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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林甲景

“电影叙事的结构包含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外部结构

指的是电影剧作的外在组织形式，即电影形象的结合方式，

包括处理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分割与联系，次序

与排列；规定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等基本结构要素的比例

安排；确定场面、段落的划分与组合等。”这是北京师范大学

电影学博士周清平在《电影审美：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对电影

结构的定义。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谈谈电影的外部结构中

的“基本结构要素的比例安排”背后的秘密。

如果不能真正从文化、艺术、历史、政治、民俗、美学、心

理学等深层次角度去分析，我们断不能揭开外部结构背后的

神秘面纱，也断不能真正读懂一部电影，更不能指引学生进

入电影的内核。

1月10日在温州市少儿图书馆的新雨少年电影学院公

益电影课上，学生们欣赏了著名儿童电影导演克里斯托夫·

巴拉蒂（1963年生，《放牛班的春天》导演）的作品《新纽扣战

争》（2011）。该片改编自法国路易斯·裴高德小说《纽扣的战

争》，曾于1936年、1961年和1994年先后3次被改编成电

影。本片故事梗概如下：

1944年3月，全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动荡不已。而此

时，法国的两个相邻村庄朗维村和伟恒村的孩子们（约7~14

岁），因为“领土”问题而“冲突”不断。他们在不断的“战争”

中想出了新的主意——谁能取得“敌方”身上的纽扣谁就获

胜，他们将这场战争命名为“纽扣战争”。后来，一位为了躲

避纳粹种族屠杀的犹太姑娘维尔莉特来到了朗维村，因为信

息暴露，纳粹的爪牙要来抓她，两个村庄的孩子及大人合力

保护犹太姑娘，并成功驱赶了纳粹爪牙。

整部电影的时长是1小时39分钟，讲述“纽扣战争”的时

长大约是1小时19分钟，直接、间接反映二战和种族斗争的

时长约20分钟，其中有14分钟集中在电影的结尾。不难看

出，《新纽扣战争》是一部反战电影，同时也表达了童真与自

由的主题。

深层次的秘密在于：1小时19分钟的“假战争”与20分钟的“真战

争”的结构关系。我们不妨做这样的解读：用儿童之间的“假战争”，在结

构上导引、在主旨上影射“真战争”，用轻松幽默让人忍俊不禁的“纽扣战

争”“轻化”血腥的二战和残酷的纳粹种族屠杀，用童真与自由的童年本

身，对战争及战争中不可避免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屠杀进行最鲜明有力的

嘲讽和鄙夷，而实际上，战争与种族屠杀剥夺和消灭了千千万万儿童的

童真与自由。

克里斯托夫·巴拉蒂本人曾说：“把背景放在法国被德国占领的时

期，是为了将儿童之间搞笑轻松的‘纽扣战争’与世界大战作对比，体现

出危机感。”这其实就是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在小说《牲畜林》等作

品中的成功实践：避重——他在这篇4326字的小说中，只用短短的68个

字描写一名德国兵和一只野猫滚下山崖坠亡，其余的文字几乎都在描写

德国兵追捕各种家禽的搞笑故事。

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说：“当我觉得人类的王国不可避免地要

变得沉重时，我总想我是否应该像帕修斯那样飞向另一个世界。我不是

说要逃避到幻想与非理性的世界中去，而是说我应该改变方法，从另一

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以另外一种逻辑、另外一种认识与检验的方法

去看待这个世界。”他又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写道：“文学是一种

存在的功能，追求轻松是对生活沉重感的反应。”

“轻逸”是对生活沉重的解构，是对战争的净化。以这样的方式反思

战争，让所有的沉重都落入自己的脚下，然后高傲地审视，比纯粹表现战

争的沉重与残酷显得更有力量。

如果不能从这个层面认识电影，那么，我们观众只会看到作品的浅

表，走出电影院也就只会人云亦云，对电影没什么感觉。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百万宝贝》，蜚声世界，摘得第77届奥斯卡

金像奖最佳影片奖。与1小时33分钟的拳击故事的大头相比，结尾30

多分钟的病床故事似乎很不起眼，但恰恰是最后短短的30多分钟才让

作品得到升华而不流于俗套——麦琪毅然而从容地选择有尊严地死

去。这让我们悟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往往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不

