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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声音中的能指与所指——浅析《利益区域》
和《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声音元素

朱雨姝

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北京 100088

摘要：本文运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理论框架，剖析电影《利益区域》和《燃烧女子的肖像》

中的声音元素，从人物对白及动效、环境声和电影音乐三个维度解读两部电影中声音元素的象征

内涵和艺术表现。在《燃烧女子的肖像》中，声音设计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的女性空间，通过声音

的细节处理揭示了女性主体性的觉醒和对平等自由的追求；而《利益区域》则通过声画对立的手

法，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残酷声音与纳粹家庭的田园生活并置，揭露纳粹暴行中的“平庸之恶”。

文章发现电影中的声音设计不仅丰富了叙事和情感层面，而且通过声音的多维聆听体验，建立了

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复杂联系，为观众提供了深入解读电影的途径，激发了观众对现实生活与虚拟

世界中感受的融合，引发其对宏大哲学命题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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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结构主义创立者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

抽象的符号系统，因而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关系

正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语言符号的特性可

以根据符号的‘概念’和‘音响—形象’这两

方面的关系来确定，或者可以通过索绪尔著作

中著名的术语来解释，就是所指和能指。”彭

吉象《影视美学》中认为，电影符号是“视听

符号”或“形象符号”，即电影符号由影像和

声音构成。所以电影符号的能指，包括画面的

能指和声音的能指。按照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

电影中的声音能指指的是声音本身的物质形式

和直接表现，即观众实际听到的声音元素；而

声音的所指则是指这些声音所代表的抽象概念

或象征意义，即声音在观众心中唤起的形象、

情感和概念。简而言之，能指是声音的物质层

面，所指是声音的意义层面。

例如，焚尸炉的火焰燃烧声是能指，恐怖

与暴力即是所指。综上所述，能指与所指即通

过人耳听音，将声音的客观物理属性转化为主

观听感，然后和经验的、情绪的、心理的、文

化的以及上下文关系等各方面因素相结合，形

成最终的符号性象征含义。

声音聆听层次的丰富与多样，使得电影声

音符号具有更加具象而多元的象征含义。法国

学者米歇尔·希翁（Michel Chion）在《视听：

幻觉的构建》（Audio-Vision）一书中，把观众

对声音的接受分为三种：分别是判断声音来源

的因果聆听，关注声音构成的简化聆听，瞩目

意义表达的语义聆听。不同的聆听方式揭示了

电影声音的不同维度。从传达信息的角度分析，

角色的对话主要承载着直接的语义内容；而音

乐与音响效果则主要负责传递情绪。在符号学

的视角下，因果聆听对应于声音的能指——即

声音本身的物理属性；而语义聆听和简化聆听

则触及声音的所指——即声音背后所隐含的意

义和象征。电影声音的符号性可以通过对白、

效果声、环境声以及电影配乐来建立声音能指

与所指的层次关联。观众可以从不同响度、音

调、音色在人物对白以及动效的声音处理上判

断人物的阶级状态，从环境声里感受地域和时

代的文化特征，从电影配乐中推测影片的情感

表达和深层内核。本文将在能指与所指以及声

音聆听的意涵之上，通过细节性分析人声对白

及动效、环境声和电影音乐，探索符号性的声

音在影片《燃烧女子的肖像》和《利益区域》

中多元而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深刻内涵。

1 宏大题材下的细节书写

《利益区域》和《燃烧女子的肖像》是两

部极负盛名的影片，《利益区域》以二战德国

