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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思岑
特效化妆技术对电影人物塑造的影响电影行业中的特效化妆区别于一般

化妆，指的是为了适应故事演绎与人物

塑造的需要，用有别于日常生活化妆的

思路，把演员装扮成特定外貌，减少后期

影视特效制作的时间与成本的化妆行

为。在各种文化产品普遍强调工业化大

制作与奇异景观的21世纪，主流院线电

影也一直凭借强大的产业链与资本优势

试图从故事向景观过渡，让其自身的内

容、风格和视觉特征与其他新旧媒体产

品拉开差距。特效化妆对于动作片、科

幻片、灾难片、神话片等强调视觉景观的

片种不可或缺，尤其在角色受伤、年龄变

迁、伪造身份等故事段落，没有特效化妆

的介入是不可想象的。

电影艺术的核心不是各种以假乱真

的特效，而是基于艺术想象力发散的电

影思维。只有在可以充分、有效地服务

于人物塑造与故事讲述的特效化妆，才

是电影真正需要的卓越特效化妆。特效

化妆技术对电影人物塑造主要有两方面

影响，本文接下来将一一阐明。

一、创造全新异种族角色形象

影视表演中作品、创作者以及表演

道具均集中于演员一身，这样“三位一

体”的特性决定了无论在什么类型或题

材的影片，演员身体在创作中无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尤其在一些由创作者绝妙

的想象力与构思出发，超越人类世界的

幻想题材电影中，演员的身体更加既是

创作材料，又是表现奇异世界的创作工

具与创作成品。因此，特效化妆在这些

电影中要深刻地挖掘出原著作者隐藏在

剧本字里行间的外在描述与深邃理念，

形象而生动地表现出那些现实中并不存

在的种族，并对不同种族与性格的形象

进行富有个性的补充和体现。利用《指

环王》细节一举成名的维塔工作室，便在

创造宏大的“中土世界”时得当地运用了

大量特效化妆，将演员们变身成为精灵、

霍比特人与各种怪物，以真实的视觉效

果拉近了观众与这一传奇世界的距离。

在实际操作中，维塔工作室首先要跟导

演、制片人沟通人物场景等的概念设计，

再具体落实到场景人物的模具。他们

“脑补”出了小说中几乎所有的怪物，光

是做道具，前后就花了 7 年，打造了近

50000件实体道具。在实际拍摄中，每个

角色的“变身”时间都要长达数个小时，

维塔工作室的创始人理查德·泰勒曾经

透露，他们做的最长的一次特效化妆时

间达十个半小时。

以中土世界中一种体型特别高大强

壮的怪物“巨怪”为例，他们具有驽钝的

头颅与壮硕的身躯，性别特征不明显，智

力低下但力量极大，体格健壮、皮肤粗

糙，深窝小眼，鼻子肥大，身材臃肿，体态

笨拙，容貌丑陋，同时带着一种奇妙的距

离感、威胁感与侵略性，又兼具原始人类

与野生动物的特征。在进行演员化妆

时，维塔工作室的工作人员要在前期使

用油泥在演员的模型上进行雕塑，准备

好这位演员专用的雕塑模型；通过模具

获得发泡乳胶假皮后，利用喷枪对假皮

进行上色。在正式给演员上妆时，先给

演员戴上保护头发的光头套，然后将假

皮由边缘向中间一块块以此粘贴在演员

头面部，再根据故事或场景中的细节添加

伤口、疤痕等细节，使用刷子、喷枪等工具

喷涂酒精油彩，最后粘贴假发与饰品、戴

上假牙与变色隐形眼镜等。在一整套特

效化妆之后，演员的全脸都被化妆品和硅

胶假皮覆盖，即使是亲密的人也难以分辨

出他的原貌。在维塔工作室的理念中，由

电脑参与制作的合成CG虽然重要但只

是辅助。因为实体道具的真实感是CG

无法达到的。唯有这样，才能让观众觉得

电影里的世界是真实的。

以当下的特效化妆水平，把异世界的

视觉效果做得比诞生于20年前的《指环

王》更真实、更震撼并不困难，但不少影片

甚至驰名世界的系列大片却因太过重视

特效而忽视了故事与人物，这也是《指环

王》特效化妆的独到之处。在魔族与中土

世界的战争中，一组巨怪为魔族军队所

用，曾凭借蛮力用巨大的木槌撞开了人类

城堡的大门。他们身材高壮却佝偻着腰，

丑陋的长相再加上凶神恶煞的目光，给人

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这样独特的外形一

出场便牢牢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二、突出独特和鲜明的角色性格

在影视剧中，演员通过身体和语言

向观众传达角色的精神生活，其中角色

外形铭刻着角色的经历与内心世界，在

