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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文学教学个案分析

孙红洪
(国际关系学院 英语系 , 北京 100091)

　　[摘要 ] 将电影用于文学课教学是很好的尝试 ,影片 《秋日传奇》便是一个范例 ,它在一个家

庭悲欢离合故事的背后所反映的时代背景 、超时代文学主题与文学表现手法 ,非常适合作为美国文

学课程的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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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电影进行视听训练 ,在英语教学中已是非

常普遍的了 。由于电影表现的是真实生活环境 ,学

生从中学到的情景英语是其他教学手段无法提供

的 。然而笔者在电影教学实践中发现 ,电影不仅是

很好的听力训练教材 ,更可以作为历史 、社会 、文学

等方面知识的辅助教学手段 ,其独特的拍摄技巧与

视听效果往往能产生比书本更强烈的震撼力。利用

电影进行文学课的教学 ,选材是第一重要的 ,它要求

教师对电影内容以及使用技巧有相当的敏感 ,并能

正确地进行总结归纳 。有些电影表现的是几个层面

的意义 ,它的表层反映的也许只是英美社会中某个

家庭或个人的故事 ,但在它的背后所展示的可能是

一个广阔的时代画卷 ,如果再深入挖掘 ,或许会发现

它跨越了某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形成一个文化的永恒

主题。美国电影 《秋日传奇 》便是这样一部可以在

几个层面上进行教学的难得的好电影 。

一

从表层上看 《秋日传奇 》述说的是勒德洛上校

一家的曲折经历。上校年青时代也曾为国征战 ,建

功立业 ,然而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使他心灰意冷 ,于

是他带着家人远离社会的烦扰回到了大自然的怀

抱 ,以草地 、群山与溪水为伴 ,以经营牧场为生并与

当地印地安人和睦相处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

引发了他家庭的一个个悲剧故事 ,但透过这些故事 ,

观众看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前后美国社

会 、政治与经济现状 。这里教师首先要引导学生注

意的是战争与幻灭问题 。一战爆发后 ,上校的儿子

塞缪尔听信了政府与媒体的宣传 ,一腔正气要奔赴

战场去保卫人类民主与文明 ,上校为此勃然大怒 ,他

以自身经验教导儿子们 , “文明这个词与这个世界

的事情毫无关系”,是政府里的寄生虫用捍卫和平 、

民主这样的口号欺骗了热血青年 ,将他们送上战场

被屠杀 ,而只有愚蠢的人才会上当受骗 。然而儿子

们并未听从父亲的肺腑之言 ,仍然义无反顾地走上

战场 ,用父亲的话说是去 “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

的英国。”战场上血雨腥风使这些热血青年从幻梦

中醒来。在给未婚妻苏珊娜的信中 ,塞缪尔写道:

“这儿的战争是无法描述的 ,事情绝不似我所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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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样 。今夜我为如此惨死的灵魂祈祷 。”尽管士

