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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滚动的钢蛋》审美符号标出性分析

徐立伟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运用符号学分析国产网络大电影《滚动的钢蛋》的审美特征是一种有效手段。《滚 动 的 钢 蛋》的 情 节 叙

事以及主人公的性格塑造采用了标出性审美符号。主人公的实诚，所采用的标出性符号是“憨”，这个符号联接了主

情节和次情节，增强了主人公形象的典型性；主人公的勇敢，所采用的标出性符号是“钢蛋”这个名字，这个符号推动

了情节的发展，增加了影片的戏剧 性；主 人 公 的 机 智，所 采 用 的 标 出 性 符 号 是“透”，这 个 符 号 使 故 事 冲 突 保 持 连 续

性，增强了影片情节冲突的完成度；主人公的幽默，所采用的标出性符号是“有病”，这个符号强化了主人公的个人表

演，提升了题材表现力，展现了影片的喜剧性。《滚 动 的 钢 蛋》标 出 性 审 美 符 号 的 研 究 实 践，将 为 当 下 国 产 电 影 的 文

本分析和作品解读提供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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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动的钢蛋》是２０１９年２月上线的一部网络

大电影，影片的叙事结构分为一个主情节，两个次情

节。次情 节 是 为 主 情 节 服 务 的，具 有 陪 衬 对 比 作

用［１］。《滚动的钢蛋》中，主情节是钢蛋受村长之托去

城里取村里小学的建设款，两条次情节分别是“杀手

陆林偶遇劫匪丢枪又寻枪的故事”以及“劫匪绑架皮



包店老板意外抢得钢蛋建设款最终被抓捕的故事”。
影片的主人公钢蛋是一个憨厚但并不愚蠢的农村青

年，他进城取钱却意外卷入两个事件之中。钢蛋凭借

自身的实诚、勇敢和智慧，与劫匪周旋，最终使钱款失

而复得，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收获了爱情。
《滚动的钢蛋》情节设置巧妙，没有冗余拖沓，人

物形象突出，是网络大电影中的优秀作品。除了具

备优秀网络大电影的基本特征以外，《滚动的钢蛋》
对于主人公钢蛋的性格特征设计也富于创意。因为

钢蛋这个人物外表憨厚、内心精明，其形象与性格的

组成具有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体现于整部影片之

中，有效地实现了《滚动的钢蛋》审美符号叙事效果

体现了标出性特征。标出性是符号学的一个重要术

语，它是相对于非标出性而言的。艺术作品的审美

分类包含两种美学特质：一种是正项美感，一种是异

项美感。正项美感主要体现文化的稳定性，也就是

非标出性的文化美感，这种美感激发产生的艺术为

正项艺术。正项美感是人们位于文化正常状态中所

感到的愉悦，它与“真”、“善”等概念相联系［２］，是静

态的艺术符号学定义。异项美感与正项美感相反，
它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使人们产生新奇或困惑的

感觉［３］。异项美感与社会公认之美相反或相 异，它

激发和产生异项艺术。异项艺术主要关注文化中的

标出性，比如韩国电影中的一反淑女常态的“野蛮女

友”［４］、《亮剑》中不按常理出牌的李云龙和《一半海

水一半火焰》中冷漠无情的皮条客王耀。由此可以

看出，异项艺术可通过打破文化稳定性的方式来凸

显标出性。
关于标出性研究的理论成果，最有代表性的是

赵毅衡教授有关符号学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他认为

“标出性普遍存在，而且处于文化的动力性演变过程

之中”［５］。文化的标出性 为 文 艺 作 品 的 审 美 研 究 提

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运用标出性理论对文艺作品

进行研究的成果在近年陆续出现。比如，黄 文 虎［６］

从“传统农业社会伦理制度”和“市场大潮”中探索传

统师徒情谊与匠人情怀的标出性特征，分析了当代

文化语境下传统社会“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以
及这种关系随着社会历史变化而发生变化后所体现