纳粹主义下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屠杀犹太人的惨

烈史实为背景，《燃烧女子的肖像》以在等级

森严的 18世纪欧洲男权社会桎梏下乌托邦式的

女性爱恋，以及女性彼此间纯粹的平等注视为

基调。虽然二者在题材选取上截然相反，但都

与现当代社会文化议题紧密相连，更重要的是

二者在声音设计上的巧思贯穿着整部影片，符

号性的声音具有深刻而饱富意蕴的象征含义，

直指其表达的深层内核，激发出电影声音与观

众内在声音之间真实的“观念共鸣”，引发观

众思考抽象意义上的宏大哲学命题：生与死，

善与恶、平等与爱、纯粹与自由。

《燃烧女子的肖像》以其女性主义的视角，

细腻地描绘了 18 世纪布列塔尼的一段禁忌情

感。影片中，艾洛伊兹，一位不愿嫁往米兰的

新娘，与受雇来绘制她肖像的画家玛莉安，共

同编织了一段深情的故事。随着时光的流转，

两人在彼此间孕育出了一段非凡的情感纽带。

然而，在那个父权至上的时代，这份爱最终只

能被深埋在心底，成为一段未曾言说的秘密。

影片通过诗意化的视听设计真正诠释出孤岛上

的童话、凝视下的平等。女性主义理论认为，

历史上的女性缺乏自己的声音。女性要么陷

入群体无声的境地，要么就不得不依附于男性

的语言，《燃烧女子的肖像》勇敢地颠覆了传

统叙事中男性视角的主导地位，解构了历史上

女性被边缘化和沉默的现实，并重新塑造了一

个以女性视角为中心的故事世界。影片将具象

化的女性的声音符号作为能指，所指即是女性

内在追寻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以及女性凝视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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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自由的看与被看的二元关系对于男性凝视的

颠覆。

《利益区域》与传统的纳粹题材相比，它

没有向观众展示任何一幅屠杀的写实画面，而

是纪录片式地、冷静地展示着奥斯威辛集中营

司令官霍斯和妻子海德薇格以及他们的孩子们

一起在种满鲜花的大花园豪华泳池别墅里过着

精致的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生活，全片最大的矛

盾点在于妻子海德薇格因为霍斯迫于公务需要

调离集中营而彼此引发争执，最终妻子选择留

守这片她耗费心血创造出的“利益区域”。整

部电影是一种完全“去奇观化”的呈现，然而

影片中的声音直接塑造出了另一部令人不寒而

栗的电影。阴森恐怖的嘶吼声、枪声、焚尸炉

的燃烧声彻夜不休地从一墙之隔的奥斯维辛集

中营里传来，直指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滔天罪行。

影片最后转场到如今的奥斯维辛纪念馆，对“平

庸之恶”的反思与批判剑指当下现实，如今人

们生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中，倘若缺少自我审

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残暴动机的罪行时

刻都会存在。整部影片在表面上低饱和度、高

压抑感的生活流影像之外，这如恶魔低语般的

惊悚声音即为能指，所指即是纳粹屠杀犹太人

的野蛮暴行与安逸生活的纳粹一家人的对比中

构建出的一种真实可感的“平庸之恶”。

在《燃烧女子的肖像》和《利益区域》所

阐释的宏大主题之下，二者在声音设计上通过

对具体的声音元素（如人物对白及动效、环境

声以及音乐）进行艺术化加工，使得声音的能

指与所指在声音的多层次聆听中建立关联，具

有更具体且深藏意味的象征含义。

2 对白动效中的人性刻画

在人物对白及动效声层面，《燃烧女子的

肖像》通过对两位女主角的台词的设计以及玛

莉安声音细节前后的差异化处理，刻画出初入

城堡的玛莉安所代表的“男权地位”的伪男性

化形象，通过作画的过程以及与艾洛伊兹的深

入交流，转变为平等注视彼此的细腻女性形象，

在听觉上象征着男权社会对女性思想的桎梏以

及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

《燃烧女子的肖像》的人物台词不仅揭示

了 18 世纪等级森严的法国社会文化，更重要

的是象征着玛莉安和艾洛伊兹的爱恋情感向深

层次发展的转变。该片中，几乎所有角色在交

流中都使用法语中的敬语人称代词“您”，以

此表明 18 世纪法国威严强权的阶级体制。但

是片中仍然有两处对白没有用敬语，分别是玛

莉安让艾洛伊兹不要睡着的时候，以及在结尾

处玛莉安即将离开前艾洛伊兹让她回头看时。

这两段台词都发生在影片的后半段，处在最容

易流露真情的告别时刻，使用“你”而不是“您”

