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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是中国文化传统与文化伦理中独具符号意义的存在，它以

血缘为纽带，姻亲关系为连接，以宗族传承为根基。“家文化”既包括中国

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规范，又饱含民间多元文化的情感诉求，在发

展中对中国传统家庭影响深远。本文以华人导演李安的“家庭三部曲”收

官之作《饮食男女》为阐释文本，通过作品对中国传统“家文化”思想的传

达及其独具作者性的镜语手法，尝试探究李安电影的“家文化”表达特色。

关 键 词：李安电影；“家文化”；《饮食男女》

项目基金：辽宁师范大学教师指导本科生科研训练项目成果“东亚家庭片

研究———以李安电影为例”（项目编号：CX202008091）。

“家文化”的形成可以追溯到黄帝

时期，宗族血缘及姻亲关系促使小“家

庭”的形成，经过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

化发展，“家文化”融合儒家思想及民间

朴素的伦理道德要求，逐渐演变成中国

独有的“家文化”道德系统。［1］李安导

演本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从事教育

工作，作为长子的李安自然而然地被

寄予厚望，父亲希望他可以“子承父

业”。从小就在父亲儒家文化的言传身

教和耳濡目染下，李安自然受到了典

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因而独具代

表性的“家文化”是他影片中不可回避的

方面。其早期作品《饮食男女》（1994年）

通过对传统家庭关系和中国式情感表达

方式的细腻处理将中国传统“家文化”观

念进行了深入的影像诠释。

一、家庭本位观念的消解与重构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

谈道：“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

度。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

兄弟、夫妇、朋友，其中三种是家族关

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

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希腊人围绕着

城邦组织社会，……中国社会制度可

以叫作家邦。”［2 ］中国人在成长过程

中，受到家学传统、家庭教养与家庭文

化的深刻熏陶，李安受到更多以儒家

道德伦理规范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影

响。《饮食男女》对“家庭至上”的观念

的反思，反映了以中国为情感的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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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展开成长路径的李安对传统中国

