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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敏动画电影的时空转场研究

钟丽茜　 徐晓霞

摘　 要： 当代日本电影大师今敏以拍摄真人电影的手法创作动画， 其作品兼具纯熟的电影技巧和深刻

的思想内涵。 今敏动画中采用了类型丰富且手法高超的 “转场”， “虚实交错” 的叙事手法模糊了 “虚拟

空间” 与 “现实空间” 的界限， 使人在观影过程中难以分辨虚幻和真实的衔接点， 产生亦真亦幻的 “感

知错觉”。 这种丰富的转场技巧的运用， 不光是技术上的， 更是美学上、 创作思维上的创造性突破， 融合

了动画电影及真人电影两者之长， 对两个领域的艺术语言都有重要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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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敏从 １９９７ 年导演第一部动画电影开始， 直到 ２０１０ 年过世， 一共为影坛留下了四部完整的动画长

篇电影和一部 ＴＶ 动画， 按照公映时间次序分别为： 《未麻的部屋》 （ Ｐｒｅｆｅｃｔ ｂｌｕｅ， １９９７）、 《千年女优》
（２００２）、 《东京教父》 （２００３）、 《妄想代理人》 （２００４ＴＶ）、 《红辣椒 Ｐａｐｒｉｋａ》 （ 《盗梦侦探》 ２００６）。
今敏自始至终的创作可以概括为一个主题： “人与梦境”。 此处所说的 “梦境”， 并非只指向一般意义上

的 “梦”。 这个词的含义包括 “梦”、 人的 “潜意识” 或 “下意识” “戏剧世界” 等等与现实世界有所

隔离的 “虚拟世界”。 这些 “梦境” 也可以按照人类情感而划分为 “爱” “恨” “嫉妒” “恐惧” “执

念” 等等情绪的世界， 既与 “现实世界” 保持一定距离， 又与生活息息相关。
“人与梦境” 的关系一直都被反复阐释， 以此为起点， “虚与实” 之间的转换与衔接便成了多部影

片中极富表现力的部分。 今敏高超的剪辑手法， 几乎完全做到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无缝衔接， 呈现在

观众眼前的是一个个 “亦虚亦实” 的复杂场面。 它们信息丰富， 线索交织， 得益于导演天马行空的想

象力以及善于勾起观众求知欲的表现手法， 别开生面的 “混乱” 图卷成为今敏电影最为出色的特征

之一。

一、 流畅转场的先决条件

今敏与其他日本动画大师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创作母题的不同， 而在于他以创作真人电影的心态

来制作动画。 大量现代电影中所包含的技巧， 如复杂的蒙太奇、 光学或无技巧转场、 银幕分割叙事手

法等， 都可以在今敏的动画影片中出现。 今敏的作品虽然充满了幻想， 但几乎每部都依托于现实， 影

片中所有的人物都按照真人演员进行设定， 是不折不扣地用动画形式来制作真人电影。
动画有其超越真人电影的独特优势： 动画镜头的设计全凭借导演的想象与铺排。 无所不能的假定

性、 导演可以完全掌控的镜头语言、 天马行空的画面想象等， 都是真人电影难以比拟的。 在真人电影

高度数字化之前， 动画已经能够不受制于技术条件。 另外， 真人电影的最小单元是一个个镜头， 动画

电影是由一张张画面来组成一个个镜头， 形成了更小的结构单元。 一个镜头连接一个镜头在人眼中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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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视觉误差， 相较于一幅画面连接一幅画面 （时空转场时的画面连接） 要大。 今敏在真人电影和动

画之间找到了切合点， 以真人电影的写实风格完成自我的表达诉求， 同时又充分发挥动画电影的优势，
使 “虚幻和真实” 的结合毫无瑕疵。

在今敏的创作中， 他对 “虚幻” 做了重新定义， 即 “虚幻” 与 “真实” 两者地位相当。 人的 “意
识和潜意识” “回忆” “多重人格” “梦境” “网络空间” 等种种不同于现实生活的场景， 都在他的电影

