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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潜意识的探索中追问电影的本性

———关于费里尼导演作品分期问题的研究

文先军

【摘　　要】国际评论界对费里尼导演的２４部作品一直没有完成分期工作，笔者在系

统分析其所有作品的基础上，按照主题、叙事结构和表达原则相结合的标准，将它们划分

为三个时期。早期７部作品的故事以情节为主体，讲述欲望与伦理的外在冲突以及欲望与

道德的内在冲突，基本采用再现性的表达原则；中期４部作品以情境为主体，在再现欲望

与道德的冲突过程中，探究欲望的潜意识成分；后期１３部作品在延续前期主题的基础上，
发展出时代 堕 落 和 艺 术 拯 救 两 个 变 体，情 境 的 比 例 发 展 到 极 致，表 达 原 则 基 本 是 表 现

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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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 下 半 叶，尤 其 是 ６０ 年 代 至 ８０ 年 代，米 开 朗 琪 罗 · 安 东 尼 奥 尼 （Ｍｉｃｈｅｌａｎｇｅｌｏ
Ａｎｔｏｎｉｏｎｉ）、英格玛·伯格曼 （Ｅｒｎｓｔ　Ｉｎｇｍａｒ　Ｂｅｒｇｍａｎ）、费德里科·费里尼 （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Ｆｅｌｌｉｎｉ）和安

德烈·塔尔科夫斯基 （Ａｎｄｒｅｉ　Ｔａｒｋｏｖｓｋｙ）等人共同将作者电影发展为一种成熟的艺术形式，他们的

代表作达到了当代电影难以企及的 艺 术 水 准。其 中，费 里 尼 的 作 品 无 论 是 在 内 容 还 是 在 形 式 方 面，
都比其他作者探索的范围要宽广多样。他进入人物的潜意识心理，尝试依靠情境而不是情节进行叙

事的多种可能性，将场面调度技术发展到无人匹敌的繁复流畅的程度，追问电影的本性，形成了独

特的费里尼式 （Ｆｅｌｌｉｎｉｓｑｕｅ）电影。费里尼作品的这种复杂性，可能是导致评论界观点产生分歧甚至

对立的原因之一，而这种状态也使得关于费里尼作品研究的一些重要工作被搁置起来，其中包括作

品分期的问题。

一、费里尼作品分类存在的问题以及分期标准的确定

国内译介和编写的世界电影史，凡涉及费里尼的部分，都是在年表记录上进行介绍，没有主动

地分期。英语界研究费里尼的专家彼得·邦达内拉 （Ｐｅｔｅｒ　Ｂｏｎｄａｎｅｌｌａ）在他的三部专著中，也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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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费里尼的作品进行了分类工作。① 对一位成熟的作者的所有作品进行分期，是系统的阐释工作完成

的标志，可以为单个作品的精微研究提供坐标。因此，费里尼作品分期工作的缺失，是费里尼及其

作品研究的一大缺憾。

邦达内拉将 《杂技之光》《白酋长》和 《浪荡儿》称为 “角色三部曲”（ｔｈｅ　ｔｒｉ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认为它们集 中 表 达 了 人 物 的 社 会 面 具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ｓｋ，有 时 也 被 称 为 面 孔 （ｆａｃｅ②）］与 真 实 本 性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习俗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和幻想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之 间 的 冲 突；③ 《大 路》 《骗 子》和

《卡比利亚之夜》构成 “救赎三部曲”（ｔｈｅ　ｔｒｉｌｏｇｙ　ｏｆ　ｇｒａｃｅ　ｏｒ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故事情节建立在天主教信

念之上：皈依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个人的命运；④ 《甜蜜的生活》《８　１／２》和 《朱丽叶的

精灵》专注内心尤其是潜意识的分析。在这之后，费里尼的创作轨迹就多样化了，《导演笔记》《小

丑》和 《罗马》探讨电影的本质，⑤ 《萨蒂利孔》《罗马》和 《甜蜜的生活》构成 “永恒之城三部曲”
（ｔｈｅ　ｔｒｉ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ｔｅｒｎａｌ　ｃｉｔｙ），⑥ 《卡萨诺瓦》在商业上失败之后，费里尼转向现实和历史批判。⑦

邦达内拉提取的有些特征是准确的，他的工作最大的遗留问题是没有理清不同类别作品间的关

系，以揭示所有作品作为统一体的发展轨迹。另外，他发现的有些共同特征在作品中并不是重要的

属性，如 “救赎”，或者对特征的界定过于宽泛，如 “幻想和习俗”的冲突，这就使其归类显得片面

或者牵强。

分期研究要解决分类遗留下来的问题：将所有作 品 列 入 分 析 对 象；既 要 指 出 不 同 时 期 作 品 的

共同属性，又要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共同属性在每一部 作 品 中 都 要 具 有 重 要 性，这 些 属 性 还 必

须保持一致，成为标准，不能像邦达内拉的分类一样随着 对 象 而 不 断 改 变 标 准 （人 物、主 题 或 题

材）。

费里尼的作品本身也具有能够进行分期的质的基础。他认为自己导演的所有作品就是一部漫长

的电影，其中每一部都不是完全独立的。⑧ 这部从１９５０年拍到１９９０年的影片，包含２１部长片、３部

短片，不包括４个电视广告作品。这些作品作为一个延续发展的实体，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属

