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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春江水暖》以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

为美学根基，讲述现代化进程中富春江畔一家三代

的亲情故事。顾晓刚导演创造性地进行了东方美学

试验，融合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美学观念，在影像时

空中细致地挖掘国人的生存哲学和精神状况，让观

众在美学、叙事、哲学多个层面对影片进行感受与

理解。

一、东方美学的呈现样态：传统的卷轴美学

（一）中国文人山水画的影响

顾晓刚导演摸索到了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与电影

艺术的美学观念的契合点，投入到中国古典艺术作

品中寻找东方美学的源流和规律，探索电影与中国

古代山水画之间的某种通路。他有意识地将传统绘

画的理念嫁接到电影镜头中，探索出具有东方意蕴

的电影语言。《春江水暖》通过不一样的镜头运动

方式和画面构图要求，呈现出了山水画中移步换景

的散点透视效果。［1］

借鉴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的视觉艺术，影片《春江

水暖》中存在大量表达东方审美的、具有静谧绵延神

韵特点的长镜头：镜头固定，摄影机保持机位、焦距

不动，在静止的状态下拍摄一个时长较长的镜头。如

长达 12 分钟的大儿子顾有富的女儿顾喜和英语老师

江一在富春江边约会的场景，像一幅气韵生动的东方

山水画长镜头：在富春江边长大的、水性极好的江一

跃入水中沿着富春江游泳，顾喜在岸上奔跑与江一比

速度，随后江一上岸与顾喜行走奔跑，最后一同登上

江一父亲的轮船驾驶舱。摄影机随着二人的移动而平

移，以“长卷山水画”的形式运镜，用横移的长镜头

构成一种手卷式的观看体验，把公园里游泳、钓鱼、

遛狗的日常生活场景和山水、绿树、亭台楼阁的景致

都慢慢呈现。观众的视点随着人物游走在山水之间，

［1］刘绍瑾：《山水文化与中国美学传统》，《暨南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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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的情感弥散在富春江的山水之中。《春江水暖》

通过拍摄地理地势形成了构图上的立轴式欣赏空间。

如：多次出现的石梯路，以及结尾一家人祭拜完母亲

下山的路都构成了这种审美体验。《春江水暖》用大

量缓慢冷静、含蓄隽永的长镜头，勾勒生活细节与人

物心理，营造出一种平静真实的美感，细水长流地娓

娓道来富春江畔的故事。

（二）中国古典美学的浸润

孔子主张“立象以尽意”，南朝钟嵘提出“滋

味说”、司空图发展了“韵味说”，“韵味”是中

国古典美学审美理想的深拓，作为一种审美意识，

在文学作品中常以象征和暗示的形式来表达情感。

“韵味说”是东方美学的特殊范畴，《春江水暖》

中顾晓刚导演运用大量具有暗示性和含蓄性的长镜

头、空镜头等来表达深刻的意义。如影片的冬景呈

现，将镜头对准了富春江的景色，一片银装素裹。［1］

颇有《湖心亭看雪》中“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

水，上下一白。”的韵味。自然与现实社会融为一体，

人物的喜怒哀乐，都弥散在自然景色之中，获得了

永恒的韵味。导演有意识地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性

之间融合的可能性，让传统文化去“滋养”现实社会。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片中具有典型民族