美丑之外还具有许多丰富且微妙的细

节。可以说，电影中的角色化妆不仅代

表着人物的外在形象，更能透过形象展

现出角色复杂又细致的内在精神世界。

为了将角色的内在性格可视化，特效化

妆师爷要配合演员的表演，以需要受过

训练的技术结合对角色的充分理解才能

进行表达。

在亚当·麦凯编剧并导演的《副总

统》中，英俊帅气的青年演员克里斯蒂

安·贝尔饰演了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的美

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在美国，副总统

本身是一个从属于总统、实际权利有限

的象征性角色，但迪克·切尼硬是凭借着

自己与布什家族的亲近关系与精明的算

计，使得自己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权力最

大的副总统。因此，导演在影片中放大

了副总统切尼精于算计的权臣一面，让

他看起来像是幕后操纵一切的主使。该

片的特效化妆由曾数次荣获奥斯卡最佳

化妆奖和造型奖的国际特效化妆师格雷

戈·坎纳姆担任。这部影片用政治讽刺

剧的形式来包装人物传记，快速回顾切

尼职业生涯中的每个重大时刻，呈现了

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外貌与精神状态

的切尼总统。青年时期的切尼凭借与布

什家族的关系步入政坛，身材健壮，发量

适中，这一阶段的角色与演员本人形象

最为相像。在“体验派”演员贝尔的增肥

努力下，特效化妆师只需要将他本人与

角色原型不符的特征加以修改即可。中

年时期的切尼在帮小布什赢得竞选后逐

渐接近国家权力中心，外形上身材变宽，

看起来膀大腰圆，皮肤松弛，面部表情也

更加油滑。配合上升的发际线上升与灰

白色的头发显现出开始衰老却暗藏精明

的形象。此时的特效化妆就稍加复杂，

除了头部假皮，与人物现实中的原型切

尼相差甚远的贝尔还要戴上一种包裹住

脖子、脸颊和下巴的铂金硅胶假体。

最后，人到晚年的切尼终于登上了

权力巅峰，此时的他身材臃肿，皮肤下

垂，头发花白稀疏，给人一种老态龙钟之

感。在塑造晚年切尼秃顶形象时，特效

化妆师首先要给贝尔制作一个光头妆，

用接边膏将假皮与人脸的缝隙填补到水

平面进行衔接，再用较稠白胶在整个头

部假皮上打噪点，然后在光头妆的形象

上粘贴假发。为了保持角色整体造型的

完整性，特效化妆师会在特效服背部制

作一个大的开口，然后在开口处缝制一

个隐形拉链，待演员穿戴完整后再从背

部缝隙进行衔接，最终成功呈现出居于

权力顶峰的臃肿肥胖的副总统形象。

（作者系四川传媒学院有声语言艺

术学院讲师）

中国功夫题材电影中的
武术景观与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价值

■文/高素娥

产生于冷兵器时代的武术，是人

类防御敌人的本能选择。即使在当前

相对和平的环境中，这种本能需求依

然存在。武术给了弱者变强的希望，

也给了强者突破自我的途径，因此武

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被普遍接受的基

础。尤其武术给受众带来视觉与情感

的双重体验，为扩大受众范围、增强受

众黏性创造了积极条件。延伸到电影

艺术领域，功夫题材的电影作品往往能

赢得良好的市场与口碑，也容易产出广

为流传的经典之作。中国功夫题材的

电影作品武术景观设计恢弘奇巧，富有

中国武术特色，彰显着中国传统体育文

化的智慧与价值，无论对功夫电影的进

步，还是对传统武术的发展，都具有一

定推动作用。

务实功夫

——功夫电影的魅力所在

以当前视角来看，中国早期功夫

电影可以被视为一种刀剑相接的荒诞

表演，其程式化、机械化的表演形式自

然难以具备更高的艺术性。不过随着

创作手法的日益成熟和观众审美的持

续提升，中国功夫电影快速跳出戏曲

展演的桎梏，开始以务实为导向，致

力于向观众展示能在现实生活中使

用的功夫形象。从中国功夫电影的

发展脉络和市场表现来看，也只有务

实性功夫能真正引领潮流、塑造经

典。几十年前火遍大江南北的《黄飞

鸿》，以真正意义上的武师为剧组班

底，最大限度展现了功夫拳脚的形态

与意韵，与之前戏曲舞台的板眼套路

截然不同，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武术视

觉盛宴。随后，《方世玉与洪熙官》、