性，构成元素和构成方式也相应发生变化，像有机体的发育一样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本文选择主题、叙事结构和表达原则三种属性作为分期的共同标准，据此将费里尼的作品系列

划分为早期、中期 （巅峰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用影像和声音讲述的电影故事的主题，本质上区别于文学故事的主题。它不是一种用判断形式

表达的中心思想，而是看得见的、客观存在的动作。约翰·霍华德·劳逊 （Ｊｏｈｎ　Ｈｏｗａｒｄ　Ｌａｗｓｏｎ）

认为主题是 “基础观念”和 “基础动作”的统一，基础动作具有统领所有动作的功能，基础观念如

果找不到这个动作，就是抽象、静止的，生发不出故事。⑨ 悉德·菲尔德 （Ｓｙｄ　Ｆｉｅｌｄ）直接将主题定

义为动作和人物，瑏瑠 人物是施动者，用来限定动作，内涵还是落在动作上。所以对电影故事主题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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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不应该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它直接存在于影像中，用动词来概括。

叙事结构特指情节与情境在故事中所占的比例，以及构成它们的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故事是

一系列事件在时空中的组合，其中主人公为追求特定目的而实施的事件构成情节；而由其他人物主

导的事件，形成 “有定性的环境和情 况”，① 称 为 情 境。在 狄 德 罗 指 出 情 境 的 独 立 存 在 价 值，② 尤 其

是在黑格尔对情境进行定义之前，故事和情节的概念是混淆不清的。在将情节和情境看成构成故事

的平等成分之后，根据它们所占的比例，就能将故事划分为以情节为主体的和以情境为主体的两大

类。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类型电影，一般以情节为主体进行叙事，美国剧作界根据情节内事件的

逻辑关系，整理出多种情节范式：三幕式、八序列、英雄之旅和１５节拍表等等。国内学者谭霈生在

继承狄德罗、黑格尔和萨特等人的情境理论基础上，概括出以情境为主体的故事的三种结构：集中

于主线路的、链条式的和并列交错式的。③

表达原则是表达的主观规则，涉及对象、手段和表达发生的心理层次，区分为再现性的和表现

性的。谭霈生以戏剧为例概括它们的区别：再现的对象是客观化的世界，④ 手 段 是 对 这 个 世 界 的 模

仿；⑤ 表现的对象是创作主体内心体验过的世界，采用无意识的回忆、幻象等主观手段。⑥ 其中关于

再现对象的界定既不符合创作经验又违反了形式逻辑：创作主体如果不对客观世界进行体验，如何

使之成为再现的对象？如果承认体验的事实，那又如何区分再现和表现的对象？荣格从表达活动发

生的心理层次进行划分，⑦ 就合理解决了这个问题。再现的素材来自创作主体的意识层面，是意识体

验过的世界，主体清晰理解这些内容，因为思维与情感是共通的，所以表达出来的现象和本质对于

接受者来说是符合客观存在的；⑧ 表现的素材来源于主体的集体潜意识层面，这些原型幻象对主体来

说也感到陌生，但它们具有 强 大 的 威 力，迫 使 主 体 将 其 表 达 出 来，所 以 这 些 幻 象 呈 现 在 他 人 面 前，

更是变形的、抽 象 的 或 者 时 空 关 系 错 乱 的。⑨ 为 表 现 主 义 绘 画 提 供 精 神 纲 领 的 瓦 西 里·康 定 斯 基

（Ｗａｓｓｉｌｙ　Ｋａｎｄｉｎｓｋｙ），以及为这场运动进行辩护的理论家赫尔曼·巴尔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Ｂａｈｒ），在著作

中也反复强调精神和外界的对立以及对外界事物的改写或者凭空创造。瑏瑠

在使用这些标准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如果一个时期的某部作品呈现出与共同属性不同的特殊性，

而且这种特殊性在作品中表现得明显且重要的话，必须单独对待这种特殊性，不能忽视或者将之强

行纳入共同属性中。

二、早期：以情节为主体再现欲望与伦理道德的冲突

费里尼早期阶段的作品包括６部长片——— 《杂技之光》（１９５０年瑏瑡）、《白酋长》（１９５２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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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再现的”和 “表现的”。参见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人、艺术与文学中的精神》，姜国权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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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儿》（１９５３年）、《大路》（１９５４年）、《骗子》（１９５５年）、《卡比利亚之夜》（１９５７年），以及１部短

片——— 《婚姻介绍所》 （１９５３年）。长片在主题上都是关于欲望与伦理道德的冲突；在叙事结构上，
《浪荡儿》由描绘情境的独立段落 （ｅｐｉｓｏｄｅ）构成，其余５部影片情节占主导地位；６部影片在表达