兵们 “将我们的躯体交给上帝 ,胸怀尊严地走上战

场 ,充满信心 ,高呼上帝的名字 , ”但他们已经认识

到了自己的天真与战争的荒谬。塞缪尔 “努力克制

自己的绝望情绪 ,但仍然常常感到所有的人类尊严

都被彻底摧毁 。”最后剩下的只有上帝的保护了 。

当然上帝最终没有对塞缪尔格外宠爱 ,影片对他的

惨死过程有细致的描绘。这些内容都给学生以强烈

的感官震憾 ,使他们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 、参战者

的幻灭情绪与悲惨结局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而这种

知识对于理解美国 “迷惘的一代”作家的作品是必

不可少的。

除了战争与幻灭主题外 ,影片还对一战时期美

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人们努力实现美国梦的雄心壮

志以及当时社会政治 、经济生活中的阴暗腐败现象

等有具体体现。上校的大儿子艾尔福德是在战后经

济腾飞的大环境中成长的一代人 ,他从乡下来到海

兰那市 ,看到城市 “生机勃勃 ,为每一个勇于奉献 、

辛勤工作的人提供许多机会 ”。在这样的时代艾尔

福德因精明强干而不断进步 ,最后竞选国会议员成

功 ,政治上飞黄腾达 ,生活富足美满。然而在电影中

我们看到当时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幸运 ,上校的二

儿子特雷斯顿的故事讲述的是这个 “镀金时代”的

另一面 。当时正值禁酒时期 ,地下私酒买卖猖獗 ,特

雷斯顿为了拯救家庭经济也参与了此项非法活动 ,

他的活动对当地恶霸欧本尼两兄弟生意构成威胁 ,

兄弟俩仗着有政客和警方撑腰胡作非为 、横行霸道 ,

在警告特雷斯顿未果的情形下 ,勾结警察以检查私

酒为名拦截他的车并开枪扫射 ,特雷斯顿的妻子在

乱枪射击中当场死去 ,特雷斯顿怒不可遏狠揍了那

个警察一顿 ,为此他要承认有罪并服刑 30天 ,而他

妻子的死被称为 “可怕的 、悲剧性的意外 ”,开枪警

察仅仅受到训斥而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艾尔

福德也是在这两兄弟的鼎力相助下竞选国会议员成

功的 ,对于他们支持自己儿子竞选的动机 ,老上校看

得非常清楚 ,他甚至当面揭露他们 ,警告儿子这两个

人捧他上台纯粹是为了谋取私利 ,他希望儿子看清

美国政府与这些支持者的真实面目 。这里 ,电影又

提出了美国历史上另一个严肃问题———政府对印地

安人的政策问题 ,从影片中可以看到印第安人在白

人开的酒馆甚至买不到啤酒喝 ,然而种族歧视绝不

是问题的全部 ,白人甚至对印地安人实施了种族灭

绝政策。上校在痛斥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所作所

为时说 “没有什么能比用子弹对付(印第安)儿童 ,

以及将熟睡的村庄全部杀戮更荒谬的事了 ,这就是

政府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 ,直到现在政府的行

为也并未使我相信 ,它比那时更明智 ,更有人性 。”

与美国政府和文明社会的人相比 ,影片中所表现的

印第安人倒是更让人敬重 ,他们不仅具有超凡的精

神力量 ,而且遵守严格的行为准则 ,当上校和他的儿

子将前来寻衅的恶人杀死后 ,印第安酋长虽然对这

些人深恶痛绝 “很想割取他们的头皮(印第安人割

敌人的头皮用于计算战利品),但他们不是我杀的 ”

因此不能取他们的头皮当作自己的战利品。

二

在展示历史的同时 , 《秋日传奇》在更深层次 ,

将美国文学史上一些永恒的主题贯穿其中 ,因此可

以给学生讲授一堂生动的美国文学课。举例来说 ,

文明与 “野蛮”便是这个电影表现的一个主题。自

西方殖民者到美洲大陆时起 ,所谓的文明与 “野蛮 ”

的斗争便一直在进行着 ,在最初清教徒所写的殖民

地史中 ,在库珀的 《皮裹腿故事集 》中 ,人们都能读

到 ,西方文明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残酷无

情地征服着这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 ,西方人与当地

土著人的较量也一直是美国文学的主题之一 ,而且

一直以来连美国人自己也常扪心自问:既然是西方

移民将当地的主人印第安人赶尽杀绝 ,究竟谁是真

正的野蛮人? 这部影片便以印第安人净化的灵魂与

文明社会肮脏的物欲形成对照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而且随着文明的弊端逐渐暴露 ,人们返朴归真 、回归

自然的愿望日益强烈 ,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情结 ,当人

们在社会中受到挫折 ,大自然便成了他们医治创伤

的场所 ,影片中的老上校与他的二儿子均有此经历。

这里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外在的文明与野性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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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常表现为美国人内心深处自然的自我与社会的

