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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序  

黑格尔有言：“最接近艺术而比艺术高一级的领域就是宗教……艺

术只是宗教意识的一个方面。”（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

第 132 页，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宗教需通过艺术而阐扬，艺术则

依托宗教来表现，两者间的关系可谓相辅相成。发展到后来，两者的

结合竟形成了专门的宗教艺术。宗教艺术的出现和繁荣，是艺术发展

的一个新领域，也是宗教发展的一个新高度。从西域到中原，从泰西

到东土，从西方世界到中华大地，教堂圣像、雕塑绘画、寺观庙宇、

雕刻壁画、梵呗说唱，无一不是宗教艺术的滥觞，甚至诗词歌赋、曲

艺杂弹之属也深受宗教艺术的浸润。可以说，如果现存的艺术珍品中

除去宗教艺术作品这一类的话，那么所谓的艺术将所剩无几。 

当然，艺术是一个涵盖广泛的词，甚至宗教艺术的范围也是广泛

的，音乐、戏剧、美术、舞蹈都和宗教艺术有着交涉。而随着新事物

的出现，宗教艺术所涉及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本书选取了电影、戏

剧和音乐三种艺术形式，试图揭示宗教通过艺术来宣扬与传布，艺术

通过宗教而彰显和表现，以及两者互通互融的关系。 

瑞典导演伯格曼，毕生所创作的戏剧、电影众多，特别是其电影

作品，影响颇巨，地位崇高。伯格曼的电影宗教色彩浓郁，如《第七

封印》《野草莓》等。其电影虽非全然弘扬宗教教旨，而是源于伯尔曼

童年深受宗教及家庭生活压抑的缘故，但其电影作品中多有对宗教的

疑惑、叛变及反思，亦有救赎与回归的阐发，并非一二言可以尽之。

包力维之“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的荣格式解读”一编，从荣格论宗教



 

 

之神圣及自性原型的角度详尽解读了伯格曼的三部电影文本，探讨了

其中恶、罪及救赎等主题。 

香港导演胡金铨以拍摄武侠类型片而成名，其电影作品典雅精

致，题材以中国古典文化为主。在其影片中多涉及中国传统儒道释

三教内容，其刻画的佛教僧侣、居士形象，描绘信众艰苦修行、刹

那顿悟的历程，实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多得的精美影像。赵建华之

“胡金铨电影的文化情怀”一编从人物形象、人物行为、影像空间、

文化活动意蕴四个角度，揭示了胡金铨电影中佛教文化情怀及其影

视美学艺术。  

自佛法东传，佛教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

的中国佛教系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之所以能

融入中国社会，与其博大包容的气质，以及与中国文化不谋而合的共

同特质不无关系，同时也离不开音乐、戏剧、绘画等各种媒介的宣扬。

佛教在印度时就已采用梵剧的形式宣传布道，传入中国后，更是结合

中国传统的曲艺形式将佛教义理、人物故事等广为传播。目犍连以神

通第一位居佛陀十大弟子之列，又以其入地狱救母一事与儒家仁、孝

大义相契，成为佛教和儒家都极力宣扬的孝道典范。宋明以来，目连

故事被演绎成可以连续演出达半月之久的目连大戏，成为中国近世以

来用以劝善化俗的一个极好戏剧。黄豪之“郑之珍《新编目连救母劝

善戏文》与民俗”一编生动地描绘了明代目连戏与民俗民情之互动，

并由此切入而使人了解到中国近世佛教劝善运动之一斑。 

与佛教不同，道教更多是以音乐将道家理念融于其中。两晋以来，

道教斋醮科仪每备器诵，祝祷人神。唐宋之际，道教音乐将吹弹丝弦等

形式陆续编入，又广采诸乐杂陈其中，蔚然一体。宋元之时，全真、正

一两派逐渐形成清幽、雄浑两种风格，降及明清，形式更趋多样。刘陶

之“汉唐古典音乐小考”一编篇幅虽小，实则艰深，其于历代典籍之中

梳理乐史，追述了上自六朝，下及宋元的道教音乐起源、特点、流变，

并将这一演变历程简明而清晰地呈于读者面前，个中精微发明，唯方家



 

 

能察。 

由于吾等学识浅薄，所研究之内容又涉及宗教、电影、戏剧、音

乐等多方面知识，常常有言不尽意、心有余而力不足之喟叹。吾等深

知，在本书中定有许多不足，甚至错讹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吾

等当勉力前行，不断修改完善。 

是为序！ 

 

 
作   者 

2015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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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伯格曼电影之精神特质与 
解读维度 