中举足轻重， 甚至超越真实时空， 成为故事发生的第一舞台。 在故事场景的设置中， 虚幻和真实形成

互相指涉的关系： 虚幻是人心灵的真实； 真实是社会生活造成的人内心空洞的源头， 进而成为一种滋

生不良情绪的虚幻。 例如 《未麻的部屋》 中对未麻的第二人格的描述。 当未麻在生活、 事业上遭受多

重压力， 其内心深处的 “假想未麻” 开始作祟。 “假想未麻” 登场的舞台为影片中的镜子、 未麻的梦境

及网络空间， 她无处不在， 一次次入侵未麻的现实生活， 最终由 “留美” 作为 “偶像时代未麻” 的实

体， 对 “演员未麻” 进行刺杀。 如拉康所言 “主体性被囚禁在自我和他者相转换的混乱中， 其结局就

是毁灭。” ［１］在自我即将毁灭的困境中， 处于精神错乱中的留美与未麻目前的处境呈现出一种镜面对照

关系， 为未麻解开了谜题。 影片在结局中镜子的破碎， 隐喻了 “假想未麻” 的毁灭。 该电影所展示的

核心， 可以说是未麻的 “现实自我” 和 “虚拟自我” 的战争， 最终 “现实自我” 赢得了胜利。
《红辣椒》 和 《妄想代理人》 两部作品， 都涉及到现代人的都市生存困境。 为了解决困境， 人们利

用科技手段来进行 “造梦治疗”， 或集体伪造一个 “救世主”， 以传播恐怖的形式来完成解脱。 当虚幻

的妄想无限膨胀之后， 终于完成了想象的实体化， 从 “虚幻时空” 入侵到 “真实时空”， 进而引发一系

列灾难性破坏。 把从人们主观心理中生发的 “虚” 作为无限扩大又入侵物质世界的破坏性武器， 看似

荒诞且难以想象， 但经过推敲， 乱象的根源仍来自于现实世界。 今敏所营造的无所不能的虚幻空间，
并非在为观众造梦， 而是借由这些繁复的幻觉来告诫观众逃避现实的危险性。 今敏将虚幻的东西物质

化、 将现实的事物精神化， 在银幕上展现了一个个幻想与真相并重， 虚拟与现实共存的世界。

二、 流畅转场的内核与技巧

无论 “虚幻” 在今敏电影中占多大的比重， “人的真实” 始终是场景创作的根源。 《未麻的部屋》
讲述人自我意识的斗争， 《千年女优》 展现人在回忆中对自我的想象， 《红辣椒》 为释放人的潜意识而

打开了梦境之门， 《妄想代理人》 表现人为逃避现实生活而求助于幻想， 《东京教父》 讲述三个流浪汉

与一个弃婴的故事， 他们游离于正常社会生活之外， 也时常陷入回忆与幻想。 将人的意识活动外在化，
使它与人物的身体活动一起作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动力， 两者的混杂使故事发生的真实时间得到了延长

或缩短的可能。 今敏电影中的时空转场， 无论是现实时空与现实时空、 现实时空与虚幻时空、 虚幻时

空与虚幻时空的衔接， 人的活动都是第一考虑因素。 以人的活动为指向的时空转场并非今敏独有， 但

他乐此不疲的运用充分扩展了剧情维度。 大量相似性转场技巧在今敏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实例， 可分为

以下几种类型： 形象相似性转场、 动态相似性转场、 声音转场、 心理转场。
形象相似性转场指利用画面内容中轮廓形状、 色彩外观相似的物体切换完成的转场， 采用这样的

转场方式避免了直接切换给观众眼睛造成的突兀感， 从而达到自然过渡。 在 《千年女优》 中， 涉及到

现实、 回忆、 电影三种时空的转换， 经常通过相同人物的脸来实现转场， 并以叠化效果作为辅助。 如

通过现实时空中的电影海报形象、 医院中的氧气罩与电影时空中银幕形象发生相似性关系， 进行转场。
又如 《妄想代理人》 第五集中， 游戏场景里拿着剑的勇士和拿着金色球棒的棒球少年之间的相似性联

系， 及在和猪狩警官的对话中， 由青蛙的脸转换到现实场景中川津的脸。
动态相似性转场则是利用人眼的视觉残留效果， 运用极富运动感的画面运动， 使观影充满紧张感，

打破了对事物的凝视。 如 《红辣椒》 的开场部分， 刑警粉川为自己的梦境所困、 幸而得红辣椒解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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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 就运用了一系列动态内容相似性转场来完成。 先是红辣椒通过马戏团的秋千握住了粉川的手，
摇摆到了热带丛林； 再从热带丛林两人的下坠过渡到了火车上粉川的痛苦挣扎， 红辣椒举起皮箱敲歹

