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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苹作为新中国初期第一位女导演，在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对电影空镜头的隐喻、蒙太奇手法设

计以及音乐修辞的运用蕴含独特的东方美学气质，使得影片本身在讲述一位抗日英雄事迹的同时，又透

露出别样的“诗化”气质，展现出极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为政治影像的创作提供了极具东方特色的美

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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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first female director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Wang Ping’s use of the film’s empty shot 
metaphor, montage design and musical rhetoric in the film "The Electric Wave That Never Dies" 
contains a unique oriental aesthetic temperament, which makes the film itself telling the deeds of 
an anti-Japanese hero, it also revealed a different kind of “poetic” temperament, showing ex-
tremely high ideological and artistic qualities, and providing an aesthetic paradigm with oriental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creation of political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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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建党百年之际，院线中的主旋律商业大片更迭不断，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视听震撼与情感体验。如

今中国电影的发展到了探寻中国表达特质的阶段，经典抗战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是由王苹导演，孙

道临、袁霞主演的红色电影，在国庆前经过 4K 全彩重映回归荧幕，讲述了抗战英雄李侠夫妇在抗日战

争中作为发报员与敌军斗智斗勇的事迹，并在日本投降后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最终李侠英勇

牺牲。本部电影作为主旋律谍战片的鼻祖，具有极大的借鉴学习意义。本文试从东方美学视阈出发，探

寻《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蕴含的美学思维与传统价值观念，为民族影像语言寻求新的切入点。 

2. “意气与意味”：散点叙事中的空镜头隐喻 

“散点透视”本是绘画中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人奥托·费歇尔在其著作《中国风景画》(1943 年)
中首次提出。本片中的空镜头运用“视点”横向移动的运动方式，对景观进行散点式的描绘与复现，令

祖国的辽阔山水如长卷一般被展开，呈现出中国传统山水画卷的审美质感。影片多以山水景色将不同空

间的故事片段行云流水地连接起来，实境为山川流水，造化自然，而虚境则为气韵节奏。通过空镜头画

面建构达到留白以填充表意的作用，将无限的空间表象转换为富有隐喻意味的丰富内容表达。 
空镜头的使用不仅提升了画面的观赏性，对电影主旨表达、塑造人物光辉形象、拓展画面表意空间

也起到重要作用。《周易》有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言以尽象，立象以尽意。”[1]当言语的

表意作用过于直白与局限时，象便成为表达作者意图的重要方式，“言–象–意”这一阐释结构中“象”

的重要性便得以凸显。意是根本，象是媒介。在主人公李侠首次向宝塔山基地发送电报时，画面由李侠

发送电报的中景转接为敲打电报手的特写，随后迅速切换为山脉一角，镜头横移，连绵不断的山脉映入

眼帘，经过标志性景观符号宝塔山，镜头定格在一所小房子两名同志接受电报的情景。言语有限，心意

无法言说，必须是“象”才能通达。人是有限存在者，要达无限，通达“大道”，则要通过可视化符号

的建构与隐喻。发电报的实义动作与群山的景观相连接，寓意着电报所承载的“希望”穿过崇山峻岭到

达远方，增加了电影画面的丰富性与层次感，提高了影片的审美质感。用意料之外的景观营造出富有东

方意味的意境场，画面意义的似离而合、空间的流动与转折带来意义的延续。 
本部影片结尾，画面在李侠同志发送电报时被敌方发现时戛然而止，而后画面出现了黎明天空的空

镜头，白云随镜头移动不断涌动着，李侠头戴耳机发送电报的画面淡入并定格在画面中央，此时镜头画

面中的天空变为战场、军旗、军舰等场面与物像，并以成人复调的混声合唱为背景音乐，增强画面的神

圣感与壮烈感，通过空镜头的隐喻与联想达到“融情于景”，精神与影像被耦合、升华，主人公的隐去

与缺位被替换为纯粹的自然景象，具体物像作为情感的现实载体，观众情感“随物宛转”，因结局产生

的情愫得到有指向性的运化与投射，画面表意空间因留白而充盈。“天我”与“大我”境界最终实现，

中国传统道德中“人生–宇宙”的理想也由此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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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骨与人格：“诗性思维”中的蒙太奇谱写 

“诗性的思维”是十八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的，他认为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从

感性直观上升到知觉印象，再形成最初的思维。本部影片用主观性的思维、舒缓的节奏将故事展开，王

苹作为女性导演的蕴籍、含蓄的导演气质在蒙太奇手法中流淌，恰巧与东方美学诗性思维的特点不谋而

合。诗性思维在蒙太奇中的蕴含对塑造影片美学气质、塑造共产党员人物光辉形象具有重大作用。 
东方民族的诗性思维中“非理性”因素极为突出，画面中作为能指的丰富多变的符码转换指向所指