原则上基本上是对人物外部行为和现实环境的模仿。１部短片则揭露模仿的非真实性。对再现性手法

的质疑成为这部短片的主题，它是这个时期一部特殊的作品，是费里尼追问电影本性的起点。

(一) 欲望的性质和冲突的程度

欲望的性质和度，决定了冲突的范围。相对而言，合理的欲望容易获得道德主体和伦理实体的

接受；过分的非理性欲望必定遭到伦理实体的否定，而主体的态度则视自我的道德判断而定。黑格

尔对道德和伦理进行了严格的区分，① 认为道德是关于主观意志的法，伦理是关于家庭、市民社会和

国家等实体的法。道德以善为目的，涉及个体的判断、意图和相关行为，② 伦理则是这些实体规定的

权利、义务、制度和法律等。

这６部长片的主人公的动机有本能层面的，也有理性层面的。《杂技之光》中契柯对女主角莉莉

安娜的欲望，既包含性本能又有情感寄托成分。《白酋长》中女主角婉达的爱情梦想具有更多的理性

内容。《浪荡儿》中的福斯托、阿尔贝托、里奥普尔多和里卡多都被性本能驱使，莫拉尔多挣脱了这

种控制，但是他离开家乡寻找生活价值的动机还只有空洞的形式，没有具体内容。杰尔索米娜 （《大

路》女主角）和卡比利亚 （《卡比利亚之夜》女主角）渴望获得爱情和尊严，是理性的欲望。赞巴诺

（《大路》男主角）基本被食与性控制。《骗子》中的奥古斯托为物欲而行骗；罗伯托说骗到足够的钱

财后去学声乐，从 影 片 提 供 的 信 息 来 看，基 本 是 安 慰 自 己 的 借 口，是 一 个 虚 假 的 动 机；毕 加 索 像

《浪荡儿》中的莫拉尔多，最终摆脱了物欲，但是理性的内容还是空洞的。概括地说，这个时期女性

主人公的欲望基本是理性的，而大多数男性主人公的欲望处于本能层次，少数处在从本能到理性的

过渡地带。

他们在释放本能或者追求理想的过程中，都遭到伦理道德不同程度的否定。有些主人公被伦理

实体所否定，而自我没有产生否定性的道德判断和情感，如契柯、里奥普尔多和罗伯托；婉达、福

斯托、阿尔贝托、赞巴诺、奥古斯托和毕加索等人则经历了双重的否定；杰尔索米娜和卡比利亚不

是因为自己的动机而遭到否定，而是因为所爱之人拒绝对他们自己的道德缺陷进行否定，她们因为

爱而主动承担否定的责任，婉达的自我否定中也包含这种成分。因此，除了 《杂技之光》，其余长片

都描绘了欲望与伦理、道德的双重冲突。
这个时期的作品最具有感染力的部分是对自我否定的道德情感的描绘，这些情感体验既是个体

的，又是普遍的，涵盖了人类的这种永恒冲突的多个层面和不同程度，成为表达道德堕落中的痛楚

情感的经典视觉形象。自我否定的程度因为道德缺陷的性质、触犯的对象的层次和规模的不同而有

所区别。有些缺陷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是较轻的，如里奥普尔多的慵懒和放纵；有些缺陷则导致他人

死亡，如赞巴诺失手打死 “傻子”。伦理道德有宗教层次的，也有纯粹世俗层次的；③ 直接伤害的对

象有多有少，间接触犯的对象的数量也有区别。
主人公的自我否定情感因此表现出不同的激烈程度：羞愧感、耻辱感和罪孽感。羞愧感是对自

我的欲望和行为的局部否定，触犯他人的程度较轻、规模很小，发生在世俗道德层次。耻辱感也发

生在世俗层面，这种否定是全面的，从 具 体 的 欲 望、行 为 上 升 到 整 体 人 格，伤 害 他 人 的 程 度 较 重、
规模较大，间接触犯的对象更为广泛，个体感觉到自我被群体甚至整个社会驱逐。《骗子》中罗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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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香烟盒，导致同伙被主人驱逐，毕加索的妻子醒悟到丈夫一直欺骗她，实际上他是罗伯托的诈骗

同党，因此体验到的耻辱感最为强烈；奥古斯托的女儿看到父亲被警察带走，也是典型的表达耻辱

的场景，这两位女性承担了亲人的严重缺陷。罪孽感是主人公意识到自己或所爱的人犯下的罪行不

仅伤害了平等的他人，而且违背上帝 后 引 起 的 激 烈 情 感。它 不 仅 否 定 自 我 和 所 爱 之 人 在 世 的 价 值，
而且灵魂脱离肉体后也摆脱不掉这种否定。罪孽感本质上是一种被否定后的死亡恐惧感。杰尔索米

娜目睹赞巴诺杀人，一方面作为旁观者受到超过阈限的刺激而精神失常，另一方面，在恢复正常的

间歇期，她又主动承担这份罪恶，被罪孽感长久折磨，郁郁而终。
(二) 以情节为主体的故事结构

在叙事上，费里尼从来就没有热情讲述完整的情节。但是在早期阶段，他对情节的依赖程度还

是比较高的，情境只起辅助作用，这种比例关系在 《浪荡儿》中才被颠覆。
《杂技之光》讲述契柯追求莉莉安娜的完整过程。《白酋长》由婉达约会白酋长的情节贯穿。《浪

荡儿》基本抛弃情节，全力营造情境，四位主人公每位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情境，讲述他们几乎固

