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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色梦乡》是改编自作家伊坂幸太郎同名小说的日本悬疑电影，因其温暖人心的故事主题和优秀的叙

事技巧而闻名。文章采用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从叙事时序与叙事视角两方面对电影的剪辑技

巧进行了分析，阐述了电影如何成功通过剪辑完成文学性的叙事，以及将温暖人心的成人童话对观众进

行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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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lden Slumber” is a Japanese suspense film adapted from the novel of the same name by writer 
Yutaro Isaka, and is famous for its warm story theme and excellent narrative skills. Based on Ge-
rald Genette’s narrativ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diting techniques of the film from two 
aspects of narrative timing and narrative perspective, expounds how the film successfully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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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tes the literary narration through editing, and tells the audience the heartwarming adult fairy 
t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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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悬疑电影《金色梦乡》改编自伊坂幸太郎的同名畅销小说，电影讲述了快递员青柳雅春(以下简称青

柳)遭人陷害成为总统被刺案的凶手，从而被迫展开逃亡，然后在逃亡路上碰到的一系列温暖人心的人和

事的故事。该小说叙事时间跨度大，叙事视角的切换复杂，而热拉尔·热奈特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中对叙事时间和叙事视角做了充足的研究，由于小说与电影的共同性在于两者都是叙事的艺术，因此本

文尝试以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对《金色梦乡》进行分析，而对电影叙事的研究一般是从画面和声音的有

机组合展开，是去研究电影镜头的组接如何完成自身的叙事结构，而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文学作品，只

有从光线、色彩、声音、景别等多个角度的视听语言去分析电影的叙事结构，才能有效利用文学与电影

的共通之处去把握电影这门艺术独特的叙事方法。 

2.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理论概述 

热拉尔·热奈特(以下简称热奈特)是二十世纪西方文本理论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主要观点集中体

现在代表作《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热奈特在《叙事话语》的引论中首先区分了“叙事”的三层概

念，第一层是指讲述一个或一系列事件的口头或书面的话语，即叙事话语；第二层概念是指真实的或者

虚构的、作为话语对象的接连发生的事件，以及事件之间连贯、反衬、重复等不同的关系。第三层概念

是指某人讲述某事。而为了便于廓清概念，热奈特也对这三层“叙事”分别命名为“叙事”“故事”和

“叙述”，并在此基础上继承了托多罗夫的分析方法，将语言学里的时间、语态、语式等概念纳入理论

框架。在时间问题上，热奈特提出了顺序、时距和频率三种问题，顺序是指故事既可以按事件实际发生

时间讲述，也可以时间倒错、倒叙、预叙；时距是指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之间的比值问题，即叙事往往

会使用相当多的篇幅来表现一瞬间的经历，亦或者用很少的文字来展示漫长的时间；频率则是研究事件

被提到的次数和实际发生次数的问题[1]，如在《金色梦乡》中反复提起的“快跑啊，春柳”，作者多次

用这句话来强化观众对于春柳雅春危险绝望的处境以及众人对于春柳温暖关怀的印象，更加深刻地强化

了故事温暖人心的基调。在语式问题中，热奈特探讨了传统小说理论中的视点问题，提出了“聚焦”的

概念，他又把聚焦分为“零聚焦”(叙事者全知全能)“内聚焦”(叙述者知道的和某一个角色一样多)和“外

聚焦”(叙述者不知道角色们的思想感情)。在语态问题上，热奈特针对叙事行为发生的时间与事件发生的

事件的关系，将叙述类型分为：事后叙述、事情叙述、同时叙述和插入叙述。在肯定了叙述行为的重要

性与独立性的前提下，热奈特以叙事行为依据划分了叙事层，将其分为叙事外层、叙事内层和元叙事层，

同时将叙述主体分为故事外主体和故事主体[2]。热奈特的理论在文艺理论界中有着重要影响，他将叙事

理论中长期被人们忽视的叙述行为拉回了文学视野范围内，同时将叙事与创作活动联系起来，认为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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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不仅能够解释已有的“叙事”，还能够预测尚未有的“叙事”，这一点在悬疑电影中引导读者的主