出的悲 剧 情 怀。张 洪 友［７］分 析 了 战 争 神 话 的 角 色

“标出性功能”，并借此解读电影中的战争动因：我族

中心主义者将“我们”之中的异项转变为异类，将“他
们”变成“它们”，从而建构对其征讨、杀戮的合理性；
这项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读了好莱坞战争神话的

叙事策略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标出性既可以彰显

某种文化意义，又能够突出某些作品主题，在当代文

艺作品审美体验生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标

出性作为一种具有重要功能性的审美表现手段，在

影片《滚 动 的 钢 蛋》中 产 生 的 审 美 作 用 同 样 重 要。
《滚动的钢 蛋》的 标 出 性 表 现 方 式 具 有 一 定 的 特 殊

性，主要表现为标出性特征的选取。钢蛋的形象与

传统审美文化大相异趣，其人物形象所表现的符号

特征很多都是异项性质的，也就是审美文化的负面

指标。但正是这种异项特征的“动力性演变”，使钢

蛋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展现出了自身的优秀品质，
推动了叙事的发展。可以说，《滚动的钢蛋》的成功

之处就在于审美符号标出性及其“动力性演变”最大

化地发挥了人物性格的张力，推动了故事冲突的戏

剧表现力。本文运用标出性理论，侧重分析钢蛋的

审美符号标出性特征。

一、标出性特征：憨

关于钢蛋的实诚，影片从侧面到正面都有交代。
侧面交代有两处，一是影片刚开始时，村长邀请同村

的包工头杨刚回村参加捐赠仪式，但杨刚有事不能

回，村长准备派人去拿钱。在这个情节中，村长同村

民商量，选一人进城拿钱，之前村民提议了几个人都

被村长否决了，后来有人提到了让钢蛋去。有位老

人反对说，钢蛋太憨。而事实上，之前提名进城拿钱

的几个人，都有些问题，有的太老，有的“心眼太多”，
太能花钱，有的正在出工干活。而村长同意钢蛋进

城，是对钢蛋的肯定，并且村长认为派钢蛋拿钱没有

问题。钢蛋的脑子并不傻，他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
二是在钢蛋在城里拿到钱时，杨刚提醒钢蛋，不要多

管闲事，说钢蛋太实诚，这里面含有另外一层意思，
就是钢蛋是热心肠，可能会管闲事。这两处较为明

显的侧面刻画，已经把钢蛋实诚的形象勾勒出来了。
关于正面交代，在公交车上，钢蛋吓跑了劫匪和杀手

之后，与车上的乘客聊天，直言不讳地把自己的真实

身份和进城 的 目 的 告 诉 了 车 上 那 些 素 不 相 识 的 乘

客，这是他实诚的直观表现。
钢蛋实诚的性格特征与情节发展紧密相关。影

片中，假警察路林、劫匪胖辉和大猴一伙人、钢蛋，曾
共同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公车上，第二次是在胖

辉家中。整部电影的情节发展就是从这些角色第一

次共同出现向第二次共同出现的推进。正是钢蛋的

实诚性格，使他在车上毫不避讳地讲出了自己进城

的来由，从而留下了线索，被卷入两起事件之中。随

后，故事情节开始逐渐向所有角色第二次共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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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所以，影片对钢蛋实诚性格的描绘，不光交代