定不变的生活和内心状态。福斯托和莫拉尔多最后做出了改变的动作，前者被迫，后者主动，构成

短小的情节。这些情境的性质是相同的，构成协同性关系，而非因果关系。整个故事呈现并列交错

式的情境结构。
《大路》启用情节结构，杰尔索米娜盼望赞巴诺的爱；但是削减了情节的宽度，加入情境内容，

如对小镇纪念耶稣受难的场景的细腻描绘。《骗子》前半部分采用了并列的情境结构，但是从奥古斯

托遇到女儿开始，为帮助女儿而行骗的情节就运行起来。费里尼对上映的影片相当不满，因为被制

片方强行剪去一些内容，导致故事的完整性遭到破坏。① 《卡比利亚之夜》的情节也是从被催眠才开

始启动，前面的情境内容一方面作为人物前史解释情节成立的理由，另一方面把情节放在宗教背景

中，加深它的意义。这三个故事中情节的主导性还是显而易见的。
(三) 外部世界是内心感受的显现

这个时期的表达是再现性的，模拟外部世界和人物行为，见证内心状态和活动，还没有像第二

个阶段一样，直接模拟内心体验。这一表达手法跟标准意义上的新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于，它模拟外

部世界的目的不是停留于外部世界、关注影响多数人的社会问题，而是指向个体的内心冲突。费里

尼对外景拍摄和采用自然光没有兴趣，因为他不需要复制现实；对于非职业演员，他看重的不是他

们作为社会成员拥有的生活经验，而是作为独特的个体面孔上透露出来的精神气质。然而费里尼和

新现实主义者采取的表达原则都是现实主义的，所以有些评论家将他和安东尼奥尼的作品称为 “心

理现实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费里尼的作品中出现了象征手法。《浪荡儿》中偷来的天使雕像，《大

路》中插着翅膀走钢丝的 “傻子”和 《骗子》结尾背柴捆的孩子，是社会性的象征意象，对于信仰

基督教的人来说，意指能够让灵魂获得拯救的神秘力量。邦达内拉指出的孤寂的广场和狂欢的人群，
则是费里尼创造的个人象征，反复出现在这几部作品中，而且还将延续下去。这些象征不同于对待

现实的再现态度，它们赋予具象以超出自身的精神内容，在表达原则上倾向于表现性。
因此，这个时期的影像呈现出来的世界，基本是内心感受的直接、感性的显现。
(四) 对再现性原则的批判

这个时期的短片 《婚姻介绍所》在主题、叙事结构和表达原则上与长片区别较大。它是费里尼

为自己的电影艺术辩护而采取归谬法，回敬那些批评他的作品不真实、滥情的批评者的武器。② 他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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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流行的现实主义手法，实景拍摄，大量使用非职业演员，采用记者口述的方式叙事，表面上取

得了复制现实的效果。但是，他把新现实主义电影中常见的被贫困折磨的女性和一个传奇元素———
狼人结合起来，使整个故事呈现出荒诞和非现实性。费里尼貌似用完整的情节讲述了一个关于贫困

的故事，他的用意完全是狡黠 的：瞧，我 用 你 们 的 “复 制 现 实”的 手 法 讲 了 一 个 传 奇 故 事。因 此，
这是一部关于电影表达手法的作品，是费里尼后期探讨电影本性的系列作品的滥觞。

三、中期：以情境为主体再现欲望的潜意识成分

费里尼的天才在这个时期 发 挥 到 最 饱 满 的 程 度，所 以 也 可 以 将 这 个 时 期 称 为 他 创 作 的 巅 峰 期。

这个时期包 含３部 长 片——— 《甜 蜜 的 生 活》 （１９６０年）、 《８　１／２》 （１９６３年）和 《朱 丽 叶 的 精 灵》
（１９６５年），以及１部短片——— 《安东尼博士的诱惑》（１９６２年）。前两部影片获得了空前的国际性成

功，奠定了费里 尼 作 者 电 影 大 师 的 地 位。 《甜 蜜 的 生 活》在１９６０年 获 得 戛 纳 电 影 节 金 棕 榈 奖，
《８　１／２》在１９６４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甜蜜的生活》还创下２２亿里拉的票房纪录 （当时意大

利电影票价在５００到１０００里拉之间），① 一大堆制片人追逐着费里尼，邀请他拍摄同类题材的影片。②

《８　１／２》是他陷入精神危机后天才爆发的一次创作，创造力经过极度萎缩和扩张的运动而得到尽情发

挥，该片成为费里尼式电影的经典。《朱丽叶的精灵》则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原因不在于费里尼缺乏