《救世主》等一批规矩考究、真实可信

的功夫电影跃然银幕，为观众带来了

活化、真实的功夫艺术体验。同时，

成龙的《醉拳》、李连杰的《精武英

雄》、甄子丹的《叶问》，让我们看到了

不一样的中国功夫。这些影片的艺

术魅力不仅仅源于电影角色使用的

武术招数，角色演员的武术风格更加

突出、个人形象更加鲜明，进一步影

响着观众的观影体验。这与当前影

视领域所追求的“明星效应”不同，功

夫电影抑或功夫影星收获的成功与认

可，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流量拉动可以

比拟。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其他类型

功夫影片取得的成功，比如打斗场面

酣畅淋漓、精彩纷呈的《龙门客栈》，场

面恢弘、意境丰富的《卧虎藏龙》，气势

磅礴、斩获大奖的《英雄》等，都曾迎来

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不过，这些影片

由于脱离传统武术的土壤，并不能在

功夫或武术层面真正打动观众。

技术赋能

——功夫电影的另类表达

在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

时代背景下，功夫电影迎来了变革性发

展。既往功夫电影高度依赖专业武术

运动员的实战打斗，影片拍摄需要专业

人员编排套路。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功

夫电影中，演员的表演和叙事艺术是明

显强于电影技术的。而在技术赋能的

功夫电影中，演员表演和环境刻画的压

力可以通过技术介入有效缓解。正因

如此，不少演员不擅长甚至完全没有接

触过武术，却能在影片中成为傲视群雄

的武林高手；影片利用数字手段设置奇

观特效，以代替现实世界的山水意境，

也会通过分散观众注意力达到淡化武

术表现的目的。将数字技术应用于电

影艺术，是现代技术日渐成熟的必然结

果，也是电影创作创新发展的理性选

择，在强化作品视觉表达效果、适应观

众审美需求变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可以说，数字技术在功夫电影中的

成熟应用，使得奇巧的场景布置、绝世

的武功技艺、夸张的表演风格与紧凑的

剧情设计得以统一在同一部作品中。

技术为功夫电影创造了更广阔的表达

空间，这点毋庸置疑。但是，技术的过

度参与容易形成喧宾夺主之势，令人眼

花缭乱的奇幻景观弱化了电影的话语

特征和时间线索，观众在获得强烈的视

觉刺激后反而更容易产生困惑和失望

的心理，无法进一步接受和认同影片的

艺术表达。

道德品质

——功夫电影的基本底色

中国功夫题材电影基本不会脱离

武术这一国粹，而涉及武术自然不可

能回避“武德”这一核心。从中国功夫

题材电影来看，无论如何设计武术景

观，怎样推动剧情发展，电影叙事对武

德的宣扬始终不变。中国功夫题材电

影喜欢集中刻画主角形象，通过描述

主角坎坷的身世、习武的艰辛、不被世

俗接纳的思想，勾勒出主角坚韧不拔、

锲而不舍的形象。行侠仗义、打抱不

平，为弱者出头、为正义而战，是中国

功夫题材电影的一贯思路，为实现突

破自我、超越平凡的角色升华奠定了

基础。功夫题材的电影中，精彩的打

斗场面固然吸引眼球，但观众对励志

精神的需求同样明显且挑剔。功夫电

影中的武术既体现出中华传统体育文

化中勤学苦练、持之以恒的真谛，又折

射出谦逊真诚、博爱无私的境界追

求。所以观众在功夫电影中能看到主

角攥紧拳头而隐忍不发，也能看到主

角为避免争端而拒绝比武，但基本不

可能在主角身上看到争强好胜、睚眦

必报、骄纵跋扈的影子。在中国武术

和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武术是力量

的象征，但绝不可能将其作为暴力手

段欺压别人。中国功夫题材电影不会

淡化主角在人生起落中的挣扎，也不

会回避主角纠结、困惑的复杂心理活

动，但始终不会偏离主角在逆境中不

放弃、不低头，在顺境中不自大、不骄

矜的思想主线。主角自尊自爱、知足

坦然的品质与气度，为电影作品，也为

中华武术和传统体育文化赋予了不同

寻常的感染力。

民族气节

——功夫电影的永恒追求

毫无疑问，中国功夫题材电影是

建立在国人传统侠义观念之上的艺

术，对明辨忠奸、惩恶扬善的天下大道

具有普遍坚守，而在激烈精彩、引人入

胜的打斗场景之下，在中国特有的侠