动参与可以体会到，下文将从热奈特叙事理论中时序与聚焦两方面详细分析《金色梦乡》这部电影的剪

辑技巧。 

3. 记忆追述：人物形象的反复建构 

在时间问题上，热奈特首先界定了叙事时序这一理论，即叙事文中的时间有两种，一种是故事时间，

一种是叙述文时间[3]。前者是指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也就是真实世界的时间，后者则是叙事文本中所

展示的时间顺序，其时序是可以任意组合的，而追述则是“对故事发展到现阶段以前的实践的一切事后

叙述。”它类似于中国传统叙事理论中的“倒叙”，即在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中回头叙述先前发生的事

情，如复仇故事中对往日冤仇的追溯，侦探小说中对作案过程的说明，以及有些成长小说中对人物过去

的交代，对自己经历的回忆等。小说《金色梦乡》就经常在现实中插进过去的记忆，通过描写过去美好

的生活，以及无忧无虑可以开怀玩耍的学生时代的故事，来编织属于森田森吾、青柳雅春及众人美好的

金色梦乡，这样的回忆里的故事总是在绝望中给人温暖，同时也不断的丰富着青柳的人物形象，将他刺

杀总统的嫌疑完全洗清。 
而电影《金色梦乡》也利用剪辑技巧将过去与现在交织在一起展现给观众，不断地建构出一个温暖

人心的人物形象。故事开始时，主人公青柳呈现在观众面前是一个乐天阳光的单纯人物形象，他可以轻

易的相信穿着一身西装的朋友约他钓鱼这种拙劣的谎言，而在卷入刺杀总统风波后，导演不断的剪切过

去和现在的时间线索，将青柳的人设不断完善与丰富，例如在挟持同事逃亡中被警察追捕时，随着青柳

跑出画外，导演也顺势在下一个画面剪辑到室内，将过去的日子衔接在我们面前，从樋口晴子(以下简称

晴子)的视角开始回忆起来，在晴子的记忆中，青柳是一个随手分给他人巧克力也会特意将更大一块的分

享给别人的老好人，无独有偶，在看到青柳被指控骚扰女性的报道时，晴子也回忆起来他曾讲过他的父

亲最恨色狼，当看到新闻报道饭店老板指证青柳的证据他吃了两碗饭一粒不剩，而实际上青柳总是会剩

饭的那个，这些都隐隐将樋口晴子的怀疑写了出来——青柳雅春不会干这样的事情。导演通过一系列的

过去与现在穿插叙事，让观众了解到青柳是一个善良温暖的人，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追述，告诉我们为什

么青柳所有的朋友都相信他不是凶手，可以说在过去的这些习惯的基础上建立的信赖便是最后作者赋予

青柳这个小人物的武器，而这种回忆夹杂的过程便是这些武器逐渐显现威力的前奏。 
整个故事用大量篇幅详细叙述了主人公在逃亡的几天中的心路历程，正是在青柳的逃亡过程中，通

过一次又一次的闪回他的大学时光，追述了他同大学同学和女朋友的种种事件以及他毕业之后的种种际

遇，这种追述手法的运用一方面增加着影片的悬念，引导着观众的期待值，观众会好奇这些闪回的记忆

到底会讲述怎样一个故事，而另一方面，正是从这些补充的事件中，观众不断了解了青柳的为人，从侧

面也洗清了杀害首相的嫌疑，这些过去的留下的痕迹，成为他在逃亡的过程中的无数次救命稻草，一次

又一次地把他从险境中拯救出来，让影片的基调变得温暖无比。可见追述在丰富人物和推进情节方面有

独特的魅力。[4]而影片在追述的剪辑处理上也十分清晰，导演几乎在每一个节奏的停顿处都进行了记忆

的切换，在每一个新人物的出场后也进行了时间的转变，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会不断的在现实与记忆中

反复切换，并且其理解难度会降低，从而能够认真去体会为何所有与青柳相识的人都无条件的信任青柳，

然后从疑惑到逐渐明晰事情的一切，不断的沉浸在故事中去体会青柳的人生，影片对于追述的大量应用

将原本简单的时间线复杂化，但这种复杂的叙述并没有让观众感到厌倦，这不仅得益于故事温情的主题，

也离不开导演对于追述手法的优秀运用。 

4. 结局先行：预叙手法下的悬念处理 

悬疑电影需要悬念，而热奈特提到的预叙便是制造悬念的一种方式，所谓预叙是指“事先讲述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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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后事件的一种叙述活动”，它不等同于模糊的暗示，而是一种明确的提示，以往的认知中提前将故