对女性心理的了解，而在于他用形象解释概念。他承认自己的部分创作动机 “不仅是一个探讨荣格

心理学的机会，并也为星象、降神等所有的神秘主义预留了探索空间”。③ 《安东尼博士的诱惑》如同

《婚姻介绍所》一样，是对评论界辛 辣 的 回 敬。但 是 这 一 次，费 里 尼 采 取 直 接 进 攻 的 姿 态，把 诋 毁

《甜蜜的生活》的评论者塑造成精神分裂症患者。

(一) 分析心理学视域中的欲望道德冲突

上述４部作品的主题依然 是 欲 望 与 道 德 的 冲 突。费 里 尼 在 这 个 时 期 接 受 了 荣 格 的 分 析 心 理 学，

开始系统采用这种学说观察、反思自己，并且把这种经验带进创作中，从潜意识层次尤其是从集体

潜意识原型的角度分析人物的欲望。
《甜蜜的生活》中马尔切诺面临的困境有两方面：社会性的———陷身于一个集体堕落的行业和阶

层；个人性的———本能的发育水准还处在不能转化为有价值的文化活动的层次。《甜蜜的生活》关于

社会性堕落的描绘得到了左翼评论家的肯定。关于性本能向文化活动转化失败的过程，在 《浪荡儿》
中有过粗线条的叙述，在马尔切诺身上则得到详细展开。马尔切诺的欲望以阿尼玛原型的形式投射

出来。阿尼玛是男性人格中 的 女 性 成 分，隐 藏 在 集 体 潜 意 识 中，以 原 型 意 象 的 形 式 出 现 在 梦 幻 中，
或者投射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身上。阿尼玛的发育一般经历四个阶段：纯粹性本能的阶段；建立在

性本能基础上的情爱阶段；道德奉献阶段；智慧超脱阶段。④ 马尔切诺的阿 尼 玛 分 别 投 射 到 玛 达 莱

娜、西尔维娅、艾玛和宝拉身上，对应四个阶段。他和玛达莱娜相互需要、利用，但是在性欲满足

之后，会涌起耻辱感；他对西尔维娅充满激情；他厌恶但依赖艾玛；他赞赏宝拉的纯真，叹息自己

和她隔着遥远的距离。因此，他的欲望还停留在性爱阶段，追求西尔维亚受挫后，始终在最低层次

重复消耗，缺乏道德自律，无法把生命的能量转化到他认为有价值的严肃写作中去。他一度把转化

的希望寄托在斯坦纳的引领上。斯坦纳是他的阴影原型投射的对象，试图不理会外界的影响独立创

造自我价值，最后杀害子女后自杀。他的分裂和心理底层的原始野蛮性震撼了马尔切诺。马尔切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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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堕落更多是个人意义上的，不能把责任推给社会环境。这是当时的评论家所不能理解的，所以他

们把马尔切诺的活动 （尤其是与四位女性的关系）仅仅看成量的积累，充斥着不必要的堆砌。①

《８　１／２》抛开人物的社会处境，专注描绘圭多与阿尼玛投射的对象以及与意识自我对象化而成的

人物之间的关系。他的阿尼玛人物也按四个发展阶段的特征而设计：性本能，妓女萨拉吉娜；性爱，

情妇卡尔拉；道德奉献，妻子路易莎；智慧与拯救，克劳迪娅。性本能阶段的阿尼玛投射的对象不

止一个，组成了圭多的 “后宫”。后两个阶段的阿尼玛投射遭到失败：路易莎拒绝奉献，反而对他进

行道德否定；克劳迪娅暴露出功利目的。编剧杜米埃否定他的艺术思维和创作能力，主教对他的宗

教诉求给予明确的否定，这两个人物可以看成圭多的意识自我的化身———一种人物设计的手段。所

以，圭多遭遇的精神危机是意识与潜意识两个层面的。费里尼根据自己的治疗经验，安排圭多通过

心理超越 （意识对潜意识的接收）度过危机，找到了新的、具有创造力的生活态度。至此，费里尼

完全放弃了宗教愈合心理裂痕的希望。

朱丽叶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幻听幻视。她的性本能受到过分严厉的道德制约，不能向更

高阶段发展，导致欲望与道德的关系更加对立、人格分裂。她的阴影投射对象苏西引诱她释放性本

能，而校长、童年自我意象和母性情结强大的母亲则强化道德的内省和约束力。阿尼玛投射的对象

外公帮助她反抗道德禁锢，何塞提醒 她 在 道 德 和 欲 望 之 间 找 到 平 衡。这 些 影 响 在 她 内 心 相 互 独 立，
各自吸收一些情绪后形成自主性的情结，导致了精神分裂。在心理医生的干预下，朱丽叶获得了心