徒头部的动作串联到了罗马假日中公主拿琴敲击醉汉头部的相似场景。 又如小山内追逐红辣椒的场景，
同样是在连续性动态中完成的平行的梦境时空之间的不断转场， 使一连串画面流畅又令人眼花缭乱。
一系列转场皆在梦境中， 意识的流动不受限制， 使得这串连续性动作节奏紧凑且合理。

声音转场， 除一般性的音响效果、 音乐的相似性进行转场之外， “戏中戏” 的结构设计使得今敏电

影中具有指涉和象征意义的台词成为其转场的特色之一。 这样的转场效果除了使得上下内容连贯之外，
更具有展现人物内心独白的意味， 即人物陷入了一种模糊了现实生活、 戏剧、 回忆、 幻想等界限的困

境。 如在 《未麻的部屋》 中， 人物口中反复出现的一句 “我是谁”， 是未麻出现人格认同困境时的台

词。 将她询问自己时和她作为演员时说出的这句台词作为转场的衔接， 能够在人物心理上营造出一种

模糊自我身份的紧张感。 又如未麻参加走秀节目时闪光灯的声音与警察拍摄犯罪现场时相机的声音，
衔接起了两个不相干的时空。

心理转场， 心理的相似性是几种相似性转场中较为特殊的一种， 基于观众在观看过程中的心理活

动前后的逻辑惯性而形成。 《东京教父》 中， 血水顺着下水道管子流下来， 与美由纪的父亲被刺伤、 血

落到地上的场景衔接， 从现实时空转到了美由纪的回忆。 在 《红辣椒》 中， “红辣椒” 在给所长打电话

说 “总之先回研究所”， 镜头一下子切换到了千叶身上。 这两个镜头的连接预示着红辣椒和千叶其实是

同一个人， 形成了人物从梦境回到现实的逻辑关系。 而在 《妄想代理人》 中， 成为保安的猪狩警官和

原来的小偷在小酒店里喝酒， 开始怀念起过去的时光， 他打开门时， 门外出现的便是他回忆中儿时的

场景。
今敏的其他转场技巧与动画的表现形式息息相关， 虚幻与现实交错， 时空场景便在虚虚实实之间

颤动。 他的故事并非只讲个人的情感体验， 而是将人置于特定的戏剧性情境下， 将内心的 “真实” 放

大。 由此， 戏剧效应也是今敏电影转场的效果之一：
一是戏剧换幕。 今敏动画 《千年女优》 《未麻的部屋》 《妄想代理人》 中都涉及戏剧换幕， 以 《千

年女优》 和 《妄想代理人》 最为明显。 戏剧性换幕是指通过电影、 话剧等的换幕手法， 营造出一种

“戏中戏” 的效果， 并将人物在 “虚实” 之间的摇摆表现出来的一种换场手法。 如在 《千年女优》 中，
利用拍摄视点和剪辑手法的相似， 消解了戏里戏外之间的逻辑关系。 千代子放学回家， 从管家的口中

得知她私藏的画家已经被送走了。 她一路追到火车站， 向远去的火车大声喊出 “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下一个镜头切换到立花说出 “这一幕我哭了 ５３ 次”， 旁边的摄像助手说出 “到底是什么时候切换到电

影场景了啊？” 助手的话同时也是第一次观看 《千年女优》 的观众的内心台词， 观看过程中很难觉察到

到底从哪里开始影片由千代子的回忆进入到了电影场景。 “戏中戏” 的叙事手法使得千代子 “人生如

戏、 戏如人生” 的人生况味得以描摹出来， “虚实” 之间的时空转场在无声无息中进行。
《妄想代理人》 第三集中， 即将结婚的蝶野与未婚夫一起去挑选婚纱。 她在试衣间换婚纱， 帘子拉

开， 出现的却是玛利亚。 类似于话剧换幕的效果， 实现了蝶野与玛利亚之间的双重人格转换， 以一块

幕布作为转场道具的手法， 使得观众在看动画电影的过程中获得了观看话剧的体验。 又如， 猪狩警官

从酒馆出来， 拉开大门， 进入到了自己的幻想场景中， 同样也是采用了这样的效果。 这时候的转场手

法采取了 “心理转场” 与 “戏剧换幕” 的混用。 对今敏而言， 转场形式是以展现人物心理为前提的，
各种手法之间的混用， 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均屡见不鲜。