了主人公的重要性格特征，还对情节的发展有重要

作用。因为正是钢蛋实诚的性格特征，使主情节与

次情节自然地联系了起来，三条叙事线合而为一。
影片中表现钢蛋实诚性格的符号是“憨”。这是

影片中人们对钢蛋的评价。“憨”在河南方言中有愚

钝和傻的意思，同时也表示淳朴和单纯。客观地讲，
这个词并不是一个赞美性的词。所以，“憨”属于异

项美感中的标出性。“憨”这个符号的标出性，要从

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憨，既不具备文化稳定性，又不是 经 典 电

影主人公性格特征的主流。换句话说，在中国的文

化体系里，憨并不是一种美德。体现在影片中，钢蛋

拿着假枪对着路林，动作就很业余，长时间地留给对

手很大的空当。后来当路林拿出警官证时，钢蛋依

旧真假莫辨，只好询问身边的乘客来判断真伪。这

都属于主人公钢蛋缺乏经验的部分，也就是“憨”的

部分。第 二，憨 这 个 符 号，并 不 是 真 正 表 现 钢 蛋 的

憨，而是表现钢蛋的不憨。憨的是外在，不憨的是内

在。钢蛋从外观看并不是非常精明的人，甚至还有

点傻，但是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钢蛋是一个懂得动

脑的人。这也就是他在公交车上遇到抢劫时，可以

拿假枪冒充警察，保护乘客的原因。当然，这个“不

憨”不同于传统叙事文学中的主人公特征。传统文

学的主人公大多心细如尘、明察秋毫、从容淡定，这

是传统文学叙事的非标出性特征。钢蛋的不憨，作

为标出性特征，更多的是通过憨的外表来反衬行为

的“出其不意”。第三，憨这个符号，在一定程度上突

出了电影的主旨。因为这部电影与教育有关。钢蛋

之所以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受教育程度低，背
后原因是当地教育资源匮乏，对教育投入少。所以，
钢蛋去城里拿教育建设款，是有教育情怀的。这也

体现了文艺作品在对人物性格进行塑造时，要使笔

下人物不仅具有栩栩如生的个性，而且具有类的概

括性，还要有深刻的内涵［８］。所以，影片中“憨”成为

了影片的一个重要背景。
在中国的电影作品中，憨这个形象特征并不少

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天下无贼》中的“傻根”。傻

根的“傻”和“钢蛋”的“憨”都是标出性特征，但是内

涵却有很大的不同。傻根的傻，其标出性的动力性

演变方向是“善”，心怀善念，视众生皆为善。而钢蛋

的“憨”动力性演变方向是“精”，他会动脑，有情怀，
也就是“假憨”。在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傻憨都

