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草莓》

开创意识流电影的先河



基本情况

• 导演：英格玛·伯格曼

• 获奖：第23届威尼斯电影节意大利影评人奖

第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和费比西奖

第17届美国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外语片奖等

• 上映日期：1957年

• 片长：91min

• 制作公司：Svensk Filmindustri (SF) AB [瑞典] 



英格玛·伯格曼

• 隐秘深邃的哲学家——瑞典大师

• 50年代中后期，电影艺术越发成熟。创作了《夏夜的微笑》《第七封印》
《野草莓》《魔术师》等影片。

• 60、70年代，“室内心理剧”的结构形式。创作了“沉默三部曲”（《犹在镜中》
《冬日阳光》《沉默》）、《假面》《耻辱》《呼喊与细语》等影片。

• 1981年，创作自称为“最后一部影片”的《芳妮和亚历山大》，电影长达3小

时，拥有60个有台词的角色，1200个群众演员，自称这部影片是他“作为导
演的一生的总结”，是“一曲热爱生活的轻松的赞美诗”。



一、叙事特征

• 1、“意识流”的引入

• 伯格曼将文学的“意识流”手法引入银幕，以回忆、梦境、幻觉、想象
构成潜意识的流动。体现为主人公伊萨克的四重梦境。

• 比法国“新浪潮”和意大利的费里尼等人都要早出几年。

• 伯格曼：“没有任何艺术手段能如此像电影一样表达梦的特质，当电影
院的灯光被熄灭，白色闪光的屏幕向我们打开…我们被抛进事件之中—
—我们成了梦的参与者。”



一、叙事特征

• 2、多层面复调结构

• 多主题、多线索、多时空交错

• 伯格曼认为“没有什么艺术比音乐更像电影，这二者都直接影响我们的感情，

而不是理智”。

• “现实”与“梦境”两条脉络，如第二重梦境、延续到现实。

• 用影像时空中的自由交错，突破了客观世界的逻辑束缚，丰富了电影表达的
容量、层次与弹性，实现了意识流的视觉表达，体现出纯粹的视听诗意。



二、视听语言

• 1、心理蒙太奇

• 一种通过镜头或音响组接的蒙太奇处理来表现人物精神范畴的电影叙述手法

• 特点是画面和声音形象的片断性、叙述的不连贯性和节奏的跳跃性，以声画形象寓
意剧中人物的主观思想。如第一重梦境，一系列声画形象的无规则性、跳跃性、超

现实性，反映出主人公混沌及恐惧的内心世界。

• 心理蒙太奇还可以将时间定格、收缩或膨胀，以映射、隐喻、象征、比拟、暗示人
物彼时的心境。如四重梦境与现实的呼应而层层递进，丰富拓展了人物的心理空间，

使过去与现在、梦幻与现实构成了一个互相耦合的整体。



二、视听语言

• 2、滤色镜的使用与镜子的场面调度

•在拍摄高反差蓝天白云的黑白片时，一般要加用橙色或红色的滤

色镜，滤色镜的应用会带给人不同的观感。

•伯格曼巧妙地运用萨拉手中的镜子完成两人对话时的场面调度，

让镜子中苍老疲惫的老年伊萨克与年轻貌美的萨拉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



二、视听语言

• 3、高反差照明营造梦境

梦境采用高反差照明，阳光和阴影的强烈反差成为了烘托氛

围的有效手段。

• 4、景别外化人物情绪

特写直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通过景别的变化来表现人物情绪



三、文化内涵

• 1、隐喻象征

“无指针的钟表”

“钟表下带有血渍的眼睛”

“棺材中的死尸”

“野草莓”



三、文化内涵

• 2、哲学命题的探讨

人类内心深处的孤独和痛苦，和对生与死、灵与肉、精神与

存在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索，并最终探讨了与生命和永恒和解的可能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