气息和东方韵味的管弦乐不仅起了调度场景、烘托

气氛的作用，也使得影片的东方韵味呼之欲出，可

谓是点睛之笔。中国传统的管弦乐作为民族的“符

号”，更易使观众进入特定民族文化空间。借由民

族管弦乐这一情感介质，能够更加精确地烘托出人

物心理。影片开场给老母亲祝寿的喜庆弦乐，增添

了许多祥和的气息；母亲走失时凄凉的管乐，让观

众关注到得了老年痴呆母亲在面对暮年生活的情感

失落。民族音乐审美感受，是一个民族跨越悠悠岁

月，在共同劳作与艺术创作中，逐步形成植根于民

族精神中，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特定的文化记忆与

情感共鸣。影片《春江水暖》以民族管弦乐为介质，

观众更容易感受民族文化的触动，从中体会到归属

感与美感，获得独一无二的审美感受，进一步增添

了电影意蕴深长的审美效果。

（三）人文地理环境对创作者的滋养

文化环境决定了一种艺术的呈现样式，顾晓刚

导演对城市脉搏的把握也和他有过长期在富阳生活

的经历息息相关。富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丰

沃的人文土壤滋养了顾晓刚导演的精神世界，对于

家乡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的他从富阳“城市有机更

新”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汲取创作灵感，通过一个

大家族中人与人关系的涟漪来映射杭州富阳区热火

朝天的时代巨变。卷轴美学的呈现方式是顾晓刚导

演的心灵在风景中长期沉浸后生发出的总体判断。

导演本人长期浸润在富春的山水之中，有足够多的

时间从对家乡的感性认识中提炼出“理”的质地。

早年学习国画的经历培养了导演画家的审美和思

维，他对中国文人山水画的感知也比同行更加深

刻。［2］中国山水画与西方绘画谨慎遵循着基于光

学原则的焦点透视法不同，中国人认为有必要在绘

画中表现距离感，顾晓刚导演将这种中国传统文人画

的“散点透视”引入电影创作实践中去，寻找中国传

统山水画气韵生动的电影化表达。《春江水暖》用影

像的形式对中国传统文人画《富春山居图》进行了重

现，构建了一副当代的长卷绘画。他敏锐地嗅到了城

市化建设给家乡带来的新鲜气息，用饱含温柔的镜头，

对飞速变化的富阳城做出了自己理解和认知。

作为从外面归乡的年轻一代，顾晓刚导演显然

有着自己的使命感——重建受到物质主义入侵、变

得脆弱的乡土伦理。他用饱含深情的人文关怀的视

角注视着富春江畔的芸芸众生，关注到富阳城市化

进程冲击下人们的情感、思想、价值观与命运的变

化，将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表象融合在静水流深的

影像之中，用镜头语言为东方审美意蕴、东方式的

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传播做出了重要探索与实践。

二、东方美学的叙事方式：气韵生动的诗
化书写 

（一）“去戏剧化”的情节书写

《春江水暖》摒弃了传统戏剧的冲突情节，外

在冲突被刻意淡化，用大量长镜头、固定镜头、空

镜等拮取细腻的情感。影片追求的去戏剧化打造了

一种更为写实的特征，以缓缓流淌的方式来纪录富

春江畔的风霜雨雪，平淡的现实表征下隐藏着情感

的暗涌。富阳的市井风情与城市化进程，为影片奠

定了深厚的现实沃土。从婚丧嫁娶到营生琐事，顾

家这一大家族的喜怒哀乐渗透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之

［1］陈旭光、李雨谏：《“长镜头”的“似”与“非”：

语言、美学与文化——侯孝贤与贾樟柯比较论》，《电影新作》

2013 年第 2 期。

［2］顾晓刚、苏七七：《〈春江水暖〉：浸润传统美

学的“时代人像风物志”——顾晓刚访谈》，《电影艺术》

2020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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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强烈的叙事冲突不再重要，导演没有着力刻画

