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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电影，是以武打动作为主要元素的电影类型。

武侠电影受到中国古代的武侠小说以及戏曲的影响很

大。韩云波曾言：“武侠小说使中国侠文化走向现代，

而武侠电影更在中国侠文化走向大众的道路上推波助

澜，极尽精彩。”电影界所公认的第一步武侠片是

1925 年由邵醉翁执导的《女侠李飞飞》。但是因为这

部电影尚未脱胎于传统戏曲结构，所以并没有很大的影

响。后来，1928 年张石川导演的《火烧红莲寺》真正

引起了武侠神怪片的热潮。

到了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以胡金铨、张彻为代表的

新派武侠电影。胡金铨打破了常规武侠片的套路，很多

情节、细节、设置皆是从来未有。他所开创的“客栈”、

“竹林”等武侠电影的空间场景影响了后世的许多电影

导演。《侠女》是胡金铨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是第一

部在戛纳电影节获大奖的华语电影，以及第一部在国际

电影节上获奖的武侠电影。它的这次成功，使中国武侠

电影走向世界，标志着中国电影作为一支美学力量在世

界影坛上崛起，表明中国电影人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并

以独特的中国电影类型，拍出世界级的电影。胡金铨是

把武侠文化推进至国际学术视野的领风骚者，其电影美

学深刻影响了徐克、王家卫、李安、张艺谋等新一代的

武侠电影。

一、《侠女》的场景设置

电影《侠女》被电影界奉为武侠片的经典之作。

一方面，是由于胡金铨所创造的如诗如画的美学体系；

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侠女》中的空间场景具有教

科书式的经典性。其中的客栈场景、竹林打斗场景等

胡金铨《侠女》中的空间处理分析
□ 王重淇（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0）

【摘要】武侠电影是中国类型电影中极具中国特色的电影类型。近百年来，无数的电影人用影像为我们展现了

光怪陆离、快意恩仇的武侠世界。胡金铨作为中国武侠片承前启后的关键导演之一，以其独创的美学体系与空间塑

造能力，影响了后来的诸多影片，例如：李安的《卧虎藏龙》、张艺谋的《十面埋伏》、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

等等。《侠女》作为胡金铨导演最富盛名的作品之一，在空间运用中具有独到之处。演员动作的调度与摄影机的调

度相辅相成，创造了极具中国古典美的影像风格。

【关键词】武侠电影；胡金铨；侠女；空间运用

多处场景都大量地被后世的导演应用。这些自然环境

空灵神秘，饱含着中国画的韵味，在他的每部新武侠

片中也都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叙事元素，体现“天人合

一”的中国美学。

1、靖虏屯堡中芦苇场景的使用

影片开头部分使用了靖虏屯堡的几个空镜头，首先

奠定了影片整体的基调，给人一种荒凉破败的感觉，同

时又交代了主人公顾省斋的家庭环境以及影片的重要场

景靖虏屯堡。烟雾笼罩下的芦苇，透露着神秘的气息，

吸引着观众往后看下去。

这个看起来荒凉破败的场景，是故事发生的重要

场景。这里不仅是男女主角相会的地方，也是厮杀战

斗的地方。荒芜的杂草堆与高高的芦苇遮挡了这座大

院曾经的繁华。这座没落的大院就像是杨惠贞的遭遇，

暗示了一个家庭的衰落。导演胡金铨选择把这样的一

所旧府第作为杨惠贞逃难的庇护所，与她的身世十分

符合。荒芜的空间选择也很好的外化了杨惠贞的内心

情绪。

宋朝的汪崇亮在《青溪主客歌》中写道：“一声横

玉西风里，芦花不动鸥飞起。”可见在古时候芦苇就被

人们赋予了凄凉萧瑟的含义。杨惠贞和欧阳年在这里的

那场打斗戏，人物在芦苇丛的遮挡下，忽隐忽现；远山

在烟雾的缭绕下，忽明忽暗；景物在逆光的镜头下，形

成了剪影。古典水墨式画卷一般的镜头，被胡金铨呈现

在了武侠电影中。武侠电影就具有了一种神秘、朦胧的

意境美。（如图 1）导演充分利用了芦苇作为前景，来

遮挡被摄主体。这样增加了影片的空间层次，而且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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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武侠世界刀光剑影的冷酷无情。同时，这样的空间设

置以及摄影造型具有中国古典美的意蕴，为影片增添了

一种山水画的意境。在这场戏中导演使用前景的遮挡，

并且克制地使用小景别镜头，让武侠打斗具有了一种神

秘的色彩。

图 1：芦苇

 2、竹林打斗场景的使用

中国人有竹子的情怀。王维的《竹里馆》有云：“独

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竹子是古代文人写诗常用

的意象。它有着虚心自持、宁折不弯的品格，象征着

生命的弹力、长寿、幸福和精神真理。正是因为它的

这些品格，电影导演们又赋予了竹林幽深、神秘的特

质。

胡金铨的《侠女》带给了我们一场极为经典的竹林

打斗戏。杨惠贞在竹林中穿梭奔跑、追赶敌人。（如图2）

一排排的竹子在镜头中划过，由竹子所创造出来的纵深，

谁也看不见竹林的尽头是什么。这样一个独立出来的空

间，被烟雾笼罩着，加强了竹林里的神秘气息。竹林里

的光影交错、雾气森森，杨惠贞和石问樵被东厂杀手围

截，双方成三角之势对峙，竹林中的杀气大增。竹林本

是文人们喜爱的幽静高雅之地，转眼之间就成了生死沙

场。正是因为竹林与外界空间的不相连性，胡金铨导演

让这片幽静之地赋予杀气，增添了一种萧瑟冷酷的气质。

借助竹林打戏，胡金铨给出了他所理解的中国文人的精

神归宿，构成了屯堡之外，山林深处的回响。

图 2：竹林

 