客形象和侠义精神背后，也凸显出民

族气节这一永恒追求。20 世纪 70 年

代的《精武门》、《猛龙过江》等影片中

拳脚功夫痛击洋人的情节设计，带有

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20 世纪 90 年

代的《黄飞鸿》系列影片，剖析了中国

功夫与西方武器之间的矛盾冲突，延

续国家民族本位的主线，投射出“师夷

长技以制夷”的开明思想。进入新世

纪，以叶问为原型的《一代宗师》、《叶

问》等影片陆续问世，这些影片放大的

不是叶问的绝世武功，而是叶问低调

与理性的精神特质，对于民族气节的

表达也非直白的以暴抗暴，而是在安

排英雄悲剧场景的同时，设计了成功

转圜的情节。这种电影艺术创作并不

是为了满足观众期待的“理想主义”，

而是通过英雄角色道德与现实的双重

胜利，彰显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进

入新时期，中国功夫题材影片有了新

的表达方式，也以更符合国人心理期

待的姿态阐释电影艺术。如《战狼》、

《红海行动》等影片在展示中国功夫的

同时，既表达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也体现了祖国的强大与温暖。

综上所述，中国功夫题材电影在

彰显民族气节这一传统文化时，显得

坚定理智、鲜明淡然，即民族感情的

表达恰如其分。在把握电影艺术分

寸上自然而然流露出爱国情怀和民

族大义。这与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

精髓如出一辙！

（作者系北方民族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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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神秘丰饶、秀美多情的湘西世界是

沈从文的一张身份名片，《边城》中渡船

的翠翠仿佛一个经典的意象，在这个美

丽而不幸的孤女身上承载着几代人对

前现代的身体记忆和美学想象。在改

革开放后经典现代文学作品的翻拍浪

潮中，沈从文的作品颇具热度，《边城》、

《湘女萧萧》先后被改编，后者更屡次斩

获国际奖项。在彼时，沈从文具有湘西

特色和地方风土人情的文学作品自然

地迎合了中国80年代的“寻根热”的文

化心理。谢飞导演《湘女萧萧》的过程

中就自觉地从历史到哲学的高度思考

如何以艺术“再造民族灵魂”。

若要从电影的镜头语言的近景和

远景来看，沈从文的作品中本就有着丰

富细腻的层次，美丽的人情风俗不啻为

道德人性的修辞和障眼法，电影推动着

我们靠近作家曾举重若轻、一笔带过的

残酷湘西，二者共同抵达了现代性的启

蒙彼岸。

一、“女性化”近景：

湘西世界与文化表意

中国的读者都耳熟能详《边城》的

故事：孤女翠翠被祖父抚养长大，美丽

腼腆的翠翠就好像家乡茶峒的碧波青

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

是”——翠翠给顺顺家的兄弟无限的遐

想。兄弟两个都爱上了翠翠，天保大老

首先表白了心意，但是翠翠心里仰慕着

弟弟傩送二老。不得意的哥哥外出办货

被淹死，二老介怀哥哥的早逝、翠翠的态

度暧昧还有父母的阻拦，也不再为翠翠

唱山歌而远走他乡。翠翠祖父抑郁而

终，过渡的船上最后只剩下了翠翠。

《边城》这个简单故事的不凡之处

在于它包含着一个真实的“女性化”视

角，这里所谓的女性化指的是社会/历

史意义上的女性化，是中心之外的边

缘、是抽象的符号性意义外的具体而

微、是公共话语下的私人生活。故而，

即便是女性作家也常常使用男性的话

语，而沈从文这样的男性作者却真正看

到了一个特殊语境中的女性之声。

《边城》中的女性视角在文本和影

像化改编的对比中尤为突出。文本中

包含着少女心理的微妙变化：青春期的

翠翠对异性产生了好奇和渴慕。这种

心情是这样的细腻，以至于 1984 年凌

子风导演的电影《边城》找不到转化的

意义手段，只能用字幕旁白来补充。小

说的原文在景与人相对无言，言有尽而

意无穷的留白中保留了读者想象的权

利：“翠翠长大了。她欢喜看扑粉满脸

的新嫁娘，欢喜说到关于新嫁娘的故

事，欢喜把野花戴到头上去，还欢喜听

人唱歌。茶峒人的歌声，缠绵处她已领

略得出。她有时仿佛孤独了一点，爱坐

在岩石上去，向天空一起云一颗星凝

眸。”