因为赡养母亲兄弟四人产生的分歧，而是关注到人

物春夏秋冬四季的心境变化与景色中蕴含的深刻意

蕴，采用一种缓缓推进的方式将影片中顾家这个大

家族中的亲情故事娓娓道来。采用抒情化的叙事手

法，从生活的细枝末节挖掘人性的诗意与生命的诗

意，给观众一种可以“触摸”到的真实感，从而产

生强烈的心理共振。《春江水暖》描述顾家几兄弟

的生活日常，不采用情节跌宕的戏剧化设置，也不

按照严格的逻辑结构发展情节，几兄弟之间虽有外

部冲突，但又都归于平淡和谐，像在平静的湖面投

入一块鹅卵石，虽然有涟漪泛起，终将趋于宁静。

内在则抓紧人物之间情感的空隙，充满着叙事张力。

这使影片整体上呈现一种去戏剧化的叙事特征，有

着浓厚的东方审美意蕴，含蓄细腻，呈现出一种“诗

电影”与“散文电影”的美学特质。

老母亲在老三顾有金家丢失本应是具有强烈

戏剧冲突的叙事段落，但是镜头刻意回避了其中

的戏剧冲突，把镜头转到“祈福”“占卜”等民

俗层面来，表现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同样，老

三向老大借车，招致一帮讨债赌徒的报复，老大

的饭店生意因此受到了很大损失，老大顾有富与

老三顾有金之间的关系本应是展现的重点，但是

顾晓刚导演有意弱化了兄弟之间可能产生的情感

冲突，转而关注主人公春夏秋冬四季的心境变化。

通过一系列的日常生活的琐碎镜头，从生活的细

节中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张力。 

（二）气韵生动的季节叙事

东方民族擅长从大自然的变化规律中获得细腻、

敏感又深刻的人生哲理与生命感悟，擅于用一种“以

己度物”的思维方式去感知外在世界。中国古代就

有大量关于人与自然可以“共感”的论述，日本美

学范畴中的“物哀论”也产生于人与自然的情感渗

透中。影片《春江水暖》特别重视对季节元素的呈现，

季节的切换成为推动叙事发展和人物心境发展变化

的关键。作为情感的触点的四季变迁，将富春江畔

一家人的故事引向抽象与象征的诗性和哲理性表达，

并且成为一种美学依据，引起观众的共鸣。

这个发生在富春江畔的中国传统大家族的故事

以春夏秋冬为线索，以季节为刻度，万物和生活在

这里的人都遵循着自然的规律或生长，或枯荣。对

时间和空间的认识是古人最先认识自然和社会的方

式。中国山水画中蕴含了关于时间和空间无限性的

宇宙观，日月星辰、草木虫鱼、山河湖海等自然形

态无不体现这样一种宇宙意识。《春江水暖》描述

的是一场始于夏天的寿宴又止于夏天的葬礼，导演

有意识地赋予四季中不同的自然元素以象征隐喻功

能，引导观众从叙事的表层结构中超越出来，获得

对生命复杂的哲理感悟。电影《春江水暖》将富春

江畔的江、水、山、雪、山与植被等自然元素从背

景映衬、烘托渲染的辅助性地位提升到与人物平等

的地位，不再单纯作为背景存在而成为影片的叙事

主体。导演运用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的审美思维

将所选择的季节元素符号从日常生活中超越出来，

使季节中的自然元素成为具有独立表意功能的内容

和寓意载体，实现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影片中

江水、植被、雪、雾等元素，承载着丰富复杂的生

命意蕴，将人们引向更高意义上关于生与死、亲情

与人伦的思考上来。［1］影片《春江水暖》借用四

时景象与四季变化，将人物融入到自然风物中，反

映四个家庭的风霜雨霜。在物我共生、天人合一的

思维逻辑下，自然生命与人的生命形成了一种互喻

关系，呈现出哲理和诗性的表达。

三、东方美学的表达内核：国人的生存哲学

（一）儒释道文化观的浸润

中国山水画不仅被导演借鉴为电影的视听语

言，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内核上融入了整部电影。中

华民族潜在的文化基因促成了国人看待宇宙和人生

的方式的形成。其中儒释道思想所起到的作用不容

忽视。儒、释、道的思想不仅渗透在中国几千年的

文化传统中，而且也根治在每个国民的血脉里。影

片《春江水暖》在一个天、地、人的大环境中讲述

个体的精神和命运，传达的是中国人对于人的生命

与自然生命关系的深度思考，在影片中能让观众找

到一种与自然相和谐的生命本质的东西。

东方美学讲究天人合一，春去秋来，寒来暑往，

人在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中实现了自身的超越，找

到了精神和心灵的诗意栖居。导演围绕着一个大家

族的养老、拆迁买房、婚恋的世俗故事，将富春江

的山水人文历史，中国文人山水画黄公望的《富春

山居图》的一部分和这个故事建立了联系，赋予了

这个故事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历史厚重感，从底层视

角传达出中国人的生命精神：人与自然万物节奏相

［1］ 伍宝娟：《“物感”说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影响》，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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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水与人伦相融。［1］