在生命的长短而在生命的质量，不在死去的方式而在活着的姿态。大家

比较一致地定性《百万宝贝》是一部励志片，我想，它的励志不是简单地

表现艰辛的拳击之路，而是直击灵魂的真励志：玲珑地生，从容地死，生

死无畏。

罗伯特·泽米基斯的《荒岛余生》，人们也说它是一部励志片，这是没

有错的。在2小时20多分钟的电影中，片尾约30分钟的被救之后回到

陆地的故事这一略写，其价值何在？《南方都市报》的文章似乎对此并不

买账：“结尾相形之下显得有点弱。”

然而，我们回头咀嚼咀嚼最后略写的那30分钟：误以为男友已经死

于飞机失事的凯莉已嫁为人妻，无边荒岛上的孤独“野人”陷入了人潮人

海中的另一种孤独，物是人非，在一个十字路口与路人的偶然相逢，让查

克顿悟“我知道自己现在要做什么，我要继续呼吸，因为明天太阳将会升

起，谁知道潮水会带来什么”，而悦纳世界任何一次潮水涌上来的酸甜苦

辣、成败得失、喜怒哀惧、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才是大无畏，才是在荒岛

坚毅求生给予一个生命的强大，才是真正灿烂而高贵的“余生”。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一部经典的战争电影，电影