事的后续发展或结局透露给观众会削弱故事的悬念感，同时如果过多地运用预叙还会让观众产生被牵着

鼻子走的效果，往往只在第一人称下的预叙才能让人更好地接受，最直观的例子便是《百年孤独》开头

的预叙，这种预叙能够给观众一种很强的宿命感，增加作品的情感厚度，在小说《金色梦乡》中的第三

节，作者也利用了预叙手法，将故事的全貌以二十年后的回忆讲述了一遍，给整个小说奠定了回忆与梦

境的基调。而另一方面，第三人称的预叙往往很少见，原因在于这会给观众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但在

电影《金色梦乡》中，导演则合理的运用了第三人称的预叙技巧，不是传统的倒叙，而是通过结局的先

行来增加影片的悬疑气氛。 
在影片开头，女主晴子和家人走入电梯，遇到了一个穿着怪异、举止诡异的男子站在电梯角落，同

时晴子发现这个男子按电梯的方式与寻常人不一样，这也让晴子想到了某些事情，紧跟着画面切到了近

来连续杀人案的通缉令上，这无疑让观众怀疑电梯的男子是否就是杀人凶手，从而为晴子的命运捏一把

汗，增加了故事的悬疑气氛的同时让观众期待接下来的故事走势。而通过后面剧情我们可以知道，开头

电梯的男子并非连续杀人狂，而是整容后回来向朋友们报平安的男主。而当观众看完整部影片，再回头

看这一段演出则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快感，这便是预叙带来的观感体验，它可以将原本简单的时间线打

乱，让故事更加复杂，不断的调动着观众的注意力，同时在观众解开复杂的叙事后也能获得更大的惊喜，

这种效果是平铺直叙所很难达到的。 
而另一方面，影片的结局先行并没有给观众太大的重组时间线的难度，导演深知整个故事的主旨并

非解开杀人案这样传统的推理小说命题，而是将一个温暖的成人童话讲述给观众，因此在电影剪辑处理

上，故事开头不久，晴子在电梯遭遇诡异陌生人的这段事件便被暂时搁置，成为一个伏笔，其起到的作

用更多是吸引观众参与青柳的故事线，随着影片的发展，在结尾阶段人们重新以青柳的视角再次体验电

梯这一段情节，观众才会惊呼原来开头便是结尾，这不仅回答了开头设下的疑问，更是将最大的惊喜留

在了结尾，彻底让观众体会到小人物劫后余生的幸福以及青柳与朋友之间彼此信任的感动。此外，过度

操纵时空也容易带来负面影响，容易让观众无法理解导演究竟在讲什么故事，因此无论是预叙还是追述

都应该合理运用，对剪辑的把控也就是对影片时空合理性的把控，稍有不慎便会导致故事结构失衡和逻

辑混乱。因此利用剪辑完成好非线性的电影叙事并非易事，在这方面，影片可以说是利用预叙技巧的典

范。 

5. 不定聚焦：记忆碎片整合下的梦乡 

悬疑电影中往往会见到错综复杂、时空颠倒的叙事结构，而这种叙事结构所伴随的往往就是各种人

物视角的叙述，如同热奈特所提到的不定内聚焦型视角，在这种聚焦类型下，作品运用了多个人物的“有

限视野”来共同叙事，观众离不开这些角色的视点，紧紧的跟随他们去围观故事的发生，最终通过主动

的拼接，将整个事件的全貌在我们的脑海中呈现开来，这种视角的转换在悬疑电影中经常运用，电影中

的视角并非单纯指视点镜头，而是如西蒙·查理曼所言：“视点是身体所处，或意识形态方位，或实际

生活定位点，基于它，叙事性事件得以立足。”[5]视角更多是指人物的所见所闻所感，因此优秀的悬疑

电影往往能利用剪辑让观众代入到不同的人物视角中去，从多个角色去俯览故事，这不仅能够丰富故事

的叙事角度，也能赋予影片不确定感，这种模糊的不确定吸引着观众不断地浏览影片，不断地与电影的

视域融合，去接近电影所传递的真相。而严格意义上来讲，影视作品中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内聚焦，