自我之间的争斗 ,人类来自自然 ,因此心中时常回响

着自然本能的呼唤 ,美国超验主义哲学家爱默生就

号召美国大众 ,要听从自己心的呼唤 ,不要追随社会

的习俗与偏见 ,他认为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法律比

我的本性更加神圣 , ”他那铿锵有力的话语至今仍

是许多人的行为准则。美国现实主义作家马克·吐

温笔下的哈克·贝利芬虽然是个流浪儿 ,然而社会

偏见对他耳濡目染的影响 ,也使他在要不要帮助黑

奴逃跑这个问题上经历了一次 “健全的心灵与扭曲

的良心 ”之间的激烈斗争 ,尽管当时的社会道德与

法规告诉他 ,黑奴是白人的财产 ,偷窃私人财产是犯

戒之举 ,是要下地狱的 ,然而最后他的人道主义的心

灵还是让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在 《秋日传奇 》中 ,

二儿子特雷斯顿便是这样一个听从 “内心的声音” 、

敢爱敢恨的男子汉。他自幼便只身跑到森林里去与

黑熊一试身手 ,当酒店店员拒绝给同行的印第安人

倒酒时 ,他不顾对方身材高大并持有武器 ,勇敢地冲

上去将其制服 ,并令其给印第安人服务。当妻子被

杀正义得不到伸张时 ,他用自己的方法惩治了凶手 。

而他的哥哥艾尔福德却处处循规蹈矩 ,在弟弟特雷

斯顿的妻子死于乱枪之下后 ,出于各种考虑 ,哥哥明

知弟弟遭遇不公却力劝他去坐牢 ,并将这一切都忘

掉 。尽管他一生为人谨慎却活得很累 ,影片中他对

弟弟的一番话十分耐人寻味 ,他说:“我一生遵守法

规 ,不论是上帝的法规还是人定的法规 ,但你从不遵

守任何法规 ,可他们———塞缪尔 、父亲 ,甚至我自己

的妻子 ———却都更加爱你 ”,相反特雷斯顿则事事

听从自己本性的指引 ,被刻画得一身正气 ,潇洒不

羁 。在影片的最后 ,为了保护父亲与弟弟的生命 ,艾

尔福德不顾自己位居国会议员的身份开枪杀人 ,在

关键时刻他也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召唤 ,影片以此结

尾可谓意味深长 。

除了以上主题外 ,影片还涉及了负罪主题 。自

从清教徒将原罪思想带入美洲大陆 ,负罪与负罪心

理的描写便一直是美国文学的重要题材 ,我们无论

从早期殖民者自我反醒的日记中 ,还是从文学大师

霍桑的笔下 ,都可以读到这样的观点:每个人都难免

其罪 ,只不过有些人的罪过被发现 ,有些人的罪过深

藏心中 ,因此终身受到痛苦的煎熬 。 《红字 》中的牧

师迪姆斯代尔所犯的通奸罪并未公布于众 ,但他内

心受到了罪恶的折磨 ,死得更加悲惨 ,这说明沉重的

负罪感甚至比罪过本身更可怕 。在《秋日传奇 》中 ,

特雷斯顿与苏珊娜便是它的牺牲品。苏珊娜原本已

与塞缪尔订婚 ,但与特雷斯顿一见钟情 ,双双坠入情

网 ,按照特雷斯顿的性格 ,他一定会与弟弟公平竞

争 ,不幸的是弟弟在一战中死去 ,失去了竞争的机

会 ,这在大哥眼中难得的 “方便” ,却成了对弟弟终

生不能化解的愧疚 ,他虽如愿与苏珊娜结了婚 ,但两

人一直不能感觉到幸福 ,甚至不能生养子女。由于

苏珊娜总会使他想起弟弟 ,特雷斯顿只好出走它乡 ,

四处漂泊 ,直到多年后苏珊娜嫁给了哥哥后才回家。

苏珊娜也饱受了负罪感的煎熬 ,她由于本能的吸引

爱上了特雷斯顿 ,但痛苦的婚姻与长期的等待使她

嫁给了哥哥艾尔福德 ,最终满怀嫉妒地看着特雷斯

顿流浪归来娶了混血姑娘伊莎贝尔 ,在潜意识中她

曾希望塞缪尔在战场上死掉 ,也曾希望伊莎贝尔死

掉 ,结果这两个人竟然真的先后死去 ,致使苏珊娜认

为两个人的死应验了自己邪恶的意念 ,终于不堪罪

恶的重负自杀身亡 。其实以上谈的还不是本片所表

现的全部主题 ,其他如早在华盛顿·欧文的瑞普·凡

·温克尔的小说中就出现过的逃避主义 ,以及麦克

尔维尔小说中主人公对真理的追求等主题 ,也都在