长达2小时40多分钟，但“拯救”的对象瑞恩却只在电影的最后50分钟

出现，乍一看，这是一个严重的文不对题，结构失衡。

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结构比例，在深刻地提醒观众：或许每一场战

争都会有上阵父子兵和一门五子全部牺牲的悲剧，但归根结底，已经因

为二战而死了3个亲哥哥的瑞恩其实是千千万万士兵的缩影，他们或是

独苗或是还有兄弟，战场上有千千万万个“瑞恩”需要“拯救”，他们都是

父母的孩子且还可能是孩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手足的兄弟、朋友的哥

们……我们真正要“拯救”的是这场背离了正道和人性的战争，并用我们

的力量和智慧结束它，以“拯救”千千万万士兵和千千万万平民于战火。

所以，从电影的角度来说，本应是主人公的“瑞恩”却迟迟并未出现，甚至

可以说，他出不出现、何时出现，在作品的真正象征意义面前，在为了和

平与战友而浴血奋战、无畏牺牲的大道大义面前，已经不重要。当然，幸

亏，电影中的瑞恩是一个勇于牺牲个体而保全集体、誓葆士兵本色与战

友奋战到底的值得“拯救”的人。

典型例子还有很多，不再赘述。

可见，详与略的结构比例，与电影的主题轻重表面上不一定吻合，我

们需要严防“率皆墨守成法，未能推陈出新耳”的情况，在电影解读中少

一些理所当然、先入为主和拾人牙慧。从结构出发，我们常能对电影解

读另起一行，收获意想不到的发现。但从根本上说，结构是为内容服务

的，没有为了结构的结构。这是我们电影导师要教给学生的。

□宁波市镇海区教科所 刘 波

每年认真阅读《教师周刊》上关于年度

教师读书征文评选的总结评点类文章，已经

成为了我的必修课。最近，我认真阅读了

《阅读这么私人的事也变功利了——浙江教

师阅读现状评点之一》（以下简称《功利》）一

文，并引发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这篇文章中，很多评委对教师阅读的看

法很契合当下中小学教师阅读的现状。不

过，我觉得从读书征文评选中得出的教师阅

读功利性的结论，也可以从积极的方面进行

解读。

我想起了大学时教中国教育史的老师

提到的一个观点：科举制度的实行有效推动

了教育的发展，但同时应试教育也应运而生

了。《教师周刊》开展浙江省教师读书征文评

选（以下简称“读书评选”）以来，参与人数不

断增加，有效地激发了全省教师阅读的积极

性，但同时也造成了阅读的功利性，这其实

也很正常。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功利也是推动人做

事的重要因素，尤其对于年轻教师而言，适

度的功利是促进其成长的动力。

与参加《教师周刊》主办的另一项公益性

评选——浙江省年度优秀教育教学论文评选

相比，教师参加读书评选的积极性要远远不

如，因为论文获奖对教师的各类评职评先更

有用。从这两项公益性评选受教师的追捧程

度可以看出，功利也是人的一种理性选择。

一、让评选诱发教师读书热情并非坏事
《功利》一文中对参赛教师的年龄结构

进行了分析。文中提到，40岁以上参加读

书评选的教师非常少。其实这部分教师，除

了一小部分已经形成了读书和写作的习惯

外，不仅是参加读书评选的兴趣小，也很少

主动参加其他与专业成长相关的比赛。

说到底，这主要是由职称终身制造成

的。以前曾有“高级后不作为”的说法，评上

高级职称之后，除非有名优教师考核的要

求，大多数人是很少主动写文章的。

我曾在基层学校从事多年的教科研管

理工作，对全校教师论文发表、评奖的情况

有全盘的认识。的确，有些教师在评上高级

职称后，10多年的时间里竟然连一篇区级

以上发表、获奖的文章都没有。不过，近年

来由于教师职称的聘任需要竞聘，其中有论

文、课题的要求，高级教师写作的积极性有

所提高。可以说，考核的硬性要求成了推动

教师写作积极性的因素。

不过，上了年纪的教师不参加读书评

选，也并不代表他们不读书。读了书，再写

读书笔记，有一定的难度，要投入一定的精

力。我在基层工作的时候，每年都组织开展

全校性的有奖读书征文评选，教师自愿参

加，其中老教师参加的人数确实是很少的。

我也清晰地记得，读书评选的获奖对教

师有促进作用。有一位年轻教师在第九届

读书评选中获得了一等奖，这一获奖给了她

很大的信心。此后，她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比

较突出，每次学校开展读书活动她都踊跃参

加。去年，她在第十一届读书评选中又一次

获得一等奖。

目前活跃在基础教育界的名师，无一例

外都是爱书之人。他们的阅读时间从哪里

来？是什么促使他们读书不息？最重要的

原因就是他们内在的阅读需求。

缺乏阅读氛围和缺乏阅读需要是当下

教师读书较少的两大原因，前者是外因，后

者是内因。《教师周刊》举办的一年一度的读

书征文评选，为教师的阅读营造了良好的外

部氛围，是有利于激发教师的阅读需求的。

外界的功利刺激转变成教师的内在需

求，这何尝不是推动教师阅读的一条路呢？

二、教师专业阅读依然需要加强
《功利》一文中指出，95%以上的读书笔

记基本上是就教育论教育，缺少个性化的阅

读。不过，这只是教师参加读书评选时提交

的文章，所读书目并不一定代表教师平时的

阅读。另外，很多学校组织教师读书活动

时，往往也以教育类的书为主，这样，容易导

致参赛的读书笔记基本上是与读教育类的

书有关。

毫无疑问，教师的确应该博览群书，拓

宽自身的阅读面。国家图书馆前馆长詹福

瑞在《读书之道》一书中指出，青壮年时期读

书是职业和工作的需要，由一般性的阅读转