曾作为标出性符号使用过，并留下了很多经典形象。

虽然“傻”与“憨”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当下农村人物

的现实情况，但是“傻”与“憨”的审美标出性却非常

有效地反映出了当今农村人物的优秀品质和淳朴性

格。就像钢蛋的憨，最终造就了钢蛋的实诚，这个实

诚既不是简单的傻和愚蠢，也不等同于人们对钢蛋

的印象和评价。这个憨更多地表达了钢蛋具有朴实

憨厚的本性，以及他憨厚外表下的富于心计、敢于作

为的精神。在《滚动的钢蛋》的审美过程中，“憨”非

常明确地表现了钢蛋这一形象的典型性。

二、标出性特征：钢蛋

钢蛋的勇敢贯穿于整部影片之中。从进城时在

公共汽车上出手吓退劫匪，到面馆教训小混混，到废

弃铝厂追赶劫匪，再到胖辉家的小楼和劫匪搏斗，钢
蛋从来没有显示出丝毫的畏惧。其中，钢蛋教训小

混混时，对女混混手下留情，显示了他做人的原则；
抓胖辉时候用树枝绑腿，体现了他做事有窍门，手脑

并用。
钢蛋的勇敢，是整部影片情节发展的重要推动

力。一是情节发展的需要。整部电影的文学主题是

一个现代历险故事。影片中的元素设计包含杀手、
劫匪、大量现款。如果在这些元素中匡扶正义，那么

主人公必 须 是 一 个 勇 者。只 有 这 样 的 人 才 能 在 杀

手、劫匪之间周旋，使整个故事情节能够顺利发展下

去。二是人物形象需要。在钢蛋正式亮相之前，影

片已经从侧面描绘了钢蛋太“憨”。憨且勇，或者不

憨且不勇，都可以使人物形象在历险故事中丰富起

来。唯独憨且不勇，只会封闭历险故事的完成可能

性。既然影片在开头已经预告了主人公的憨，那么，
这个主人公就必须要勇。所以，影片通过一些信号

强化钢蛋的勇敢特征。比如从片头到片尾，主人公

一直说的那样：“我叫钢蛋我怕过谁！”三是影片的主

题需要。影片以“滚动的钢蛋”为题，“滚动”是一种

动态，“钢蛋”是一个形象感很强的言语符号，象征着

强硬。从电影的名字可以看到一个不停奔走的勇敢

的人，或者 是 无 畏 地 征 服 一 个 又 一 个 困 难 的 勇 士。
所以，钢蛋这一人物特征必然不可缺少勇敢的特质，
并在具体的情节中，钢蛋的行为表现呼应了电影的

主题。
影片中表现钢蛋勇敢性格的符号是“钢蛋”，也

就是主人公的名字。钢象征着强硬的特质，蛋在这

里暗示着男性的意味。所以，钢蛋，就是强硬勇敢的

男人的代名词。但是，“钢蛋”却属于一个标出性的

审美符号。第一，标出性体现了影片名的后现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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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钢蛋”是一个小名，而不是大名。以主人公的

小名“钢蛋”为电影片名，其实就是突出这种异项美

感。在传统的文学文本中，主人公以学名亮相居多，
并以学名给作品命名，即便是用绰号给作品命名，也
都是取 材 于 某 些 典 故 或 是 历 史 事 件。本 片 的“钢

蛋”，既不是学名，也不是绰号，也没有历史故事作为

背景。钢蛋只是村里人叫的“小名”。这个命题是对

经典文学文本的解构，对于传统文本命名的正项美

感的重构。电影片名张扬异项美感，强调审美的标

出性，这种方式符合后现代的思想。第二，标出性服

务于电影的题材。“钢蛋”作为人名，充满了乡土气

息。这是对影片题材的强化。因为影片属于农村题

材，包含大量农村元素，所以，用一个相对“土味”的

片名，可以突出整部电影的题材性。与此类似的影

视作品有很多，比如《刘老根》《乡村爱情》和《篱笆女

人和狗》等 等，都 是 在 片 名 上 强 化 作 品 的 题 材。第

三，标出性暗示着某种雄性力量。蛋是体现雄性力

量的符号，由 此 很 容 易 感 受 到 电 影 片 名 的 标 出 性。
影片讲述了一个勇者冒险的故事，需要主人公具有

勇往直前的特征。同时，从主题学上讲，影片中的历

险情节正需要强烈的雄性符号来支撑和实现。
钢蛋的“钢”意 味 着 钢 蛋 的 勇 敢。钢 蛋 正 义 热

心，无所畏惧，体现了人名与人品的统一。正是因为

钢蛋的勇敢，才使钢蛋在与劫匪的对抗中毫不退缩。
而且，影片中钢蛋与劫匪的几次对抗，不断将影片推

向高潮。钢蛋的勇敢，从审美的角度来讲，增加了影

片的“戏剧性”，“钢蛋”之名背后是“钢蛋”之实，带有

至关重要的意象化表达作用［９］，使情节更加紧凑，人
物也更加立体。

三、标出性特征：透

钢蛋的机智是与钢蛋憨厚外表形成巨大反差的

一种特质。一方面，钢蛋面相憨厚，但是他在解决问

题时，很少用蛮力。比如影片片头抓羊的戏，钢蛋给

羊的四条腿都绑上了木棍，由于大腿无法弯曲，羊也

就无法再跑了。在影片中钢蛋抓胖辉，钢蛋也是用

了相同的办法，他给胖辉的双腿绑上了木棍，使胖辉

无处逃遁。再比如钢蛋与劫匪头目用棍子“交战”，
钢蛋坚持往劫匪的手上打，这样劫匪手里的棍子就

会掉落。这个机智还体现在钢蛋在公共汽车上遭遇

抢劫时，他快速掏出玩具枪，假装警察吓跑了劫匪，
保护乘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另一方面，钢蛋虽然