二是画面崩坏。 以 “画面崩坏” 来命名今敏电影中的时空转场技巧， 是以比喻的形式来说明一种

特殊的情况———即动画可产生的随性又游戏的效果， 如同画坏的纸张在画家手里被揉成一团。 这种转

场效果在 《红辣椒》 中时常运用， 以表现出梦境荒诞的一面。 《红辣椒》 开场粉川刑警追逐杀人的凶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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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了旅馆的楼道间， 他向前追赶， 地面却形成了极度的扭曲变形， 整个画面裂变崩塌， 粉川往下坠

落； 他从第二重梦境中醒来， 回到了红辣椒的第一重梦境中。 粉川为了救出红辣椒， 他像撕破了一层

牢固的墙纸一样从梦境的外层硬生生闯入， 作为第三者对梦境时空进行了破坏。 紧随其后的是恶人的

梦境崩塌， 时空又转回到了现实， 同样也是用画面的崩坏来完成的。 这种方式在真人电影中若不通过

特效， 几乎不可能完成， 而使用动画形式却简单很多， 同时又与这种形式本身的娱乐性有一定的呼应。
将多场戏的紧张感以趣味性的动画技法进行消解， 以达到光怪陆离的效果， 使 《红辣椒》 成为一部风

格极其独特的作品。
再如 《妄想代理人》 第二集中， 少年阿一因为自己的嫉妒、 憎恨情绪， 将现实中的画面妖魔化。

这种妖魔化的图像使人感到难受且压抑， 在不可调节的情绪下， 以直接切换作为转场， 使人得以喘息。
在一层层的情绪递进中， 阿一的内心扭曲到无法调节， 终于向棒球少年寻求解脱。 猪狩警官亲手打破

自己的幻想， 同样也呈现出画面崩塌的效果。 从这里可以看出从人的内心所衍生的虚幻， 对人的影响

是有双重可能性的： 有些人沉溺在虚幻中， 于是在虚幻的崩塌中被带入更加无法自拔的境地； 有些人

却在虚幻中醒来， 亲手打破这层 “虚伪” 而回归到现实中。 由 “画面崩坏” 引起的时空转换， 同时也

代表了人物在面对虚幻时的心灵选择， 以一种游戏的方式表达出这种选择性， 正是今敏对沉重的主题

做出乐观解读的一种表达方式： 沉溺在幻觉中对解决现实问题只是徒劳， 人终究要面对现实， 从幻想

中醒来。

三、 虚实转场的意义

今敏采取丰富复杂的时空转场技巧， 将现实与非现实置于同一个平面之中， 使电影的二维时空展

现出多维的奇幻效果， 将 “人与梦境” 的主题做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人的现实生活与虚幻生活成了人

生的一面两体， 在心灵之外与心灵之内形成两个彼此独立又互相干涉的世界。 这种将一个简单的剧情

展开， 使真实与虚幻两重时空交叉行进的表达手法， 增加了故事完成的时间。 各种各样的复杂元素如

何排列组合是故事完成的难题之一： 既要让观众沉迷在观影中， 又要帮助他们从复杂的叙事线中跳脱

出来理解剧情； 剧中的人物既要充分展现自己的内心， 又不能成为太过个人化的刻板角色。 今敏所采

用的各种转场技巧， 将虚幻时空与现实时空做了完美的缝合。 正是这种技巧， 使得今敏作品同时兼具

了直白与生涩两种特质。 今敏的电影都隐藏着导演自己的观点， 却往往不会直白地道出明确的主题。
主题掩藏在华丽的视错觉中隐而不显， 人们可以在观看过程中将剧情与自己的生活 “镜像对照”， 选择

与主体感受相关的部分进行重新串联解释。 观众的体验与电影所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一样是繁乱的，
人们可以对照自己做出更多元化的主题理解。