理超越。影片介绍了意象分析、积极想象和扩展技术等心理分析手段。

这个阶段的作品继承前一阶段的主题，更为关注欲望与道德的冲突。心理分析既是处理主题的

视角，也是解决冲突的方法。

(二) 情境发展为故事的主体

在叙事结构上，短片 《安东尼博士的诱惑》讲述一个情节性的故事———安东尼博士被广告牌上

的性感女性形象折磨的故事。《朱丽叶的精灵》也有一个完整的情节———发现丈夫的婚外恋，但是全

片２６场戏，直接和间接建构情节的场景只有１１个，其余场景都在描绘朱丽叶被精灵骚扰的情境状

态，如果按照绝对时间长度来计算，则情节所占的比例更小。其余两部代表作情节更加短浅而情境

愈加丰厚。《甜蜜的生活》的情节是马尔切诺试图离开新闻界、尝试严肃写作，它占有的时间长度极

少，绝大部分时间长度用来描述相对独立的情境段落。除了开头和结尾的段落描述马尔切诺的独立

状态以外，其余段 落 都 在 编 织 马 尔 切 诺 与 阿 尼 玛 人 物、阴 影 人 物 的 交 往 过 程。它 们 被 马 尔 切 诺 的

“流浪汉”式行踪联系起来，构成协同性关系，形成链条式的情境结构。《８　１／２》的情节是圭多筹拍

电影，采用相同的链条式情境结构，全片３２场戏，直接构建情节的场景仅５场，间接相关的８场，
但是在其中占用的时间长度相对于情境内容明显短暂。② 这两部影片面世以来，长期被评论界视为反

情节、非情节和散文化叙事的意识流经典作品。这些否定性的、消极的结构称谓，反映出评论界将

情节等同于故事、不承认情境的独立功能的认识水准，所以在面对情境性作品时陷入了尴尬的失语

状态。

(三) 再现内心感受

在表达原则上，这个时期除了继续精致地模仿外在世界和人物交流过程以外，还出现了大量以

回忆、梦境、幻觉和想象的形式呈现的心理内容。其中有些形式是再现性的，以模仿外形的方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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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理性的内容，《８　１／２》中的大部分心理场景即是如此，比如圭多回忆童年泡澡、看妓女跳舞，幻想

妻子和情人和好、绞死编剧和自杀。但是，他梦见交通堵塞和父亲墓地的场景是表现性的，潜意识

情绪改变了现实存在的外形。 《朱丽叶的精灵》中绝大部分心理场景是表现性的，朱丽叶梦到的破

船、死马和裸体男女等意象，在幻觉中看到的精灵，都是潜意识突破意识的压制而自主产生的幻象

和对现实存在的变形，而且这些意象排列组合的方式是情绪性的，不遵守物理规律。只有她回忆和

外公看戏的场景是再现性的。
康德认为，天才的艺术区别于一般的美的艺术的重要特征就是它具有精神———一种内心的鼓舞

生动的原则。① 这个时期的 《甜蜜的生活》和 《８　１／２》之所以成为费里尼巅峰状态的作品，就是因为

它们找到了独创而具有典范性的结构，把费里尼的自然禀赋充分表达出来，具有生机勃勃的精神。

四、后期：以极致的情境比例表现多重主题

(一) 冲突主题的变体

短片 《该死的托比》（１９６８年）在主题和表达原则上开启了后期创作。相对于前两个时期，后期

创作在主题上要复杂得多。
在没有道德压力的情境中欲望肆无忌惮地放纵，是 《萨蒂利孔》（１９６９年）、《阿玛柯德》（１９７３

年）和 《卡萨诺瓦》（１９７６年）的主题，并且作为部分内容出现在 《罗马风情画》（１９７２年）、《女人

城》（１９８０年）、《扬帆》（１９８３年）和 《月吟》（１９９０年）中。《萨蒂利孔》中的人物，除了自杀的贵

族夫妇，其余的都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既不受伦理制约，也没有道德的谴责。主人公恩科比和阿

锡多从头到尾放纵性欲，最后阿锡多被劫财者杀死，恩科比远渡非洲，寻找另一个没有法律制约的

纵欲之所。《卡萨诺瓦》的同名主人公 “纯粹只关心自己的性需求。他其实是个机械人，就像他带在

身边的那只机械鸟一样”。② 《阿玛柯德》回到 《浪荡儿》里的小镇，讲述小镇上的人们性本能不能转

化成社会文化活动，要么被法西斯利用，要么精神分裂的故事；教会、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的欲望

的压制被表现得愚蠢低能，形同虚设，而且它们的代表人物本身充满着欲望。《罗马风情画》中二战

时期的士兵和平民嫖妓，当代嬉皮士在广场裸体、做爱。《女人城》中的极端女权主义者在反抗男权

的过程中放纵情欲，而男性沙文主义者把别墅建造成收集自己的猎艳史的后宫。不同于其他影片的

是，主人公对自己的男权中心观念和缺乏情感的两性关系进行了反思。《扬帆》中的演艺界和上流社

会人士基本具有性变态和性倒错症状。《月吟》中的正常人心安理得地过着放纵性欲、物欲的生活。
这个时期，费里尼终于发现由个体精神凝结而成的社会环境和历史反过来对个体的强大制约作

用，主动批判现实、反思历史，形成了 批 判 时 代 堕 落 的 主 题。反 思 历 史 的 影 片 包 括 《罗 马 风 情 画》
《阿玛柯德》和 《扬帆》。《罗马风情画》通过传说、戏剧和住宅遗址想象古罗马的社会和家庭生活，
回忆二战时期的情景；《阿玛柯德》细致描述法西斯与意大利人民的精神发育状况之间的关系，强调

法西斯主义不是外来之物，而是从意大利人民中生长出来的特产；③ 《扬帆》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