影片中有明显的涉及 ,因此只要教师善于指点 ,学生

肯定会有所收获的 。

三

以上谈到的是 《秋日传奇 》所包含的文学主题 ,

而此片从拍摄技巧上来说也堪称典范 ,可以用于文

学表现手法的教学 。在这一方面教师首先应该指出

的是影片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

法。现实主义的内容前面已经谈及 ,而浪漫主义的

表现方式往往是学生不易掌握的 ,可喜的是本片对

浪漫主义的所有特点几乎都有体现 ,例如在上校与

他的儿子的性格中反映的无拘无束的个人主义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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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的反抗精神;在印地安酋长身上表现的对神秘

的精神力量与高尚的 “野蛮人 ”的崇敬;对于人物思

想中情感高于理性的强调等 ,而影片自始自终将自

然与社会对立 ,以自然代表真 、善 、美 ,以社会代表

假 、恶 、丑更是渗透着浪漫主义者对自然的热爱与赞

扬 。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所运用的表现主

义手法 。表现主义试图将人的内心活动用外在手段

表达出来 ,有时甚至用怪异的方式展示人物的潜意

识中互不相关的各个瞬间 ,或者将现实放置在非真

实或恶梦般的情景中 ,以达到渲染气氛的目的 。这

种技巧在 20世纪 20年代的戏剧舞台上常被使用 ,

美国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在他的名剧 《琼斯王 》

中便出色地使用了这种手法 ,黑人琼斯在森林中逃

亡时出现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与连续不断的鼓

声 ,将他的心理活动栩栩如生地呈现给观众。在

《秋日传奇》的大结局那场戏中 ,电影蒙太奇技巧将

不同的场景交替展现在观众眼前 ,在奇特的印第安

音乐声与节奏分明的鼓声中 ,观众看到特雷斯顿在

酒库里与恶霸兄弟之一搏斗 ,伊莎贝尔的父亲击毙

了杀害女儿的警察 ,印第安酋长对特雷斯顿的儿子

小塞缪尔进行成长教育 ,苏珊娜从容地处理着日常

事物 ,那时而缓慢沉重时而急促高亢的音乐与鼓声

将某种神秘感与紧迫感传达出来 ,似乎给影片中具

体的细节赋予了抽象的意义 ,例如印第安酋长在塞

缪尔头上按照本族方式涂抹了三个竖道 ,似乎是在

给他传授神秘的印第安信仰 ,特雷斯顿铲除恶霸是

正义战胜了邪恶 ,而作为国会议员妻子的苏珊娜 ,虽

然平静地挑选衣服 ,出席宴会 ,周旋于宾客之中 ,然

而那鼓声却将她激烈的思想斗争变为了可视的实

物 ,随着音乐与鼓声的加剧 ,各个矛盾相继达到危机

点 ,坏人一个个被处死 ,苏珊娜也因内心的罪恶而彻

底崩溃 ,她歇斯底里地狂剪着一绺绺头发 ,最后开枪

自尽 。由此可见音乐与鼓声的作用 ,它们将各个场

景连接起来 ,同时进行着具体与抽象的转换。平时

讲文学课时很难如此形象地为学生展示这些文学表

现手法 ,而电影教学则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 ,电影是完全可以作为文学

课的教学手段使用的 ,尽管用电影教授文学不似书

本教学那么有系统性 ,但由于它的生动与直观 ,将它

用于文学史的某个阶段 、某个主题或技巧的教学 ,其

效果可谓事半功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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