今敏电影中表现的人言可畏、 科技与人的选择、 网络生活的不切实际、 人物对自我生存困境的态度

等等主题， 都是当今时代人们时常要面对的生活难题。 在 《未麻的部屋》 最后一幕， 当未麻面对车内

的镜子说出了 “我可是货真价实的未麻”， 以镜面虚像来表达未麻重新获取自我身份的结尾， 给人一种

不实感， 进而造成了多种结局的解读可能。 在 《东京教父》 这部现实部分所占比重最大的作品中， 同

样可以获得这种体验。 影片中阿金、 美由纪都因为逃避现实生活而成了流浪汉。 他们选择的这种生活

看似发生在现实中， 其实是以另一种形式对自我 “日常” 的逃避。 我们在他们的谎言背后， 往往可以

看到自己在处理家庭关系时的形象， 不同的人对这些事件有不同的反应。 阿金从火光中看见自己作为

赛车手的光辉岁月、 美由纪看见天使的死亡与父亲的鲜血、 阿花口中描述的红鬼与蓝鬼的故事， 这类

符号都是他们人生轨迹的一部分。 而影片也正是将这些信息符号掺杂在一起进行多样表现和解读， 供

人了解。 至于人物最终的选择， 影片没有给出明确的结果， 但多部电影往往都有相同的暗示： 所有逃

避现实的人物要完成救赎， 必须要从无穷无尽的虚幻中逃离出来。 《未麻的部屋》 中， 未麻在留美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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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了另一个处于人格挣扎中的自己， 清醒过来， 彻底消灭了阴魂不散的 “偶像未麻”； 《千年女优》
中， 千代子发现了白发巫女的真面目其实正是自己， 无限追逐的过程不过是她对理想自我的追求； 《红
辣椒》 中的千叶与另一个自我红辣椒和解， 终于直面自己的感情； 《妄想代理人》 猪狩警官逼迫月鹭子

直面自己的谎言， 消灭了意识物质化之后的妖怪对现实的进攻； 《东京教父》 中三个流浪汉在拯救另外

两个家庭的途中， 对自己原先的家庭关系获得了重新认识从而得以与现实世界和解。 这些作品中的人

物在现实的压迫下， 躲进了虚幻的世界以寻求宽慰， 但是， 他们所构筑起来的乌托邦， 却是另一重需

要打破的壁垒， 否则就很可能会因模糊现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而导致自身失去意义乃至消亡。
基于人物的心灵选择， 今敏将各个人物情绪铺展开， 所有纷繁错乱的意识现象成为一股洪流。 呈现

在观众眼前的光怪陆离的图景， 充满形式美感的剪辑、 转场技巧， 同时照顾到了剧中人物与观众双方

的需求， 在视觉与感情两方面架起了可沟通的桥梁。 看似繁乱的过程指向了一个明确的选择： 人无法

改变现实， 却也不应该躲进虚幻中无法自拔， 而应该直面真实去寻求克服或超越之道。
今敏不厌其烦地使用复杂的转场技巧， 既是利用动画形式打破真人及电影摄像机的各种限制、 又

以等同于真人电影剪辑的手法否定了人们对动画电影的片面印象。 他的动画电影的剪辑技巧同时丰富

了真人、 动画电影两方面的视听语言技法。 《红辣椒》 以多重梦境作为舞台， 将现实、 网络、 梦境三者

串联起来， 人物可以在任何环境中穿梭自如， 红辣椒可以进入名画成为斯芬克斯、 掉入海里变成美人

鱼、 飞到空中成为精灵， 又可以跳入电视进入混乱的城市游行现场， 这些动作一气呵成， 以游戏的方

式为原本沉重的主题增添了灵动感和趣味性。 影片以华丽澎湃的影像叙事破除现代社会的理性魔咒，
将人内心最直白的欲望表达了出来。

四、 结 　 　 语

今敏动画的艺术手法及创作轨迹， 能够给人以动画和电影制作的新启示。 首先， 动画应该被视作一

种独立的艺术创作形式， 可以在其中填入任何主题， 也足够担当任何现实意义与创造性可能。 其次，
不同类别的创作形式能够互相借鉴， 譬如完全可以基于真人电影的设想来进行动画创作。 今敏在 “虚

实时空转场” 的技巧方面， 借鉴了真人电影的设计方案与剪辑技巧， 又融合了动画电影本身由观念生

成不受技术限制的独特性， 亦真亦幻的场景营造， 打破了现实与虚幻空间的界限。 虽然今敏的一生较

为短暂， 但留下的作品灿若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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