称呼对方，“您”向“你”的转变即为能指，

所指即为玛莉安与艾洛伊兹建立了亲密关系

后，剥离了等级秩序的束缚和男权对女性的桎

梏，建立彼此坦诚而自由平等的纯粹情谊。

更重要的是，影片通过对玛莉安对白和动

效声的差异化处理，刻画玛莉安从一开始的

“男性形象”向女性形象的转变，展现玛莉

安与艾洛伊兹之间由雇佣关系向爱人关系的深

刻转变，细腻的情愫和丰沛的情感在声音间跃

动。在影片开端，她们之间是被雇佣来作画的

画家和被偷画的模特的关系。玛莉安初抵城堡

之际，腹中饥饿驱使她自行步入厨房寻找食物。

她的举动夸张而张扬，动效的声音格外地刺耳，

显得粗糙而唐突。这未经雕琢的粗犷之声，与

那如油画般恬静的田园诗画面形成了鲜明的对

照。玛莉安此刻宛如一位傲然又神秘的外来者，

即便在侍女苏菲的意外注视下，她依旧泰然自

若地辩解，并自如地索取一杯酒饮。明明同在

一个房间里，玛莉安的对白声的响度却比侍女

苏菲的对白声更大，音调更高，音色上也更加

锐利，给观众带来强烈的强与弱的力量感对比。

由此可见，玛莉安尖锐且略带粗野的对白和动

效声与侍女苏菲的强烈反差是声音的能指，所

指即为男权的阶级统治秩序中处于上位者的权

力与威严感。在这一刻，玛莉安仿佛成了“男

权社会”的化身，她所投身的绘画艺术，在 18

世纪的法国，几乎被视作是男性的专利。正因

如此，当玛莉安为艾洛伊兹画出第一幅肖像画

时，艾洛伊兹评价道：“没有生命力，没有触

动我。”画中的艾洛伊兹是按既定的绘画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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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惯例绘制而成的，画中具有秩序、传统、灵感，

却不具备艾洛伊兹真实的存在，这是玛莉安在

男性视角的审视之下所绘之作。

在第二幅画的作画过程中，玛莉安与艾洛

伊兹的关系转变为对彼此爱得深沉的爱人，她

与艾洛伊兹和侍女苏菲浸润在一个更加理想的

乌托邦式私密的女性空间中，这里完全摒弃了

男性的声音。譬如，在一幕三人共玩牌戏的场

景里，镜头平稳地滑动，玛莉安率先步入视野，

随后是苏菲，最终艾洛伊兹的身影缓缓呈现。

紧接着，画面切换至三位女性同时伸手抢夺纸

牌的瞬间，她们的笑声清脆悦耳，洋溢着活泼

与俏皮，声音中的气息声等副语言变得更加丰

富，音调转变也更加多样而轻快。没有人的声

音在此刻是显得突兀而刺耳的，轻盈又细腻的

声音与橘灯下油画般质感的卧室小空间融为一

体，玛莉安在此时已经转变为具有主体性和独

立性的细腻的女性形象。由此可见玛莉安柔软

又略显调皮的声音细节是能指，其找寻自我主

体性和内在丰盈生命力的释放即为所指。在女

性空间中，阶级的界限、礼仪的束缚和规矩的

枷锁被尽数抛却，只留下纯粹的欢乐与自由的

气息在空气中蔓延。艾洛伊兹的形象在第二幅

肖像中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她不再是

被动的客体，而是成为了艺术创作的共同参与

者。正是在艾洛伊兹主动敞开心扉，愿意成为

玛莉安画布上的主角时，这幅画作才得以在双

方的默契与共鸣中诞生，席安玛导演也借此表

示，“没有缪斯的存在，模特和艺术家是共同

的创造者。”

