通过数字调色将彩色转为单色，发挥黑白在观者情感体

验中的独特作用。《麦克白的悲剧》使用摄影棚打造有鲜明造型感的景观，突出环境作为潜在叙事元素

的参与。视效团队与摄影部门、美术部门密切合作，制作场景延展与数字绘景，延续了极简主义布景与

极致布光的视觉风格。 

4.1. 彩色中的黑白影像：数字调色实现黑白转换 

调色参与到光影重塑与明暗调整中，从形式上更好地配合影片内容与情绪氛围的传达。摄影指导与

调色师共同参考了铂盐印相与影片《圣女贞德受难记》，借鉴胶片的影调。铂盐印相摄影工艺拥有细腻

的灰色调渐变，白色部分层次丰富，深色调部分也能表现出丰富的细节。《圣女贞德受难记》体现着黑

白全色胶片的“灰调”美学。《麦克白的悲剧》控制曝光、扩展灰调，以黑、灰、白的巧妙组合形成冷

峻且质感细腻的黑白影像。 
《麦克白的悲剧》的后期调色给黑白影像“着色”，在黑白影像中颜色滤镜的使用可以达到将颜色

转换为不同的灰色色调的效果，每一种颜色滤镜都允许自身的颜色通过并一定程度上阻止其他颜色通过。

在局部的调色上，例如针对人物肤色的调整，使用彩色拍摄可以在后期添加虚拟的颜色滤镜来更改皮肤

影调和明暗对比度，例如影片前半段使用红色的虚拟滤镜来使麦克白夫人的肤色色调偏冷，往后麦克白

夫人从镇定到紊乱，在良知未泯的悔恨与恐惧下夜晚梦游，为表现人物陷于主观思虑的困境，则换为经

典绿的虚拟滤镜形成更加苍白的肤色。调色师使用 Baselight 软件处理 ACEScc，提供了调色灵活性。[5]
在色彩空间方面，团队进行了从彩色转黑白的多次测试，最终选择 D65 白点的 Oklab 色彩空间，高度匹

配人眼视觉，从几乎是红外效果的黑白样式转换到类似于锡版照相法的风格，具有丰富细腻的灰调。 

4.2. 虚实共生的场景意象：显隐视效辅助视觉呈现 

在前期场景虚拟化建设的阶段，美术部门将手绘与电脑渲染结合完成 3D 场景的设计，并且实际将

光影融入布景中，创作出符合影片视觉风格的环境造型，还针对部分复杂场面调度的动作场次例如王座

室的打斗制作了镜头预演。前期设计阶段，虚拟场景的搭建与可视化预演技术为导演和摄影指导的创意

决策提供了辅助手段。 
隐性视效是与实拍影像无异、以至于无法察觉的特效，视效合成后的影像仍保留了摄影影像与客观

现实的联系性特征。[7]麦克白城堡场景延展的部分为隐性视效，对现有场景进行修饰以达到更精细的细

节控制，追求逼真隐形与情境匹配。视觉特效团队在跟组拍摄中记录拍摄环境和资料，主要内容包括激

光扫描、HDR 捕捉、纹理参考以及相机与照明数据，例如在麦克白与麦克德夫在防御城墙上的决斗中，

团队运用到激光扫描快速精确地实现城墙及城墙位置数字化，为建模提供影像数据基础，实现前后期数

据的无缝对接，这一场景还添加了 2D 的云雾元素以营造扑朔迷离、混乱破败的氛围感。在后期特效制

作阶段，特效团队制作了基本的 3D 布局以确立视角，然后使用 2D 绘景或者 CG 场景进行替换，突破了

现实场景空间的存在性与规定性。当剧本涉及了角色的视角转化或者复杂的运镜，特效团队则会使用完

整的 CG 场景或者 2.5D 数字绘景。片场大量的数据采集确保了精确的摄影机跟踪，为后期制作提供了参

考。在资产生成方面，材质库收集自现场获取的物体纹理信息，高动态全景图则用于还原环境照明，为

后期制作模拟现场的真实光照。在关键场面王座室的打斗中，场景的 3D 模型为房间周围的森林外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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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定位的基础，王座室空中与地面的落叶是 CG 模拟与蓝屏抠像的结合，两侧背景中的树林整合了多

层 2D 数字绘景以制造视差表现空间深度。王座室的石柱打破了对称的布局，模拟树木的形态错落分布，

与背景入侵的树林形成整体，将真实的王座室空间与预言中的场面结合，为故事增添了命运色彩与戏剧

张力。 
影片中反复出现的自然意象结合了实拍素材与数字特效。戏剧中的意象联系着具体的现实物象，又

表征为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烟雾是使电影阴郁而充满氛围感的关键元素，East Side Effects 公司的团队

使用质感真实的 2D 烟雾素材来增强实拍的效果。烟雾元素用于画面主体的揭示，例如以烟雾过渡女巫

分身的出场。后期剪辑挖掘画面之间视觉的内在关联，运用烟雾来设计流畅且具有艺术性的转场。莎士

比亚剧作中的乌鸦多作为厄运预兆存在，烘托悲剧色彩，影片在开场为设定精确的盘旋轨迹而使用了 CG
乌鸦，结尾出现的群鸦则是实景拍摄与 CG 的结合，通过粒子系统控制整体的密度与布局，经过排布的

群鸦如同挥散不去的阴霾。全片四百余个特效镜头无痕弥合 CG 影像和实拍影像，使其统一于影片极简

与抽象的视觉创意，提升了画面质感与精细度，生成嵌入戏剧元素的电影空间。 

5. 结语 

将莎士比亚的戏剧进行电影化呈现，可定义为一种吸纳与革新戏剧美学意蕴、实现美学所指向心聚

合与再释放的抽象化表达。[1]《麦克白的悲剧》在影像表达、叙事空间与角色诠释等方面都进行了有价

值的突破性尝试。影片运用影调、光线、构图等多种造型手段风格化地展现了戏剧的文本内涵与精华元

素，在数字技术的辅助下重构原文本的意象与图景，呈现个体内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在观者心中形

成延宕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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