发与政治家的权力欲和上流社会发育不良的精神状况联系起来。
观察、批判现实的影片包括 《小丑》（１９７０年）、《罗马风情画》、《乐队排练》（１９７９年）、《女人

城》、《舞国》（１９８５年）和 《月吟》。
《罗马风情画》和 《乐队排练》聚焦在社会层面，描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意大利面临的严峻的社会

问题——— “经济奇迹”之后工人生活依旧贫困、青年学生抗议政府、嬉皮士运动和无政府主义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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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分裂。① 尤其是拍摄 《乐队排练》期间，左翼恐怖组织 “红色旅”绑架并杀害了总理阿尔多·莫

罗，迫使费里尼不得不思考：如何在不损害个体自由的前提下，将不同个体、阶层构成拥有共同目

标的社会，在和谐的秩序中向文明的更高级阶段发展。②

《小丑》《女人城》《舞国》和 《月吟》则是批判当代大众文化的作品。这种由电视媒体主导的文

化，利用或者制造虚假的材料，刺激受众的感官和物欲，使他们的智力处于被动选择的状态，形成

虚荣、愚蠢、追求娱乐与消费的大众心理。《小丑》提出小丑艺术在当代已经死亡的判断，费里尼认

为是电视文化形成的观赏心理抛弃了小丑艺术。他设计出电视节目摄制组，围绕在被采访的小丑艺

术家周围，细致呈现他们对待后者的态度，然后通过电视台工作人员处理关于一位艺术家的纪录片

的态度，凸显这个庞大的机构的非人道性质。《舞国》将电视娱乐文化设置成情节展开的情境，淋漓

尽致地展现它的虚假、虚荣和低智商性质，以及它对精英文化粗暴不屑的态度、操纵大众心理的强

大影响力。费里尼坦率地承认：“这个影片是在攻击无孔不入而又毫无生气的电视。”③ 《月吟》中正

常人的情境被电视笼罩，而精神病患 者 的 情 境 则 被 象 征 潜 意 识 和 诗 性 的 月 亮 主 导，两 者 针 锋 相 对。
侏儒富商建立地方电视台，组织选美活动，邀请政府、教会和大学的代表共同直播囚禁月亮的活动，
强调电视文化的资本性质和对社会各方面的渗透性。

《舞国》因为涉及到当代文化中的女权主义，遭到相当多的女性的批评，认为费里尼 “反女性”
“反女权主义”④。影片由三部分构成：女权主义聚会，男性沙文主义者的家庭聚会，男主人公被女权

主义者审判和自我反省。费里尼在三部分中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反对极端的女权主义者，正如他反

对极端的男性沙文主义者一样，对两者都进行了道德的审判和反省。这是费里尼后期作品中唯一存

在道德约束力的内容。
前两个时期没有涉及而在后期反复 出 现 的 另 一 个 主 题 是 艺 术 拯 救，这 些 作 品 包 括 《导 演 笔 记》

（１９６９年）、《小丑》、《扬帆》、《访谈录》（１９８７年）和 《月吟》。《导演笔记》主要介绍费里尼制作

《萨蒂利孔》的前期工作；《小丑》访谈意大利和法国一些小丑表演艺术家和马戏团管理人，反思杂

耍艺术对自己的电影创作的影响；《访谈录》回忆年轻时费里尼本人作为记者到电影城采访女演员的

经历，想象执导根据卡夫卡小说 《美国》改编的同名影片的场景，以及拜访演员安妮塔·埃克贝里

的场景，通过日本记者的访谈将这三个情境联结起来，传达自己对电影城的热爱和对电影本质的思

考。这三部作品的主题是电影艺术和杂耍艺术对自我的意义。
《扬帆》则在一战爆发的情境中，想象一群人性有缺陷的上流社会人物通过舞蹈与落难贫民和谐

相处，用歌声抗议军方暴行、同情贫民，最后舍生取义的故事，表达了艺术向内拯救人性缺陷、向

外沟通不同灵魂的可能性。《月吟》在批判正常人的物欲生活的同时，构想精神病患者渴望听懂月亮

之声 （潜意识的象征）、过上诗意生活的情境。这两部影片的主题是艺术拯救心灵的功能。
后期作品虽然出现三个主题，但依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主题之间存在逻辑关联。在宗教不具

有救赎功能、失去制约作用之后，本能泛滥，人的精神在这个层次徘徊，不能向高级阶段发展。心

理治疗有可能修复创伤，但是将精神提升到理性而且诗性的境界则是艺术的功能。作为电影艺术家，
费里尼给出的拯救个体和社会的方案是艺术。因此，《罗马风情画》《扬帆》《舞国》和 《月吟》虽然

同时处理三个主题，仍然是清晰而且完整的作品。
(二) 情境的极致扩张

在叙事结构上，这个时期的情节比例继续压缩，情境比例继续扩张，甚至达到 《乐队排练》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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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节、完全由情境构成故事的极 端 状 况———整 个 故 事 只 有 一 个 情 境：乐 手 抵 制 指 挥。 《该 死 的 托