但是并非所有对沈从文作品进行

影像化改编的导演都选择了旁白填充

的路径，《湘女萧萧》就使用了比较突出

的镜头语言来象征性地表现难以言传

的情绪。导演用水（开水闸、滂沱大雨

和雨后藕断丝连的滴水声）来表现萧萧

懵懂情欲的苏醒和决堤。自然和人体

用象征的艺术手法生长为一体。而在

萧萧与花狗幽会的片段中出现了一个

青蛙的特写镜头，即使在乡村中这一转

场稍显突兀，动物影像的干扰可以被理

解为青年男女动物欲望的野蛮生长的

隐喻。

湘西的“物”成为可见世界和不可

见世界的媒介，象征手法和象征的区别

就在于前者只是局部的文学化的表达，

而后者则是一种整体的创作意念，在其

中，无形的精神世界和可触知的物质世

界得以沟通。从前文所述的电影改编

与文本的对比中，我们或许就能够看到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一个不可转述、难

以改编的艺术世界，与其说它是一个文

本而不如说是一种美学氛围、一个象

征。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世界的一水

一木、一山一人都意味深远。

河（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即是一

个重要的隐喻组合。《边城》、《湘女萧

萧》的女性化视角最根本地体现在这

些故事里不存在一个确定的题旨和明

显的教育意义，这在文以载道的中国

散文传统中无疑是非常另类、非常反

父权话语的。美丽的风情和丑陋的生

活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不断地变化着形

态：翠翠和祖父不断地穿梭在村镇和

漏舍之间，他们极美极善，但不属于世

俗的世界；萧萧目睹小寡妇被沉塘，她

想要逃跑却怎么也推不开沉重的船。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在《边城》中的水

与船还只是一个若隐若现的背景，但是

在《湘女潇潇》、《丈夫》中发展为了整个

故事的隐喻。

二、死亡的远景：

现代化背景下生存焦虑

很少有评论者注意到的沈从文书

写的悖谬：当沈从文开始观察湘西的时

候，浑融完整的湘西已经从这种观察中

开始分裂。就好像马尔克斯在发现了

拉丁美洲的时候也发现了它的“孤独”，

在沈从文和他的读者们开始通过翠翠

的摆渡接近湘西的时候，接近本身也打

开了前现代的乡土门户，神秘变得不再

神秘、美丽被现代的文化价值审视，传

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成为两个尺度，

就如同萧萧一边对女学生所谓“自由”

无比好奇和向往，一边又在一个传统畸

形的环境中生存。萧萧朦朦胧胧地使

用着自由这个新鲜的概念，劝说花狗：

“逃到城里咱们就自由了”，但是故事最

后萧萧却最终被吸收进大山之中，多年

媳妇熬成婆，萧萧为自己的儿子娶了童

养媳，历史形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

闭环。

地域性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是一个

不得不被强调的维度，正如同现代性不

仅仅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也同时具有

地理坐标，现代化制造出城市与乡村之

间的巨大差异：城市里已经有了女学

生，而与此同时女学生的穿着打扮被作

为新奇的传说，乡村仍然在整体上呈现

出前现代的样貌——祠堂和大家长制、

裹胸、守寡、童养媳、占卜乞灵，较之《边

城》童话般的纯粹图景，《湘女萧萧》、

《丈夫》则有着更加现实主义的笔触。

城乡在接触中传达出了乡村社群

与前现代主体的死亡焦虑。这个主题

在电影中被表达得更加朦胧，但又确实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景深。《边城》中的茶

峒像是一个与世独立的世外桃源，但是

死亡仍然不可回避地浮现在背景和结

局中：爷爷的死、天保大老的死、翠翠父

母的死——翠翠生机勃勃的美丽被死

亡威胁和笼罩着。在祖父下葬时，翠翠

又看到了妈妈的坟墓，这意味着翠翠年

轻的生命回到了起点处的孤苦无依。

死亡在存在主义的心理学中被视为众

多行为的动因，它令世界变得危机四

伏：祖父对于大老二老的试探无疑缘于

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边城》的故事从

这个角度而言更加能够解释其意义的

暧昧，沈从文以艺术的方式回应着亘古

不变的焦虑：无法回避的死亡最终成为

结局、被兄弟二人爱着的翠翠最后孑然

一身、善良的祖孙未得善果，一切美好

的东西行将毁灭。《湘女萧萧》则将视角

拉得更远，将乡村作为一个整体与乡村

外的世界进行对比。惩罚奸淫的私刑、

历史循环的萧萧式悲剧无论对沈从文，

还是对80年代的电影改编者而言都有

特殊的意味：传统文化面对自由、科学

的西方价值观的侵入，不得不将自身与

“强大的外人”对立起来，达到保护自我

的身份认同的目的。沈从文的小说文

本在电影化的过程中迸发出的强大生

命力，无一不指向了乡土中国的现代性

这个延续百年、未完待续的话题。

（作者系四川传媒学院传播与经管

学院讲师）

从文本到电影：
沈从文小说世界的影像化呈现

■文/张龙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