有着憨厚的外表，但其内心却是通透而明理的。也

就是说，钢蛋的价值观是正确的，不含糊的。钢蛋去

城里拿钱，为的是乡村的教育，这是一件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的事情。他知道他所做的事情的重大意义，
而且知道这件事情不能有所疏漏。所以，钢蛋穿上

了“防盗裤头”，带上了“玩具手枪”。这在影片里也

喜剧性地反映了钢蛋内心的谨慎和对此事的重视。
钢蛋的机 智，增 强 了 影 片 戏 剧 冲 突 的 逻 辑 性。

影片 中 主 情 节 的 内 容 是 钢 蛋 进 城———乘 车 遇 劫

匪———下车吃面出手制服小混混———拿钱———被小

混混偷袭而丢钱———找到皮包店线索———找到劫匪

和建设款。从最开始公交车上的见义勇为，钢蛋一

直重复“别看我，看他”这样既能够使劫匪感到震慑，
交出抢劫财物，又能防止杀手的反击，一举两得。最

终钢蛋不但吓退了劫匪，也吓退了杀手，于是引出了

路林寻找钢蛋的情节。在钢蛋与小混混的交锋中，
女混混两度偷袭钢蛋，都被钢蛋防住，但是钢蛋不打

女人，无处泄愤的他反手开始教训男混混，最终赶走

了两名混混。混混对他产生畏惧，所以只敢偷袭他，
并最终偷袭成功，引出了钢蛋“丢钱———找钱”的情

节。同样因为机智，钢蛋能够记住皮包店老板和他

女儿的样子。正因为他对接触过的人印象深，所以

才能够抓住唯一一条线索找到工程款的去向，引出

了铝厂抓胖辉的情节。在抓胖辉的过程中，由于钢

蛋反复利用 登 高 望 远 和 绑 腿 的 方 法 使 胖 辉 束 手 就

擒，才引出了所有角色在胖辉房子的“群英会”，这也

是整部影片的高潮。
体现钢蛋机智的符号是“透”。影片开头，村民

提议让钢蛋进城拿钱，有人反对说钢蛋太憨了，村长

回应道“心里透着了”，这是具有深意的一句话。这

个“透”是钢蛋进城历险的一条主线，凭借这个“透”
字，钢蛋克服重重困难，取回建设款，回到家乡。

钢蛋的“透”包含着审美符号的标出性特征。村

长说的“透”，是精明的意思。憨和透，是村里不同的

人对钢蛋的评价。钢蛋外观是“憨”的，但是内心是

“透”的。透的标出性特征，就他人而言是难以察觉

的，就自己而言，是心明眼亮的。第一，在文化的稳

定性中，“透”一般表现在外，而且还要和美丽的外观

相结合。主 人 公 的 出 场 亮 相 一 般 都 是“秀 外 慧 中”
型，而不是被指认为“憨”。第二，钢蛋的“透”，是隐

性的透，是心里的透，村长带有自言自语式地评价钢

蛋“心里透着了”，其实带有一种自我确证意识。也

就是说，钢蛋的“透”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察觉，只有

非常了解钢蛋或者非常通达的人才能发现，这也暗

示了钢蛋会有惊人之举。在传统的文学叙事中，主

人公的聪明一般都不是秘密，也不难察觉，甚至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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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的聪明机智已经作为一种非标出性特征被直接设