因为视觉上很难像文字一样直观地呈现出主人公此时此刻的心理感受，而悬疑电影中也不适用“某某现

在心里在想什么云云”的内心独白，因此如何处理好视角的转换，让观众代入到故事中感受不同角色的

内心活动以实现不定内聚焦的叙事，是导演在剪辑过程中需要认真处理的问题。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3.122017


陈阳 
 

 

DOI: 10.12677/arl.2023.122017 104 艺术研究快报 
 

本片中，在青柳逃亡到曾经阿一借给青柳的车的时候，导演先穿插青柳回忆过去与女友晴子在车内

避雨的欢乐往事，随着两人嬉戏打闹的声音骤停，画面切到晴子在煮饭时发呆的画面，完成从青柳回忆

到晴子现实视角的转换，从而开始了晴子视角的故事讲述，观众可以通过导演的剪辑很好地知道这又是

晴子的一场回忆，不会察觉到此时的视角已从青柳的逃亡转移到了晴子的视角，而正是随着晴子这条故

事线的展开，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青柳，看到了那个会分大一半的大巧克力给别人的老好人、会在中学

作文写“色狼去死”的正义伙伴、会羞于与恋人告白的青涩男孩、会不顾生命危险从歹徒手中拯救他人

的善良快递小哥，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视角切换中，我们了解到了更多的信息，从而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

构建出了一个完整的青柳的人物形象，而这便是剪辑的魅力，观众在视角的不断切换中，从接受不同视

角信息时的迷茫，到拼凑各个人物线索时的专注，再到接近真相时的快感，导演通过剪辑一次又一次拨

弄观众的神经，用精妙的叙事让观众沉醉。 
同时《金色梦乡》的梦乡并不仅仅只是由青柳以及他的朋友们的温情构建而成，影片在各个片段的

角落也铺陈着青柳周围大众群体的记忆碎片，在故事的一开始，大街上的粉丝碰见青柳，会把他当作见

义勇为的大英雄，毫不避讳地说着自己是他的粉丝，在电视采访上的人群也直言看青柳的面相就觉得他

是充满正义的人；而随着刺杀总统案的发生，周围大众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当初看面相的

人认为青柳眉眼间隐藏着暴戾，当初青柳的粉丝也惊呼自己怎么会喜欢这样一个人。导演通过零碎的片

段将这些小人物对青柳的记忆穿插在影片中，一方面是批判着勒庞所说的不善推理的群体[6]，群体们往

往根据自己有限的观察以及主流意识的引导，不断的变化着自己对事件的看法，并且陷入狭隘的主观判

断中去伤害他人，形成一种群体暴力，这无疑是影片想批判的问题；而另一方面，正是导演通过对多数

人的态度转变的记忆碎片的剪辑，才凸显了青柳朋友们不盲目跟随大流观点坚守内心信任朋友的难能可

贵。在当下高速发展的社会，我们每个人都在被加速孤立，个体与个体之间不断的出现信任危机，而《金

色梦乡》通过各种视角的叙述，展示着青柳的朋友们甚至是只见了一面的陌生人对他的强烈信任，这种

现实中感受到的信任与媒体中呈现的人的不信任共同整合，为青柳和观众塑造出了一个温暖的金色梦乡。 

6. 结语 

电影的剪辑从来都不只是停留在片段的拼接上，而是通过剪辑达到导演所想要达到的效果，毫无疑

问《金色梦乡》在剪辑手法的运用方面十分出色，其故事的主旨很好地呈现在了银幕上。导演通过时序

的错置、人物视角的转换、旁观者的记忆共同构建了整个故事，观众不仅可以在错位的时间中主动拼接

出事情的全貌与人物的完整性格，从而代入到整个故事情节中去获得最大的喜悦，更可以在不同人物视

角展开的事件中去感受整个故事温暖人心的主题，去思考被物欲充斥的现代社会中当下的我们与周围人

的关系，也许在这个充满信任危机的社会，只有与他人之间的关怀才是对抗孤独与强权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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