中国人信奉天地和神灵，他们祭祀天地，感恩

万物，顺遂天时，敬畏神明。所以在影片中可以看到：

得了老年痴呆的母亲趁人不注意从家里溜出去了，镜

头一转，老三余有金正在让一个算命先生占卜母亲能

否归家；大儿子顾有富和大儿媳在河边放生祈福，希

望母亲能平安归来，渡过此劫。孙女顾喜和喜欢的人

在具有三百年历史的樟树下“拜堂”结为连理；大年

初一，捕鱼为生的渔人在船头祭祀烧纸……这些民俗

活动以及“卦象”“老樟树”等民俗符号，指向的是

生活在富春江畔人们的精神追求和灵魂归属。民俗层

面蕴藏着黎民百姓对神灵万物的敬畏，对生命自然的

尊重。民俗的呈现是关于富春、关于富阳人的人像风

物志。中国文人讲究“格物”，通过对物的关照、研

究或者欣赏，其实是在“修行”。修行不止存在于书

本中，而是在生活中提升自己的品味、审美甚至哲学

观念。中国的文人传统中是有这个格物系统的。影片

中展现的占卜等民俗，也属于中国的格物系统，展现

的是有一种市井与优雅的结合，中国人懂得于无声处

提炼和体悟人生的智慧。

（二）中国传统家族观的现代延续

家族观念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国社会的特

质，深埋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

和行为方式。影片采用家庭电影常用的宴席群像戏开

头：喜庆的弦乐声中，顾家正在为母亲举办七十大寿。

寿宴上，儿孙满堂，宾客众多，然而在“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的祝福中，老母亲却突然中风送上了救护

车。因中风导致老年痴呆愈发严重的母亲需要人照顾，

围绕赡养问题，兄弟四人各有各的尴尬。个人与家庭

的取舍、感情与利欲的纠葛将大家族中的每个人牢牢

连接在一起。与此同时，为了迎接 2022 年亚运会而

掀起的现代化建设与商品经济浪潮也成为每个人需要

面对的重要命题。影片《春江水暖》通过许多生活琐

事以及细节，贴近平凡世间的人伦情感 走到中国人

情社会里寻找国人特有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方式，展现

中国传统的人情底色。将家族观念与时代变迁、日常

生活与宏大叙事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关于当代中

国家庭的生活长卷。顾晓刚导演用长镜头将“拆迁”“买

房”和“养老”等时代命题融入东方美学探索中去，

在去“戏剧化”的日常叙事中塑造了饱满立体的人物

形象，反映着现代化城市建设大背景下一个大家族的

生活，叙述着具有东方哲理的人生故事。因此赋予了

影片典型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

富阳原本是县级市，后来变成杭州市富阳区，

杭州城的超高速发展，富阳人陷入前所未有的焦虑

之中，影片以顾家为横切面，从一个大家族的悲欢

离合去展现整个时代变迁的进程。家族观念不是一

个活跃在古代的概念，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

建设意义，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并成为他们

的情感根基与生存哲学。中年一代的顾家四兄弟并

没有被商品经济趋势下的金钱逻辑吞噬殆尽，传统

乡土文化的“家族观”还是在发挥作用的。孝道是

传统中国家庭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母亲突然中风，

赡养问题成为家族内部必须面对的事情。老大和妻

子经营着一家饭店，从早忙到晚，女儿的婚事也成

为他们的困扰，牵引着他们的注意力；老二以捕鱼

为生，房子被拆迁，一家人都住在渔船上，没有给

母亲的安身之所；老三带着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儿子，

又因为赌博欠下许多债；老四玩心不改，是母亲最

牵挂的儿子。导演没有往“撕裂”的方向去展开故

事，而是巧妙借用四季变化，将人物融入到自然风

物中，反映了在家族观念维系下四兄弟在现代化城

市进程中相互帮扶、守望互助的价值选择。

作为新晋导演，顾晓刚以积极的姿态挖掘电影

媒介的全新空间以探索表达可能性。后现代主义语

境下，人们日益受到浅薄的、直接刺激的、碎片化

的消费文化的冲击，顾晓刚导演注意到了当代人的

审美失落与精神失落，巧妙地将古典美学形式引入

到后现代语境中来，在当代中国与古中国之间架

起了一座文化桥梁，用长镜头、空镜头、留白等艺

术形式，呈现了一个艺术和诗中捕获的当下中国。

在创作母题上，他以顾家这个大家族在现代化城市

建设进程中的养老、婚恋等日常生活为对象，在中

国传统审美文化的指导或感受下顾晓刚导演无意识

或者主观能动地用“工笔”刻写出富春江畔一个大

家族的情感变迁，从普遍意义上描写出了飞速发展

的城市化建设背景下当代国人的心存状态与心理困

惑，同时将自己的生命思考融入影片之中，对婚恋、

家庭、社会历史等深度命题进行了东方式的探索。

《春江水暖》是影像与中国传统文人画、中国古典

美学在艺术上的成功实践，构建了具有东方韵味的

银幕诗学，丰富了中国的电影生态。

［曹媛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

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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