定在人物特质里。不像《滚动的钢蛋》中，这种“透”
还要村长这种“高人”指点，才能被人知道。第三，钢
蛋的透，不仅仅停留在心机上，而是能够具体地把握

事物的发展方向。钢蛋进城的目的，不仅仅是来拿

钱，更重要的是为了孩子们的教育出力，为家乡教育

做贡献，“是一件露脸的事”。关于爱情的把握，钢蛋

内心对皮包店老板女儿已有“情愫”，所以才会把谈

话引入到“带回山里当媳妇”的话题上，并且钢蛋最

终收获了爱情。
钢蛋的“透”意味着钢蛋的机智，使钢蛋在处理

问题时能够见招拆招，从而推动情节发展。“透”也

意味着钢蛋的明事理，在大的方向上，他清楚地知道

自己行为 的 目 的 和 意 义。钢 蛋 几 次 遇 到 困 难 和 阻

碍，都是通过自身的机智和勇敢化解，并且正是这种

机智，使多个戏剧冲突得以联接，使每个戏剧冲突得

以完成，使戏剧表现效果得以实现，也使得作品的主

题得到确证。在影片的审美接受过程中，钢蛋“透”
的人物特征增强了情节的冲突性和连贯性，使“内容

和艺术价值”得 到 了 保 障［１０］，同 时 提 高 了 影 片 情 节

冲突的完成度。

四、标出性特征：有病

钢蛋的幽默使整部影片增加了喜剧色彩。钢蛋

的语言、思维、动作都包含着幽默的特征。语言上，
在影片的开始，男混混恐吓钢蛋说，“我一生气，脑子

不好使。”钢蛋马上回了一句“你说了，谁脑子好使样

了？”钢蛋并不怕小混混，“谁脑子好使”的深层意思

是“谁怕谁啊”。憨厚的外表下，钢蛋对混混毫不示

弱，但是二人的对话则是一种喜剧的方式。在影片

最后的打戏中，钢蛋与劫匪头目进行搏斗，当杨刚上

楼救钢蛋的时候，钢蛋的台词是“爷，这货可壮，不过

俺俩打个平手”。在一种相对紧张的情况下，钢蛋说

了一句有点离题却不乏幽默的话，这些语言有利于

将生活化的语言内涵和朴素智慧凝练在人物角色之

上，塑造出淳朴生动的小人物形象。［１１］思维上，当钢

蛋焦急地等待皮包店老板回来时候，威胁皮包店老

板女儿说，“你爸要是不回来，我把你弄到山里当俺

媳妇”，后来老板女儿的前男友问钢蛋是谁的时候，
钢蛋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快成他男人了。”这些细

节已经表现 出，钢 蛋 对 皮 包 店 老 板 女 儿 已 经 动 心。
钢蛋以这样 的 思 维 逻 辑 表 述 出 来，还 是 颇 具 笑 点。
此外，当杨刚 提 醒 钢 蛋 不 要 把 和 女 工 友 去 ＫＴＶ的