与《燃烧女子的肖像》中将人物间的声音

细节进行差异对比的方式不同，《利益区域》

将影片出现的人物整体的对白声音处理得更为

冷峻平直，淡漠而机械化，通过将其与台词文

本间的卑劣血腥而令人不寒而栗的语义内容形

成鲜明对比，象征着纳粹党卫军的冷血残酷，

暴力而毫无人性。

例如，在影片的一个段落中，奥斯维辛指

挥官霍斯和一群纳粹党卫军讨论着提高焚尸炉

效率的建设问题，其中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说

到：“它的另一边是下一个燃烧室，一旦这里

的残骸被完全焚烧，下一批就可以开始燃烧了，

需要 7 小时，一次 400 到 500，温度大约能到

1000 度，到这里时，会冷却到 40 度左右，已

经冷却到可以把灰掏出来，然后重新装满待烧，

整个过程就是从一个燃烧室逆时针到下一个，

燃烧、冷却、掏空、重装，周而复始……”讲

话时男人的语调没有起伏，从始至终是平直而

单一的，同时这里的人声将气息声等副语言削

弱得几乎听不到，使得他的声音更显机械化而

乏味。但就是这样看似理性又严谨的语调之下

却是骇人听闻的屠杀计划，言语之下的现实是

集中营的犹太人正在不断地化作一缕黒烟，从

24 小时不间断地冒着火光的焚尸炉的烟囱里，

飘向天空。艾米斯在《时间箭》后记中写道： 
“这个罪行之所以独特，不在于它的残忍，也

不在于它的儒弱，而在于它的形式——它既复

古又摩登，同时包含了原始的卑劣性与现代的

‘逻辑’。”集中营，以其冷酷的效率和无情

的逻辑，展现了科学、理性和现代化的阴暗面。

它不仅是技术理性被推向极端的手段，更是目

的本身完全丧失理性的疯狂产物。如此惨烈的

焚尸行动，在纳粹党卫军的口中是“冷却”“燃

烧”“重装”这样不痛不痒的体面词藻，由此

可见，纳粹党卫军的平庸与残暴已在对白声音

中被刻画得入木三分。综上所述，这里的能指

即是纳粹党卫军刻板平直而机械化的声音，所

指即是纳粹党卫军将屠杀犹太人这样血腥惊悚

的行为仅仅作为工作按部就班地执行，更显其

人心的平庸与冷酷。

3 环境声音中的现实观照

在环境声音设计上，《燃烧女子的肖像》

影片在听觉上建立了一个完全摒弃男性声音的

典型“女性空间”，烘托了一个理想而乌托邦

式的、弥散在女性之间诗意的自由氛围，田园

诗般温和平缓而时有波澜的环境声始终缓缓诉

说着玛莉安和艾洛伊兹内在蕴藏着的诗人般的

心流与爱意，象征着女性空间里彼此间纯粹自

由而真诚平等的美妙情谊。贯穿整部影片的是

充满诗韵的海浪声，在玛莉安与艾洛伊兹第一

次在海边抑制不住相互拥吻的场景中，随着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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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安逐渐向艾洛伊兹靠近，海浪的涌动声愈发

剧烈，随着她们彼此在炙热目光的注视下，情

不自禁地揭下面纱，闭上双眸，深情拥吻，此

时的海浪声几乎压过了鸟鸣声、树叶沙沙作响

声等周围全部的环境声，将玛莉安与艾洛伊兹

之间喷涌而出的爱意推向了高潮。这里富有诗

意的海浪声是能指，所指即是玛莉安和艾洛伊

兹对彼此热烈涌动的爱意之心。

《利益区域》与《燃烧女子的肖像》都将

影片设置在了一个田园牧歌般的空间里，但在

环境声层面，《利益区域》没有像《燃烧女子

的肖像》一样将环境声的变化与画面中人物的

内心情绪紧密结合，反而通过声画对立的方式，

在生活流的闲适影像中直接冰冷地刺入奥斯维

辛集中营里存在的一切可怕声音，焚尸炉的低

频嗡嗡声、枪鸣声、犬吠声、哀嚎声等等，在

如此强烈的反差之下，使观众无法沉浸在德军

世外桃源的人造梦境中，每一帧严格充斥着“区

域”的对比声音与画面，营造出了一个真实可

感的、鸟语花香般的人间炼狱。

由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对犹太人的焚尸行动

是昼夜不停歇的，因此贯穿整部电影的是环境

声里不断翻滚的焚尸炉中低频隆隆声，环境声

通过一种将道德分量从银幕上传递给观众潜意

识层面的方式，给人以不适与不安感。但有趣

的地方在于，从影片的开头，观众就不断地在

风景如画的影像之下听到犬吠声、隐约的枪鸣

声、火车的汽笛声、尖叫与嘶吼声、哀嚎声……

这些恐怖的集中营大屠杀声音是能指，所指即

是火车上的几千名犹太人好似罐头里塞满的黏

糊堆叠的沙丁鱼，被成群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他们被纳粹党卫军随意地枪击，犹太人在集中