的多义性与绵延的审美快感。巴赞指出：“一旦动作的意义不再取决于形体上的邻近，即使是暗示的邻

近，运用蒙太奇的权利便告恢复。”[2]蒙太奇多次使用影片中相似物品或现象来表现时空与场景的变化，

具有跳跃性、不可通约性的事物达成了共同的审美指向。如在李侠接受敌军严刑拷打时被浇冷水，画面

水流留下的画面即刻变为倒入柳尼娜杯中的酒；火苗由李侠手中点燃的传单切换为柳尼娜手中燃烧的传

单；何兰芬洗衣时搓衣板上的泡沫的变化来暗示时光流逝等。蒙太奇的使用颇富情趣，增添了幻想趣味

色彩，更体现了东方审美活动中的诗性思维与理趣意蕴。 
影片结尾的蒙太奇手法建构起被见证的悲剧性结局，对李侠的英雄形象进行塑造，强化了影片中民族

大义的价值追求。古代东方关于“美的本质”的探讨，常有涉及人性美与人格美，儒家认为，美的本质即

是善，人之所以为人是因其道德仁义，仁之所在，天下归之，而仁义在道德上的指涉即为讲善。因此衍生

出“天下仁义，显任为美”的思想。李侠被日军特务发现后，他坚定地吞下纸条，在特务的包围敌视下发

完最后一条电报，镜头在李侠坚定的脸庞和特务的注视来回反打，“看”的动作被不断强调，“触发主体

进入象征秩序的东西不仅有言语或他人的话语，而且还有他者的凝视。”[3]特务的凝视与包围更像是镜语，

投射出李侠强烈的使命感与身份确认感，他者的闯入与围观作为唤醒、加强人格张力的情景设置，以李侠

为代表的共产党的民族大义与象征意义更为凸显，通过旁观见证的过程更具悲壮美，观众在此紧张环境下

的共情感也更强烈，导演通过围观视觉的话语建构，使观众完成了最后一步的情感认同。 

4. 同情与陶冶：音乐“修辞”中的主体升华 

东方美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皆强调对主体的内心的关注，美感经主体与他者互动、互渗交融而成，本

部影片导演对电影音乐的运用力图对角色和观众进行情绪渲染，音乐悠扬婉转，极富感染力。尤其表现

在何兰芬对李侠的工作由排斥到理解、再到完全支持时，何兰芬陪伴李侠发电报，背景音乐节奏愉悦，

渲染两人心灵距离渐近的气氛；又如在发电报时，运用声画分离的手段，电报声伴随镜头中山水景色的

出现，此时的音乐舒缓悠长，极具“修饰性”，它注重以自身的丰富多姿与画面的丰富表意相结合，展

现出更深层的意指，使电影画面呈现更富意境，弥补了画面的空洞感。 
康斯坦丁诺夫在《音乐美学原理》中提到：“音乐拥有极完美的手段，以精确的组织音乐能广泛引

起那些情绪、感受和情感，并在那些情绪、感受和情感中反映特定时代的、社会阶层的、特定类型的人

所特有的复杂的人的态度。”[4]在何兰芬朋友在为革命调动大家积极性而发表演讲不幸被枪杀后，何兰

芬走在回家的路上，背景音乐旋律开始变得急促激进，牺牲女同志的话不断在她耳边响起，最后萦绕在

何兰芬耳边的只是“太太、太太”，不断重复刺激着何兰芬，此时何兰芬的脚步加快，由走到跑，音乐

不断升高到达高潮，形象外化了何兰芬心中的巨大悲痛与折磨，点燃了何兰芬心中支持革命工作的火种。

又如在何兰芬被敌军逮捕后释放，她回到阁楼中，背景音乐低沉忧伤，此时何兰芬脑海中响起李侠与她

第一次执行任务时曾说过的话：“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

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声画分离的手段使关键性台词在电影中不断

复现，对观众发出了难以忽视的询唤和叩击，注重荧幕内外以人为主体的情感与志向抒发，体现了东方

美学的人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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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观认为美是人与物间情感互渗，产生共鸣，从自身经验出发比附外物的结果。导演以“同情”

观照人物内心，融合作者表述，意图引起观众的情感震撼。本部影片对于角色内心和观众情感观照的注

重，用“发乎人心”的音乐设计实现对主观情感的捕捉与外化，生命交感、同情同构的音乐修辞观念，

颇具东方美学的哲学思考。 
本部电影用具有东方哲学的韵味与笔致，将一部谍战片、一个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勾勒出具有艺术

性的革命美好图景，影片中通过一系列视听语言意境的营造及人伦价值的透析，皆将摧枯拉朽的残酷战

争上升到人性品格的美学境界，使电影具有更为深沉的意义。在中国影片特色探寻中，相较于现今院线

中注重视听奇观与宏大制作、充满说教意味的主旋律叙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引领着观众的注意力

由复杂的表层工艺制作转向富有中国意味的饱满精神旨趣，走向东方美学的简约归真；同时用极具人文

情怀与自然哲学的思考将价值内核融于诗性气质的视听语言中，在影像与观众之间建立起“同情”与“认

同”的主流观念输出方式，用绮丽的幻想、丰富的意蕴与诚挚的情感来打动观众，而不是停留在视觉表

层与剧情逻辑的震撼与快感。本部电影的东方美学气质更可以称为王苹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女导演对经典

革命叙事的独辟蹊径、精巧构思与女性气质的自然流露，是中国电影对时代需求的深入探索，为当下主

旋律影片探索“中国式表达”提供了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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