事情告诉家人时，钢蛋说“放心吧，您这干大事，谁还

没个应酬”，直接化解了尴尬。钢蛋的动作也有很多

幽默的成分。比如钢蛋找洗手间的时候，整个人贴

在门上敲门，结果发现敲的是靠在墙上的门，而不是

通入洗手间 的 真 门；钢 蛋 要 把 十 万 块 塞 进“防 盗 内

裤”发现根本塞不进去；等等。这些动作，都为电影

增加了喜剧元素，使电影呈现出喜剧特征。
情节上，钢蛋的幽默是联接情节线索的润滑剂，

也是凸显作品题材的重要元素。因为在快节奏的情

节冲突中，这种幽默能够为“人物在不同语境里消除

敌意，缓解 摩 擦”［１２］。从 主 题 学 的 角 度，看《滚 动 的

钢蛋》是一个历险故事，也就是主人公从一个险情到

另一个险情的经历。这个过程有时候叙述节奏快，
有时叙述节奏慢，为了引导观众审美的代入感，常常

在一些情节转折的地方设置一些喜剧元素。而主人

公钢蛋的幽默感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点，通过钢蛋

的幽默感在情节中的体现，尤其是利用语言、动作、
思维等叙述元素，将历险过程衔接起来，使观众在轻

松愉快的状态下实现审美过程与情节发展的同步运

行。比如，钢蛋看见杨刚身边有很多女性时，笑着问

道“爷，这 些 都 是 俺 奶”；钢 蛋 被 出 租 车 压 到 脚 的 时

候，他感叹道“还好我的鞋大”。不仅如此，从内容上

看，《滚动的钢蛋》是农村青年进城取钱的奇特经历。
城乡二元的反差使农村元素在城市的环境中得以凸

显。而幽默，则是表现这种反差、增强表现效果的重

要方式，就 像 影 片 中 钢 蛋 一 直 重 复 的“高 级 防 盗 裤

头”一样，将农村人进城的小心谨慎和缺乏安全感的

感受描绘得非常形象。虽然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当

代社会，城乡之间的差距和隔阂并没有电影所表现

得那么大，但是，影片对于某些元素的放大，恰恰是

喜剧创作的基本技巧和处理手段。
关于钢蛋幽默的符号是“有病”。钢蛋进城，很

多次被人称为“有病”。第一次是女混混在饭店里说

他“有病”，第二次是建筑工人抬门的时候说他有病，
第三次是出租车司机问他是不是“有病”。“有病”作
为影片人物对主人公的形容，很明显是一个标出性

的审美符号。影片中的“有病”并不是身体或者精神

上的疾病，这个标出性符号与城乡二元的文化背景

相关。农村青年钢蛋进城之后，他对周围环境的认

识与城里人的认识有着一定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城

里人对刚进城的钢蛋产生某种不理解或是歧视，于

是他们嘲笑钢蛋“有病”。这和文化稳定性中的主人

公特质南辕北辙。在传统的叙事文本中，主人公一

般处在叙述话语的上端，而《滚动的钢蛋》中主人公

却处在叙事话语的下端，通俗地说就是鄙视链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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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影片正是通过这种叙述话语的下端特质，实现

审美符号 的 标 出 性。因 为 在《滚 动 的 钢 蛋》中，“有

病”意味着钢蛋的自有逻辑和价值。第一，“有病”是
钢蛋对自 身 价 值 的 坚 守。就 像 小 混 混 赶 走 钢 蛋 之

后，钢蛋执意要进去给老板付钱，并拿回自己的包。
吃饭付钱，这是钢蛋的朴素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不受

外界环境的影响。所以，钢蛋重新进入饭店付钱、拿
包被骂作“有病”。第二，“有病”包含着喜剧冲突，也
就是农村人进城后发生的一系列误会、偶然和巧合

等等，比如钢蛋问路时强调自己没有穿小猪佩奇内

裤，而是高级防盗裤头，甚至还质疑“城里面问路还

看裤头”这些偶然性的拼贴式对话，给作品注入了喜

剧的元素。第三，“有病”是一种“评价倒置”，这是明

显的标出性表现方式。评价倒置就是使众人评价最

差的角色成为叙事内容的主人翁，通过其他角色对

他的评价，来反向证明这个角色真正价值与大众评

价得相反或者相异。换句话说，当其他角色评价钢

蛋“有病”的时候，影片要表达的是钢蛋不但没有病，
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

“有病”制造了很多有趣的喜剧冲突，凸显了主

人公的幽默，增加了影片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从审

美角度上讲，主人公的幽默其实是整部电影的幽默，
主人公“有 病”的 标 出 性，也 是 整 部 电 影 的 标 出 性。
在这个意义上，“有病”这个标出性，在审美上大大地