营被非人的残暴手段对待时发出尖锐嚎叫，在

毒气室与焚尸房里他们的尸骨在燃烧炉的嗡嗡

声中化作浓浓黑烟飘上屋顶，这一切的声音指

向暴力与死亡。令观众惊异的是，骇人的行为

就在眼前，但是对于仅有一墙之隔的霍斯一家

来说铁丝网墙外飘来的死亡和破坏的声音已经

成为另一种白噪音，他们过滤掉了这一层不适

感，将它合理化地嵌入自己田园牧歌般的生活。

但是随着影片来到后半段时，观众逐渐将

注意力放在这庸常又精致的一家人的生活中，

比如霍斯和妻子关于工作调职的问题产生的冲

突等等，渐渐观众的听觉在潜移默化中发生转

变，影片一开始始终令人产生和难受和不安感

的可怕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焚烧炉中的

滚动隆隆响的低频环境声似乎也变成一种观众

在观影过程中的白噪音。这便是人耳的听觉适

应现象，持续的声音刺激会引起听觉感受性下

降。在这个过程中，观众与集中营霍斯一家的

听觉感受反而逐渐趋同，变得平庸而麻木，人

耳听觉的直觉性麻痹和忽视反而为观众带来更

强烈的道德反思。审视如今的世界局势，我们

会发现，有多少暴行正存在于当下的现实，有

多少时刻我们选择视而不见。这里声音的能指

是人耳中听到的焚尸炉里持续的低频轰响以及

人耳中逐渐过滤成的白噪音，所指即是一种真

实而具象、观照于现实的“平庸之恶”，缺乏

时刻自我审视和独立反思的能力，本质就是一

种作恶。

4 电影配乐中的主旨升华

从音乐的层面，《燃烧女子的肖像》中仅

出现的有源音乐是片中作曲家维瓦尔第的小提

琴协奏曲《四季：夏》以及全部由女性吟唱的

极具异域和神秘气息的阿卡贝拉。音乐在影片

中象征着玛莉安和艾洛伊兹之间的私语，是她

们表达亲密与爱意的接口，同时也是女性群体

内在涌动的旺盛生命力的极致展现。影片中的

音乐是能指，所指即是女性从“第二性”的桎

梏中剥离出来，强调女性的“第一性”，直击

作为欲望主体的女性的细腻情感。

维瓦尔第的《四季：夏》在片中共出现了

两次，第一次出现是在影片 30 分钟左右的段

落，艾洛伊兹询问玛莉安管弦乐是怎么样的，

玛莉安说音乐是很难形容的，看到屋中的羽管

键琴后，玛莉安便坐了下来弹奏了她最喜欢的

这首《四季：夏》第三乐章的主旋律。清脆的

琴声从玛莉安的指尖流出，伴随着的是玛莉安

的描述：“它不算愉悦，但非常生动，描述的

是一场暴雨来袭，百鸟齐鸣，蛙声鼎沸，紧接

着暴雨倾盆，电闪雷鸣……”在回旋曲式的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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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弹奏之下，艾洛伊兹带着笑容一直望着玛莉

安，她被玛莉安在琴键上跳跃迸发出的生命力

所深深吸引和感染，她第一次露出了微笑。然

而这份漫溢着欣赏与爱意的情绪被玛莉安的一

句“您有机会听到的，米兰是一座音乐之城”