“家文化”的再认识。

（一）以家庭餐桌为中心建立父女

关系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由血脉关

系构建起来的家庭单位不仅仅是生命

的起源，更是人类一生漂泊之后的最

终归宿。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现代化的

发展，传统家庭观念在保留自身最核

心的价值的同时也在跟随着社会的进

步不断地发生分化与调整。

影片《饮食男女》中，虽然父女四

人都有着自身的情感倾诉，但每周日

坐在一起吃饭仍是一周内必不可少的

家庭活动，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将四

人的情感倾向系为一桌。即使在影片

最后，朱老爸宣布与锦荣在一起，大

女儿与体育老师走在一起，家宁找到

自身情感寄托，家倩辗转后依旧选择

重新守护老房子———餐桌对于维系

家庭关系的作用，弱化甚至消散，但

这种离散本身却再次将父亲与几个

女儿内心的情感距离拉近。作品从东

方视角出发，聚焦到家庭本身，通过

塑造父女四人的形象和故事，展现儒

家思想对“家”“孝”的重视。影片由

中国式餐桌文化开始，最终又以餐桌

作为成功化解隔阂的因素来结束，体

现出创作者对传统“家文化”的消解

与重构。

（二）以父辈家庭观念展开故事情节

相对于前两部《推手》和《喜宴》而

言，《饮食男女》的故事发生在儒家文

化圈内的台湾，而不再是西方世界中

心的美国。父辈的家庭观念进入故事

叙事的核心视野。

由于母亲的早逝，父亲老朱一人

养育女儿；因缺失母亲的爱，女儿们与

老朱的感情存在着明显的隔膜。老朱

每周都要做上一桌丰盛的中国式晚

餐，以“家庭聚餐”的名义，邀请也要求

女儿们回家团聚，将聚餐仪式化，一方

面，希望借此机会与女儿们交流沟通，

同时也是一家之主地位的反复确认。

反观影片中女儿们的出嫁，三个女儿

都急于逃离以父亲为核心的家庭，希

望通过新的家庭关系和情感关系的建

立完成对传统父性秩序下“家”的逃

避。大女儿内心渴望脱离“母职”代替

的压力；二女儿希望实现对事业与爱

情的双重掌控；小女儿幻想着浪漫的

爱情。这些虽然都在父亲的掌控范围

之外，但是老朱的传统“家文化”观念

不断影响着女儿们的感情发展。［3］不

过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影片中的父亲也

有一段自己的第二春———朱老爸在最

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卖掉老宅并且

和与自己年龄相差悬殊的年轻女人锦

荣成婚，建立了自己的新家。老朱虽在

此过程中自毁了旧的家庭秩序，其本

质是仍然是想要建立新的家庭秩序。

父亲与女儿之间的彼此隔阂、彼此误

解，以至彼此成全，将家庭观念以新的

家庭结构去展现。

126



二、镜语层面塑造父女人物形象

李安两次斩获奥斯卡大奖，多次

获得金狮奖、金熊奖等电影艺术顶级

殊荣。除却丰富多元、充满哲学韵味的

文化思考以及对东西方文化的深层理

解，他的电影故事以独特的镜头系统

和饱含审美价值的影像表达赢得观众

的喜爱。李安导演运用细腻且丰富的

镜头语言塑造家庭中的人物形象，展

现家庭中的人物关系。从朱老爸与三个

女儿一开始的格格不入到最后逐渐化

解矛盾、彼此内心慢慢理解的整个过

程，镜头语言，尤其是影片构图，随着家

庭内部关系的演变也发生了改变。

（一）特写镜头刻画父女外在形象

与内在情感

《饮食男女》中朱老爸一开始做菜

的画面便是通过一系列特写镜头来呈

现的，朱老爸所做的菜大多具有中国

传统特色。朱老爸希望通过每周“大动

干戈”的丰盛晚餐将一家人的情感维

系在一起。中国饭桌上最常见鸡、鸭、

鱼、肉在朱老爸的手下，在影片的特写

镜头里流露出浓郁的色香味和情感诉

求。影片共出现六次家庭聚餐，每次家

庭聚餐中朱老爸手中的食材都通过特

写镜头展现得淋漓尽致。细致的特写镜

头一则向观众表明了朱老爸作为大厨

的人物形象，同时也能凸显朱老爸对于

周末这顿家庭聚餐格外看中的仪式感

以及父爱和父权并峙的强势味道。

影片通过特写来展现做菜细节的

拍摄手法不仅可以代表影片的主旨之

一———“饮食”，而且通过不同人和不

同食材之间的转换，还可以表现出父

亲与女儿之间的相似之处。片中，朱老

爸为女儿们做菜，二女儿家倩为情人

做菜，都是特写。厨艺镜头的特写恰恰

传递出个性最执拗、看似与老朱关系

最紧张的二女儿家倩的性格特征———

三个女儿中无论是性格秉性还是情感

线条，都与父亲最接近的一个。而且几

处特写也表达出家倩对于自身在寻找

“家”的过程中的现实困惑，更多的是

她对父亲或父女关系、家庭关系、传统

家庭观念的困惑。最后二女儿家倩选

择守家，仍然是通过做菜的特写镜头

进行转换的。家倩在老房子做菜，此时

父亲与姐妹们都有了各自新“家”的重

组，反观她的选择也是对于现代中国

“家文化”何去何从的反思。

（二）画面构图体现父女关系变化

《饮食男女》经常以拍摄构图来体

现中国传统“家文化”的家庭关系与家

庭情感矛盾。在全片第一次家庭聚餐

时，每个人物的拍摄视角有着重要的

情感倾诉意图。

李安导演通过全景镜头交代了父

亲与三个女儿吃饭的位置关系，他们

四人各居一边，朱老爸作为“家长”，居

于主位，在拍摄中朱老爸以主镜头展

现。随后镜头分切给每一个人单人镜

头，第一场戏，很少出现两人或两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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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画面构图，这样既展现出来原始

的家庭结构，突出传统“家文化”中父

亲的权威性，又为观众传递出朱老爸

与三个女儿之间存在着深刻隔阂的微

妙关系。

场景辅助构图，展现“方”“圆”的

传统概念，所谓唯有心性上达到圆融

才能够通达，影片的家庭关系即是如

此。影片最开始的聚餐便是大“圆”桌，

中国的“家文化”讲究和睦、团圆，虽然

四人各居一侧，但始终得以此次的聚

餐为一桌，将家庭成员聚合于此。在圆

桌上共同进餐的父女四人，隔阂或许

只是暂时的，他们围着圆桌展开矛盾，

也最终会围着圆桌实现沟通。影片最

后每个人都有了各自心仪的去向，继

续经营自己的新“家”，将“家文化”以

现代的方式继承下来。同时父女四人

的心也慢慢靠近，最后达成了和解和

沟通，即所谓情感关系上的圆融。

三、结 语

《饮食男女》这部影片反映了在中

国生长，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成长

的华人导演李安对中国传统家庭的认

识。影片反映的中国“家文化”思想是

家庭每个成员的内心情感归宿以及

父辈与子一辈情感连接的纽带。朱老

爸身处“家文化”的核心地位，沿用了

最为传统的中国父辈道德观念，影片

中女儿们对于朱老爸的言听计从，都

能体现出中国“家文化”父辈维系下

的家长秩序。

导演通过具有典型中国元素的镜

头语言，表达对独具中国文化内在气

质的家庭伦理关系的思索，向观众讲

述了中国式“家文化”的存在、解构及

重构。这既能体现中国文化自身的自

省性与包容性，也是李安独特的文化

思考和艺术表达使然。对“家文化”的

思考和表达既是对传统中国的追寻与

继承，也是对新时代新的“家文化”建

构的文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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