在《侠女》之后，竹林成了武侠电影偏爱的重要空

间之一，许多的武侠片导演纷纷开始效仿胡金铨的竹林

打斗戏。李安在《卧虎藏龙》中有一段同样让人津津乐

道的竹林打斗戏。但是李安对那场戏的处理更加柔和，

在其中加入了浪漫元素，李慕白和玉娇龙在茂密的竹海

中对峙，这场对峙不只是武功上的较量，更是他们二人

感情上的碰撞。浩荡的竹海，是躲藏，亦是试探。在某

种意义上，竹林又被赋予了情欲的符号。

二、《侠女》的镜头空间运用

1、画外空间的使用

电影的空间表现是不受画框的边界限制的，在画框

之外同样有电影所表现的内容，被称为——画外空间。

画外空间不仅是一种拓宽电影空间、传达更多信息量的

方式，更是一种电影感的表达。

《侠女》的画外空间使用有一定的独到之处。在

影片的开头，顾省斋在自己的店里面朝门口作画，有

人来了，一个画外的黑影慢慢地遮住了顾省斋。没有

脚步声，只是一个黑影越来越近，这样的处理方式，

加强了欧阳年出场的神秘感，留给下了观众一个悬念，

也暗示了这个人物的身份来意绝对不简单。欧阳年是

东厂番子，要追查杨涟之女杨惠贞。在《侠女》这部

电影中，欧阳年绝对是一个负面的人物。以这样黑影

的画外空间的出场方式和他的气质以及人物身份极其

符合。

杨惠贞和欧阳年在靖虏屯堡中的芦苇丛中的那场打

斗戏，导演通过一个镜头之内画外空间和画内空间的交

错，丰富了镜头语言，使画面更具有可看性。（如图 3）

一个双人打斗的中近景移动镜头，镜头借着打斗的动势

向前移动，将背对镜头的人物移到画外空间。这样一来，

可以表现出来此时打斗较为强势的一方。二来，他们二

人之间的打斗显得更加残酷。这样的画内空间和画外空

间的变化，也可以看做是人物视点的变化，从双人镜头

变为单人镜头，就是从第三人称视点变为第一人称视点。

这样的空间处理方式，大大拓宽了电影的空间，电影的

表现没有被局限在景框以内。同时也充分地展现出刀剑

无情、快意恩仇的武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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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芦苇丛打斗

 

2、空间中纵深的使用

电影在诞生之初，卢米埃尔兄弟就在《火车进站》

中找到了电影合适的表现方式。在《火车进站》中，卢

米埃尔给了火车一个斜向纵深调度的镜头。这也证明了

电影应该重视纵深空间的表现。

在电影《侠女》，胡金铨尤为重视纵深空间的使用。

不管是靖虏屯堡的芦苇丛，还是高高耸立的竹林，胡金

铨导演充分的利用了前景以及后景。（如图 4）这样前

景的设置，人物的面部忽隐忽现，拓宽了电影的空间层

次。而且，有了前景的遮挡，电影中所表现的武侠世界，

有了一些遮掩，也就充满了玄机，增强了武侠空间的神

秘感。后景中景深空间的使用，展现出来了武侠世界无

限的可能性。

武侠世界离我们的现实生活有足够远的距离，胡

金铨导演让它保持了充分的神秘感，这也是我们后

来的电影爱好者都非常喜欢胡金铨的武侠片的重要

原因。

图 4：前景

 三、结语

胡金铨的电影《侠女》在空间处理上具有独到之

处，他将空间赋予某种符号化的象征含义。片中山川、

河流、阳光、竹林等种种自然风物，在他的镜头运用

下，空间具有了神秘朦胧的中国画的意味。由此创造

的意境结合胡金铨独树一帜的场面调度与构图方法，

再加上考究的色彩、道具、服装、光线的搭配，使胡

金铨的电影“侠”意盎然且“文”质彬彬。在《侠女》

中首创的竹林场景以及废弃的房屋场景被后来的许多

武侠片导演纷纷效仿，是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武侠

世界是刀剑无情、快意恩仇的，而胡金铨的《侠女》

通过对画外空间的使用、对纵深的处理将这种感觉发

挥的淋漓尽致，展现出来武侠世界的无数可能。在胡

金铨对武侠电影的探索下，武侠片具有了中国古典的

“美”的文化。至此，武侠片在艺术性上取得了质的

飞跃，也因此在类型电影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然而，

自从 21 世纪初的武侠热消退后，中国武侠电影创作走

向低迷，在市场上逐渐遇冷，就连观众也对武侠片中

的各类花招产生审美疲劳，这多少也与武侠电影研究

和现代化诠释的停滞不前有关，希望能为武侠片重焕

新生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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