第一节  神秘 ── 伯格曼电影的文化传统 

英格玛·伯格曼（Igmar Bergman，1918—2007）是西方电影史

中享有盛名的大师级导演，他与费里尼、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一起

被称作西方艺术电影“圣三位一体”。这位行走于戏剧、电视、电影

的导演，为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近百部作品。其中由他出品的 45
部电影 ①，更可谓是其思想和表达之浓缩，具有整体精神的一致性。

这些电影，按照法国学者约瑟夫·马蒂的评价：“用不同的方式为我

们展示了伯格曼的创作历程，呈现出一个完美的整体，而其中也不

乏切分该整体的巅峰之作。”②

                                          
①  参见约瑟夫·马蒂：《英格玛·伯格曼  ── 欲望的诗篇》电影作品列表，

何丹，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23-269 页。  
②  参见约瑟夫·马蒂：《英格玛·伯格曼  ── 欲望的诗篇》电影作品列表，

何丹，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 页。  

虽说各个时期的伯格曼电影在叙事方

式及题材选择上略有差异，但他的电影系列具有整体风貌的一致性：

主题连贯、哲思深入，并且因其包含着强烈的宗教意识  ── 这一萦

绕在世人生命中的重大要素 ── 而极具人文关怀价值。 



 

 

伯格曼电影的宗教性质自有其特殊的呈现方式。在他的电影中

随处可见生与死、灵与肉、神与人等基督教主题，但它们却常常以

一种近乎反基督教的形式出现。伯格曼自称在 8 岁左右就成了一个

无神论者，而且这种观念一直持续了下去。他对基督那近乎偏执的

不信任，使得其电影的表达依然贯穿着对上帝的“是否存在”“怎样

存在”的探讨。他并不像一个普通无神论者那样轻易地绕过宗教性

思索，而是紧紧地扣住宗教性的实存不放，直至呈现出一种绝境式

的宗教领悟。正像其电影《犹在镜中》那陷入疯狂的卡琳所言：“上

帝来了，他是一只蜘蛛！”在伯格曼这里，上帝成为一种尼采式的否

定性实存，不断地触发着绝境般的生存体验。 
伯格曼的这种宗教意识显然与其路德新教的家庭背景以及弥

漫于斯堪的纳维亚的神秘主义文化有关，这是其电影表达的个体根

植所在。但如果单从这一角度出发，即从个体经历和社会遭遇的角

度来探讨伯格曼的这种宗教意识（这方面的资料已比较丰富），还是

不够的。事实上，从偶然遭遇的条件内容进入宗教意识的探讨，并

不足以使人更好地认识其在电影中反复强调的宗教感触本身。伯格

曼尽其所能在作品中所呈现的看似矛盾的宗教观念，一方面是个人

生存原因的反映，另一方面是对一种前宗教（在他这里为前基督教）

的存在震撼的表达。这种存在震撼虽然以个人形式表现出来，却并

非全然的个人性。 
如此，对存在震撼的表达困境成就了伯格曼绝境般的话语表

达。正如宗教现象学家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所言，作为原

初存在的“神秘”（The Numinous）是：“某种绝对永远超出我们理

解的东西，而那种暂时闪避我们的理解但在原则上却完全是可以理

解的东西，则只应叫做‘问题’而不是‘神秘’。但这绝不是对问题

的一种充分说明。……这个‘相异者’的种类与特性与我们绝不相

通，因此我们在面对这个‘相异者’时唯有退缩在呆若木鸡的惊诧



 

 

之中。”①

伯格曼在《电影在做什么》一文中说过：“我毫不怀疑自己所

使用的工具异常精致，它可以用一种极其生动的光芒照亮人类的灵

魂，以更热烈的方式展现它。并在我们的知识中开辟新领域。也许

我们会发现一条裂缝，它使我们能够深入到超现实的阴暗里，使我

们能以一种新的震撼方式来讲述。”