比》和 《舞国》是情节最完整的两部作品，但是对于情境的描绘也十分详细。 《阿玛柯德》 《扬帆》
《访谈录》和 《月吟》采用并列交错式的情境结构：《访谈录》的三个情境分别包含一个简短的情节，
其余影片的主人公由多人构成，个体的相对独立的情境并列展开，尤其是 《阿玛柯德》将整个小镇

上的人物作为主人公，发展出五个独立的情境，堪称并列交错式情境结构的典范。① 《导演笔记》《萨

蒂利孔》《小丑》《罗马风情画》《卡萨诺瓦》和 《女人城》采用链条式的情境结构：《导演笔记》直

接由三个独立情境按照时间顺序构成，《小丑》和 《罗马风情画》使用 “拍摄影片”的情节顺时联结

不同情境，《萨蒂利孔》《卡萨诺瓦》和 《女人城》通过同一主人公的行踪联结相对独立的情境段落。
(三) 表现性原则和对电影本质的思考

表现性成为费里尼在这个时期处理影像的原则。《该死的托比》用死亡的预感改造了罗马机场和

街头，在黯淡的橘黄色调中，人物具有了幽灵的气质，在灾祸的气氛中匆匆奔向死路。《萨蒂利孔》
和 《卡萨诺瓦》的场景基本是费里尼创造性的想象力的产物。《小丑》结尾活着和死去的小丑吹奏小

号相互应答，《罗马风情画》中环城公路上印象派风格的雨景，《阿玛柯德》里大雾中的白牛和雪天

的孔雀，《乐队排练》里撞破墙壁的巨大金属球，《女人城》中穿越时空的滑梯，《扬帆》里救生艇上

的犀牛，《舞国》中三位模仿秀演员和一位变性人去往俱乐部路上的夜景，《访谈录》中印第安人手

持电视天线的攻击，《月吟》中的公墓、玛丽莎强迫内斯托雷做爱、月光照耀的果园和囚禁月亮，都

是杰出的表现性场景。
值得关注的是，费里尼在这个时期系统思考关于电影艺术的本质的问题，集中体现在 《导演笔

记》《小丑》《罗马风情画》和 《访谈录》中，延续了早期 《婚姻介绍所》否定电影模仿现实的观念。
电影是通过胶片制作出来的影像，是创作者个人想象力的产物，投射出个体的内心世界，与现实世

界没有直接的关联。费里尼反复通过剧中人物包括导演自己直接与观众交流的方式，以及暴露影片

制作过程，破除观众认假为真的迷幻状态，提醒观众看到的不过是技术手段制作出来的影像。《访谈

录》中奥斯特洛亚尼挥舞魔杖放映影片的场景，演示电影就是魔术的观念。在影片结尾，用灯光模

拟光明，告诉观众电影中的观念与情感也是技术的产物。《小丑》将空桶扣在费里尼和记者头上，中

止他们的对话，幽默地否定了电影能够反映现实的观念。
那么，创作与观看影像的意义与价值何在？《罗马风情画》中一群学生追问影片的内容和意义，

费里尼回答：“我认为一个人应该忠实自己的本性。”对于创作者而言，影像是他们的本能寻求的对

象的相似物，一种象征。② 通过它，制作者将本能冲动转化成艺术创作———一种能够确立和巩固生命

价值的文化活动。影像是经过结构的心理内容，对于具有相同和类似心理内容的观众而言，起到相

互沟通的作用。因此，影像作为艺术，能够沟通本能和精神、欲望和道德，使双方不再对立，生命

进入相对完整的状态。这是费里尼一生讲述的故事的要义，也是他自己的生命轨迹。他甚至幻想无

数这样的个体组成健康、和谐的社会。
另外，在这个时期，故事出现了寓言化倾向。寓言是作者另有寄托的故事，③ 通过象征、类比等

手段指向超越故事的对象。④ 寓言中的形象是类型化的，故事荒诞而夸张。⑤ 由于从集体潜意识角度

理解人，费里尼后期作品中的人物基本只具有单一的心理特征。他认可荣格对神话的解释，从传奇

性作品中取材，加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使得一些故事荒诞不经。从个体、内心转入到对社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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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关注，使他讲述的故事的用意指向后者。《该死的托比》《萨蒂利孔》《卡萨诺瓦》《乐队排练》
《扬帆》和 《月吟》都是典型的寓言性影片。

综合而言，费里尼的大部分作品直接讲述了关于欲望和道德的故事，对于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

冲突，他相继提出宗教、心理学和艺术的方案。早期作品还涉及欲望与伦理的外在冲突，中期则主

要在潜意识里追究欲望的根源，集中描述欲望和道德冲突引起的精神症状，到了晚期，他把欲望放

在没有伦理道德的情境里，指出艺术有可能协调欲望与道德。在后期的三个主题中，欲望放纵和时

代堕落是前两个时期的主题的变体，艺术拯救的功能是关于这一冲突的解决。在叙事上，费里尼更

倾向于用情境而不是情节来构成故事，① 创作出链条式、并列交错式情境结构的典范。他认为电影必

须摆脱模仿外界现实的附庸地位，使用电影独特的手段表达自由的想象。因此，他的表达原则从再

现发展到表现，讲述形式从故事演变成了寓言。

（责任编辑：何晶　任朝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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