所打破，在那一刻，玛莉安仍旧是那坚固父权

体制下的捍卫者，她尚未察觉到艾洛伊兹眼中

那悄然萌生的温柔情感。但是在艾洛伊兹电光

火石的眼神凝视下，内心怦然跳动的玛莉安在

弹奏乐曲时因心慌而卡顿，爱情的火种已然种

下。综上所述，玛莉安通过羽管键琴弹奏的《四

季：夏》第三乐章的主旋律是能指，所指即为

艾洛伊兹与玛莉安之间爱情的萌芽。

当这部乐章再度响起，它已悄然成为影片

的终章。艾洛伊兹与玛莉安各自走过了漫长的

离别之路，艾洛伊兹蜕变为一位尊贵的贵族夫

人。命运的巧合让她们在一场音乐会上不期而

遇，耳边回荡的正是那熟悉的旋律——《四季：

夏》。在音符的流转中，往昔的激情与今朝的

静默交织，如同季节的轮回，诉说着时间的深

远与情感的不朽。乐曲的第二次出现褪去了第

一次玛莉安弹奏时彼此青涩的试探，生出一股

壮烈，这段爱情没有随着分别而弥散殆尽，反

而如同乐曲中烈阳后的暴雨般愈演愈烈。在乐

曲中间段落里极速下行的旋律预示着彼此内心

的波涛汹涌，长久又坚定，饱含深情但又明显

看不到未来的、复杂而猛烈的情感充斥在二人

心中，像一场暴风绞着跳动的心脏；被时代和

时间强压下去的情感，在《四季：夏》的激烈

旋律中被一一释放。而后，急速上升的音符带

动了艾洛伊兹的情感宣泄，被关在艾洛伊兹心

中的爱火，愤懑与无奈，一个个音符用力地朝

向胸口推去，她逐渐抽搐、哽咽，音符最终化

作泪水从她的眼睛流淌出去。她最终没有回头，

这是她们彼此间做出的“诗人的选择”：选择

主动的离别。这份禁忌之恋已然超越了当下时

空，在她们最私密的心底深处永恒而诗意地流

动着。因此，第二次出现的音乐厅里的《四季：

夏》是能指，所指即时艾洛伊兹与玛莉安之间

永恒燃烧且永世热烈的爱情，长过白昼，长过

四季。

影片中唯一一次全部由女性吟唱的阿卡贝

拉出现在《燃烧女子的肖像》中直击灵魂的篝

火场景，也正是在这个燃烧火焰的场面下，玛

莉安和艾洛伊兹长久而平等地注视着彼此，在

眼神炙热地交汇中，彼此的爱意在热气中瞬间

蒸腾起来。在被夜色温柔拥抱的场景中，艾洛

伊兹与玛莉安踏入了一处女性们的私密圣地。

随着轻风与初燃的篝火低语，她们在简短的交

流后，见证了一场灵魂的集结。女性们如同被

某种古老仪式感召，缓缓聚拢，她们的声线轻

柔而充满韵律，如同夜风中飘荡的诗篇，环绕

着篝火的舞动。随着节奏的渐起，她们的手掌

开始拍打出原始而纯粹的节奏，如同心跳般引

领着一个又一个姐妹加入这场自然的颂歌。在

简短反复的唱词和逐渐攀升的旋律中，女性们

正进行着属于女性自己的伟大仪式。这是不为

任何男性世界和权力打扰的时刻，女性吟唱的

充满神性的歌声萦绕在燃烧的火焰之周围，女

性间纯粹而极具生命力的灵魂激烈而炽热地交

汇于火焰的巅峰，玛莉安与艾洛伊兹之间彼此

的爱意也在火光的两端遥相呼应，交织出一幅

动人心魄的情感画卷。因此，这段充满神秘气

息和诗意的女性吟唱是能指，所指即为女性联

结着的热烈情感与爱意，团结与力量、坚毅与

柔软、向上的生命力与无畏的牺牲。

在《利益区域》影片中，配乐与画面常常

形成强烈对比，圣洁与污秽完全并置而行。在

片中几处黑屏、白屏等无画面部分，配乐师采

用了极重的弦乐作为铺陈，配以恶魔低吼般的

惊悚音效且类似宗教音乐的人声吟唱，渗透了

这场浩劫的恐怖；片中的有源音乐仅出现了一

次，是霍斯家中的一个小女孩弹奏着一首简单

的钢琴曲。这份曲谱是来自集中营的。在一段

具有史实考证的热辐射摄影段落中，画面里一

个未成年的小女孩骑着自行车给集中营苦役犯

会经过的那些地方藏下苹果、食品，在过程中

她发现了一个犹太人遗留下的琴谱。当女孩在

家里弹奏着这段仅有单音节的简单旋律时，配

合这首音乐诗：“阳光温暖夺目，人群老少兼

有。而我们是这里的囚徒，我们的心还未冷，

燃烧的灵魂宛若烈阳。撕裂、冲破他们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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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们就会看到旗帜飘扬，自由的旗帜，即

将到来……”音符干净而纯粹的流动着，单音

节的旋律以其单薄的能量在整个房间回荡，发

出它坚定而微弱的声音。这个女孩和这首诗召

唤着我们心中的良知，尽管它不能被唱出来，

只能默默呼唤着，但看见这份力量已足够珍贵。

这里声音的能指是女孩弹奏的来自纳粹集中营

的钢琴曲，所指即为人类最本质的纯粹而善良

的力量永远不会在黑暗残暴的罪行下隐匿。

5 结语

总体而言，电影声音富含深刻的象征意义，

它能够在无形与有形之间灵活转换。她作为一

种无形的艺术，在物理上难以捉摸，却能在观

者心中勾勒出有形的图景，在心灵深处激发出

强烈的共鸣。像《利益区域》和《燃烧女子的

肖像》这样极具艺术化的电影声音设计能够让

观众对电影世界的认知变得更加深入，无论是

塑造乌托邦式的理想女性世界，还是记录二战

纳粹集中营对犹太人实施的反人类暴行，电影

声音都为观众提供了通往其内在世界的桥梁与

通道，它将电影世界中的人事万物融汇交集，

调动观者的内在心理结构，将现实生活中的记

忆与电影中的体验融为一体，激发观者出对生

命价值和人生哲理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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