奥托试图对“神秘”这相异者进行现象学还原，而伯格曼

也以他的方式对“神秘”这一实存的内涵进行呈现，只不过伯格曼的

中介手段并非哲学，他使用了全然相异于哲学语言的话语形式── 

电影艺术。 

②

伯格曼的电影中渗透这样的神秘性，但它的表述不是直截了当

的超现实的，对他而言，那极端的现实性始终牵制着他，使他所表

达的在深具超越性的终极关怀的同时，又含着令人窒息的现实性。

民族的信仰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震撼，悬置在人们头顶上的核

战危机，都是伯格曼所着力刻画的。它们既作为一种历史的现实性，

伯格曼的宏图大志在于凭借电

影这一拟象的表现方式在人类知识中开辟一个新的领域、通过这一

领域、存在，或者说那全然无可言说的神秘可以以一种新的、非概

念表达的震撼方式来呈现。在伯格曼看来，电影虽然是如魔术那样

为观众设定虚拟的感知映像，其仍然具备真实性：在言语的绝境处，

有夜色幽暗、光雾迷离、白日漫漫，有笑与泪之光，有欢笑和仇恨

的激流、绝望和痛苦的痉挛。在这样质感的表达中，存在之真被似

真似幻的光线和律动所暗示：上帝，以及神的意味传达，如真似梦，

如影如幻。人在无尽的现实中感触到浸透心灵的神秘，那无法言语

的东西借由一帧帧跳跃的图画而转化为梦，转化成故事，从而转化

为可被体悟和理解的言语。 

                                          
①  鲁道夫·奥托：《论神圣》，成穷，周邦宪，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版，第 33 页。  
②  转引自约瑟夫·马蒂：《英格玛·伯格曼  ── 欲望的诗篇》电影作品列表，

何丹，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0 页。  



 

 

又作为心理的现实背景深入故事的表达。无论是战争背景的《渴》

《羞耻》《沉默》《假面》，还是描述末世威胁的《第七封印》或《冬

日之光》，伯格曼都不断地表达他所感悟着的残酷认知：灵魂的安乐

和现世的苦难永远是一对矛盾。正如他在《第七封印》中通过骑士

的侍从琼斯所言：“无论转向哪边，屁股永远都在身后，这是深奥的

真理！” 
这种终极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撕裂感在伯格曼电影里反复出现。

也在于此，伯格曼之“神秘”常常是一种以撕裂般的痛苦表象来呈

现：一方面，人们追逐着神，追逐永生，或者说，人们不断地寻求

一种根植于心灵深处的人格完善，并且把这种完善看做内化的神；

另一方面，现实却不断地挤压着这种终极目标的实现，终极永远都

表现为一种抽象的状态。在伯格曼的电影中，“神秘”是完善的也是

残缺的，是善的也是恶的，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这“神秘”正全

然地呈现为人的生命。它被演绎为世俗人那各样的追求、回忆、挣

扎和苦难。 
于是，“神秘”从一种形而上的宗教追求，掉落到了大地，它

最终成为一种心理的现实的挣扎，成为人类漫长而艰苦的心里历程

的演现。在伯格曼的电影中所表达的宗教意识，也全部落实在人性

的希望、绝望，及最终救赎的神秘过程之中。 

第二节  自性原型和个性化历程 
── 荣格理论与伯格曼电影 

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荣格曾对人的宗教性追求做出了基于原

型理论的解释，我们会看见这种解读也适用伯格曼。荣格认为，那

些向神的行动也是其心理原型自性（self）的表现方式，它代表了人



 

 

类的终极目标： 

“从理性上说，自性只不过是一个心理学概念，用以表示一种

不可知的、我们无法把握的实质的构想，按其定义，它已经超出了

我们的理解力。它同样也可以被叫做：‘心中的上帝’。我们全部精

神活动的开端似乎都根植其中，与其难解难分；我们最高的终极目

的似乎也为其奋斗。” ①

自性是荣格的原型中最核心的原型，按照他的认识，所有原型

都是围绕这一原型运转的。它一方面是人格作为一个整体的原型，

同时也包含着人类的全部潜能，它涵盖了意识以及潜意识领域。荣

格曾写道：“自性不仅是意识和潜意识的中心，而且也是全部的周边；

它是这一全体的种种，正如自我是意识心理的中心。”

 

②

在荣格看来，个性化是由自性原型所推动的人在生活中努力认

识和发展心灵所含有的与生俱来的潜能。有意识地实现个性化则被

称为个性化进程。按学者冯川的分析，一方面，个性化意味着成为

独特的、独立的个体，即in-dividunal，不能只认同于集体文化；另

一方面，个性化表明个体需重建心理的完整和统一，即individunal，

正如自我对

意识中心具有调控的作用，自性则对人类心灵整体具有调控作用，

它促使心灵内部的统一，这种统一按照荣格的理解则是：成为完善

的人，同时也是向神、向上帝而在的人。 

这样自性原型既是心灵整体和原则的象征，同时本身也直接指

向一系列为了成就完善的行为。它一方面体现了人类作为心灵的中

心，使得一切心理能量最终朝向它；另一方面，它表达一种人类追

逐神圣的意志趋向，这种超越的历程被称作个性化（individuation）,

它是自性原型在现实中的实践。 

                                          
①  C.G.Jung:Two Essays on Analytical Psych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238. 
②  C.G.Jung: Psychology and Alche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247. 