入钻研对书的如何使用。这时期的读书进

入职业化和专业化的阶段。

教师作为职业人，这个阶段阅读主要是

职业性的。我曾在人大复印资料上读到《上

海市中学班主任阅读状况调查》一文。该文

的调查者通过对班主任阅读状况的分析，认

为当前班主任阅读的专业性不强，是非常值

得警惕的。试想，当一位教师跟地铁上随便

拉一个人的阅读状况差不多时，那么教师的

专业性又从何体现呢？

2016年10月，《中国教育报》发布了新

教育研究所研制的中国中小学教师基础教

育阅读书目。我早就知道这个书目在研制，

因此对此很期待。这个书目发布后，我很认

真地研读了一下，并购买了《中国中小学教

师基础阅读书目·导赏手册》，对其中一部分

感兴趣的图书进行了购买备读。

这个书目共100本书，基础书目30本、

推荐阅读书目70本，分为3类，其中专业发

展类占50%，职业认同类和视野拓展类共

占50%，而职业认同类的书基本上也都是

教育类的书。可见，该书目的编制者认为教

师阅读的主打书籍仍然应该是教育专业类

书籍，它并不只是学科教学方面的，与教育

相关的书籍都可以纳入。

三、教师的阅读应循序渐进
有些书可以随便翻翻，但有些书是需要

啃读的。其中案例型的书最容易读，也最受

教师欢迎。我还看了不少谈阅读的书，魏智

渊在《教师阅读地图》一书中，把教师阅读的

书分为了案例型、经验型、分析型、原理型、

哲学型这5类，对指导教师阅读很有帮助。

最近几年在我国非常畅销的雷夫的《第

56号教室的奇迹》就属于第一类（案例型），

中国教师广为熟悉的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

师的建议》属于第二类（经验型），而杜威的

《民主主义与教育》则属于第四类（原理

型）。如果学校开展共读活动，把雷夫的书

作为共读书是合适的，但杜威的《民主主义

与教育》就会让很多教师读不下去，进而丧

失对阅读的兴趣。

有一定的阅读基础、自身又非常想啃读

教育经典的教师，可以组成小团队来共读《民

主主义与教育》。某网曾组织学习共读《民主

主义与教育》，最后还公开出版了学习心得。

据《教师周刊》的相关统计，教师写雷

夫的书参加读书评选，2013年和 2014年

这两年最多。2016年，湖南省教育厅组织

全省教师暑期读书活动，推荐了包括《第

56号教室的奇迹》在内的17本书。最终公

布的获奖读书征文中，读这本书的获奖文

章最多。好读归好读，教师阅读最终要有

一定的提升，只读案例型的书，教师也是

“长不大”的。

我负责区的教科所工作后，在领导的大

力支持下，组建了镇海区教科研骨干读书

会。我也组织了一次共读活动，把常生龙的

《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炼》一书作为共读书。

这本书的可读性比较强，对教师很有启发，不

少教师在阅读中也逐步激发了阅读的热情。

有些教师表示，自己的学校缺少阅读氛

围，所以要加入区级的读书会，可以在阅读

上走得更远。

我鼓励大家积极参与第十一届读书评

选。评选结果出来后，很多教师都得奖了，

好几位第一次参与读书评选的教师还获得

了一等奖。

让教师有实际的“获得感”，这是推动

教师阅读的有效手段。《教师周刊》组织的

浙江省第十一届教师读书征文评选，让很

多教师尝到了甜头，有了盼头。我觉得，尽

管为赛而读，为赛而写，会导致教师在阅读

上有一定的功利性，但仍然会有不少教师

的阅读热情被点燃。

□遂昌县实验小学 鲍宗武

书斋名为“潜静居”，取素心读书、潜心

修行之意。自从教以来，慢慢积累，现在家

中藏书有4000余册。

我喜欢边阅读边记录，阅读卡片

有1000多张，各种摘录100多

万字。2006年，我被浙江教

育报社评为浙江省教师藏

书家。

看书阅读、静听音

乐是我一天中最宁

静、最安逸、最充实

的时刻，看名家的教

育教学著作或论文，

就如同在与他们对

话，在汲取他们的精

神营养。我相信，自

我的积累有多高，那么

就可以行多远。

书房可分成三部分，一

部分是洗漱之所，中间部分是

书架，第三部分则是茶室，摆放着

樟木茶几。书香、乐声与茶味是潜静居

的三大主题。墙上悬挂着几幅书画作品，名

为“茶禅一味”。

我爱好收集岩石，书房中摆放着各色

石头，配合绿植，相得益彰。

我的阅读积累经历了几个过程：

第一阶段，我爱好的是音乐和书法，因

此积累了这方面的书。

第二阶段是进

入小学语文教学领

域，我积累了大量的语文教学理论与实践类

的书籍。

第三阶段是从事专题性语文教学研

究，我积累了汉字文化学和文学解释学两

个专柜的书籍。特别是文学解释学，包含

了西方文艺理论、中国古典文学解释学等

多种书籍，粗粗计算有300多册。

第四阶段是阅读杂书的阶段，我关注

文学、哲学、诗学、历史类的书籍，近来阅读

的是《笔迹心理学》《占梦研究》《东方历史

评论》等杂书。

书房与个人的专业成长有着正相关

性，读书促进了我的专业成长。书房也是

一片宁静的心灵栖息地，漫漫长路上，书香

将与我一路相伴。

藏书数量：4000余册

书房面积：40平方米

建成时间：2009年8月

阅读功利也可以转化为动力
电
影
情
节
详
略
背
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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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场之后

成长之路

潜静居

作者的读书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