提高了影片的喜剧性。

五、结　语

《滚动的钢蛋》对主人公的塑造采用了很多异项

标出性符号。这些标出性符号在情节叙事和审美接

受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人物的性格特征在

标出性审美符号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滚动的钢

蛋》的主人公钢蛋，是一个实诚、勇敢、机智、幽默的

人。其一，钢 蛋 的 实 诚，所 采 用 的 标 出 性 特 质 是

“憨”。钢蛋既具有老实淳朴的一面，也具有精明算

计的一面。这个标出性审美符号与故事情节发展紧

密相关，将故事的一条主情节两条次情节联接了起

来，既呈现了故事叙事线索，又与影片的主旨相互呼

应。钢蛋的“憨”，在审美功能上增强了主人公钢蛋

的典型性。其二，钢蛋的勇敢，所采用的标出性符号

是“钢蛋”这个名字。钢蛋的勇敢，带动了情节发展，
丰富了人物形象，突出了影片主题。标出性符号“钢
蛋”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气质，强化了电影的题材，为

影片叙事的完整性提供了支撑。从审美角度讲，标

出性符号“钢蛋”增加了影片的戏剧性，使情节更加

紧凑，人物也更加立体。其三，钢蛋的机智，所采用

的标出性符号是“透”。钢蛋的机智，强化了影片中

叙事冲突的逻辑性；机智背后的理性，又强化了作品

的“发展教育”主题和“支持农村儿童教育”的情怀。
作为标出性审美符号的“透”，一反传统叙事中主人

公“秀外慧中”的形象特征，将“透”的实质表现在每

一次的戏剧冲突之中，使多个情节在符合人性逻辑

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和完成。从审美角度讲，标出性

符号“透”增加了影片的情节冲突的完成度，使情节

更加合理，叙事线索更加连贯。其四，钢蛋的幽默，
所采用的标出性符号是“有病”，这是影片中其他角

色对钢蛋的评价。钢蛋的幽默在情节上的作用是将

农村题材电影的幽默叙事风格表现出来，强化了影

片题材属性。“有病”，这个符号体现了钢蛋对于自

身价值的坚守，体现了影片对叙事的偶然性和巧合

性的有意强化，体现了叙事过程中“评价倒置”手法

的反向强化功能。所以，从审美的角度讲，标出性审

美符号“有病”大大地提高了影片的喜剧性。

参考文献：
［１］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Ｍ］．成 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００．
［２］刘俐俐．“正项 美 感”亦 可 覆 盖“异 项 艺 术”：文 艺 评 论 价

值体系的导向与底线［Ｊ］．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８（１１）：９５－１０３．
［３］潘公凯．论西方现 代 艺 术 的 边 界［Ｊ］．新 美 术，１９９５，１６
（１）：４５－６５．

［４］赵毅衡．符号学：原理 与 推 演［Ｍ］．修 订 版．南 京：南 京 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６：３０５．
［５］赵毅衡．文化符号 学 中 的“标 出 性”［Ｊ］．文 艺 理 论 研 究，

２００８，２８（３）：２－１２．
［６］黄文虎．《百鸟朝凤》的 文 化 标 出 意 义［Ｊ］．中 华 文 化 与 传

播研究，２０１７（１）：１３１－１４２．
［７］张洪友．标出性与好 莱 坞 电 影 的“现 代 战 争 神 话”［Ｊ］．西

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３，３４（６）：２０５－

２０９．
［８］杨守森．论典型人物与文学高度［Ｊ］．山东社会科 学，２０１８
（８）：５－１０．

［９］王岩．文学性与戏剧性在 电 影 中 的 后 现 代 式 融 合：以《三

块广告牌》为例［Ｊ］．电影评介，２０１８（１２）：６９－７１．
［１０］周宇阳．探究小众电影的 逆 袭 之 道［Ｊ］．传 媒 论 坛，２０１８

（１１）：１７０－１７１．
［１１］徐红梅．试论电 视 剧 方 言 台 词 的 审 美 功 能［Ｊ］．现 代 传

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８（６）：１６７－１６８．
［１２］庞好农．从《游回 家》探 析 利 维 笔 下 的 幽 默 叙 事［Ｊ］．当

代外国文学，２０１７，３８（２）：９７－１０３．

（责任编辑：陈丽琼）

０５２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　第４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