 

 

不能只是自我中心，还需涉及自我人格总体的其他势力。 ①

对荣格而言，原型是一种横跨主客的精神性势力，它可以以

各种心理表象呈现出来，任何一种外在和内在的情境也与原型相

关。“人生有多少种典型的情境就有多少个原型，原型的不断地重

复使得这些经验被深深地刻入我们的心理结构中。”

 
这种绝对的自我意识以及绝对的自我完善，在现实中则意味着

不断追求自我超越的行动，也即成就“心中的上帝”。然而，荣格谨

慎地认为，虽然个性化是一种必然的命运，但是要实现自性的完善

则无比艰难，要在人类意识的有限范围内将如此众多碎片都结合起

来甚至是不可能的。于是，个性化进程也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苦旅。

在这一进程中个体将会激发各种势力，也是原型，而这些原型也是

阻碍所在。 

②

事实上，我们可以在伯格曼的电影中发现这种荣格意义上的个

性化倾向，这个倾向也意味着痛苦历程由此而起：主人公将遭遇各

原型是先验

的精神之流，它在经验中也体现为各种类型和结构，也就是在现

实中反映为无数的原型。尽管荣格认为原型的数量是无法穷尽的，

但是它仍然对一些他认为重要的原型做了区分，除去作为所有原

型中心和基础的自性原型，浅层次的心理原型如自我、人格面具

和阴影，深层次的事关“灵魂”的原型如阿尼玛、阿尼姆斯、智

慧老人、大母神等，这些原型常常以各种各样的情态在个体生命

中出现，它们是绝对的，因为它们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

它们又是个体性的。在个性化的进程中，它们有时候以善的形式

出现，更多的时候它们代表了阻碍，仿佛有恶的势力从中作梗。

这样，个性化进程就因各种原型势力的激发而具有了存在的丰富

性，它也因此变得困难重重。  

                                          
①  参见冯川：《荣格：神话人格》，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9 页。 
②  C.G.Jung: 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48. 



 

 

种层面上的冲突和折磨，并且这些痛苦还难以消除。伯格曼的电影

一方面具有形而上性，一方面颇具现实感，他的大多数电影都是这

种类型的代表，它们既表达出人为了成就“心中上帝”而进行的纠

结与行动，也表达了剧中人物甚至伯格曼本人的内部驱力。在荣格

的神话分析中，个性化的历程会激发种种原型势力，这就如英雄历

经艰险而成就伟业的过程中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阻碍，在伯格曼的电

影中，这样的阻碍也频频出现，并且变得更加心理化和现实化，无

论是《第七封印》中步步紧逼的死神，《魔笛》中邪恶的皇后，还是

《冬日之光》中时时悬挂在牧师心间的末日威胁，它们都是一种急迫

的现实发生，时时逼迫着主人公做出抉择。 
这样，借由对自性原型的理解，借由围绕自性原型而进行的个

性化历程这一维度的解析，我们就可能会明白伯格曼电影所体现

的深刻心理性，同时因为这心理性展现着一种指向神、或者神秘

的宗教内涵，得以对伯格曼电影的宗教意识有所把握。要更加清

楚地认识伯格曼电影的宗教意识  ── 神秘是如何呈现，它包含着

遭遇怎样的人间冲突，人们将怎么行动，人们又将走向何处  ── 

就有必要进一步对其特定电影进行分析。无疑，荣格的自性原型理

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读思路，从这个视野来看伯格曼的

电影，我们一方面有可能理解伯格曼的宗教思想，另一方面也有

助于从特殊的个体化进程的角度，洞悉到向神的历程之个性化的

普遍内涵。  
本文选取伯格曼完成于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中期创作黄金

时代的三部经典电影《第七封印》《野草莓》《沉默》进行荣格式

解读。这三部电影集中反映了伯格曼的宗教思想。它们在宗教意

义上也具有顺承性，代表着伯格曼电影宗教意识的现实显现方  
式。《第七封印》讲述了一次个性化的朝向神圣之旅，《野草莓》

意味着个性化进程的选择困惑，而《沉默》代表着个性化的最终

失败 ── 被神遗弃的孤独和最终之罪。我们即将看到，三部电影



 

 

不仅仅以伯格曼的方式展示出个性化进程的几种完备的式样，同

时也呈现出伯格曼本人的个性化困境。即是说，伯格曼的电影对

个性化的展示仍然是被蒙蔽着呈现的，其宗教意识也具有很大的

含混性。  
具体的解读，我们还需从《第七封印》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