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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电影符号学分析
冯庆忠

（南京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一部充满奇幻色彩的影片，导演李安借助现代电影技术革命的手段，将文字中的大量隐喻成功地转

换为电影语言符号隐藏在两则迥然不同的故事中。影片从人物姓名设置，动物角色设定，场景布置等等都蕴含着特殊的符号意义。本文

将就以上几点叙事要素进行解码，以加强对影片的内涵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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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作为机械复制时代的产物，在机械复制时代后的全球数

字化时代，电影已经成为大众传媒最为重要的载体之一。因而，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研究电影语言系统的外部表意与深层内涵就显

得尤为重要。影像作为一种视觉的符号语言与传统的文字语言符

号相比，它更加具有视觉性、直观性、具象性，这也就更容易带

来解读的开放性。下面笔者将以《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一影片

来进行电影符号学的文本解读。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向我们展现了李安对于印度文化运用

与理解的游刃有余。在这部电影中，李安将印度文化、海洋的独

特魅力与人性的善恶，以时下广泛运用的 3D 技术揉合在一起，将

这部“最不可能被视觉化”的小说文本完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广阔而澄明的美学空间。海德格尔有言道：“技

术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现象，从本质上来说，它比作为主体的人更

有缘构性，因而能够更有力、更深刻地参与到塑成人的历史缘在

境域”。李安在电影中抓住了印度文化，并将其以特殊的符号隐

喻来表达，使得抽象的内涵得以具象化，让观众更易体会。这部

电影中融入了全球最为主流的几大文化群体，李安将每个作为能

指的人物以独特的方式将其符号化，来传达能指背后所指的特殊

含义。

一、“π”名字的命名

电影在 5 分 34 秒时，派向作家陈述了自己名字的含义。少年

派的原名叫 PiscineMolitor，因为“Piscine”的发音与“pissing（小

便）”类似，因而派从小就受到同学们的嘲笑，而派为了改变同

学们对自己的称呼，就将圆周率 π 的小数点后的数字写满了整整

一黑板，就此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并使得自己“π”的名字深

入人心。在这里，“π”的名字设定是有特殊用意的，派在海上

漂流的时间总共是 227 天，而“π”的近似值是 22 ／ 7，这是对

以后派的命运的符号暗示，是一种派在海上独自漂流的未知性隐

喻。“π”作为圆周率数字时，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这就给

观众在听到名字这个故事时带来一种无限的想象空间。另外，“π”

这一符号在影片中象征着永恒的未知与待续。派在移民前曾拥有

一段美好的恋情，但却在电影最后提到这段感情时说道：“我记

得那天我们一起经历的所有事情，但不记得我们是如何告别了。”

派选择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这段感情似断非断的遗忘，不记得

告别则暗含着感情的另一种延续。在与作家回忆时，派告诉作家，

“对于人生，我们最遗憾的是，来不及和那些必需的‘放下’好

好道别”。老虎在影片的最后，头也不回地迈着蹒跚的步伐走进

丛林中，派本以为他们一同经历了 227 天的海上生活已经建立了

深厚的感情，但是老虎却仿佛没有丝毫的留恋。货轮在失事的时候，

派也并没有与父母在一起，因而错过了与父母最后离别的机会。

这里的三次别离，派都没有机会与他们进行一个仪式性的道别，

就像圆周率“π”一样，永远地循环着，没有最后的结束。

二、老虎理查德·帕克的角色符号性设定

老虎理查德·帕克在影片中是另一主角的形象，但同样也



1472022 年第 4 卷第 08 期 实践探索

可以说他就是主角，这是影片的整体结构中的一个隐喻，即老虎

与派互为对方的能指与所指。老虎作为能指时，被赋予了派人性

深处的欲望与阴暗面，老虎的兽性与野蛮的形象，正好凸显了派

乃至人类内心中的最原始的本能，即本我的存在。老虎名字的来

源在影片中所交代的是，猎人在河边捕捉到了老虎，将他取名为

“Thirsty”（口渴）。首先，“Thirsty”暗含了老虎就是派的深层

隐喻。片中派第一次去教堂喝圣水时，被神父撞见，神父对他说

的第一句话就是：“YoumustbeThirsty.”派回答道：“Yes.”这里

的 yes，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派说出了自己渴了的事实，其二就

是派承认了自己就是“Thirsty”，老虎就是自己。

三、食人岛的符号设定

少年派在岛上经历过暴风雨失去一切以后，漂流到了一座无

人的岛屿上，而这座岛屿是全片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一个重要的

隐喻符号，代表着三个所指的形象。派在初识阿南蒂时，她的舞

姿中有别人所没有的特殊动作，而这阿南蒂对派的解释代表藏在

森林中的莲花，这也是为后面派在岛上发现莲花做铺垫。并且派

将他与阿南蒂的定情信物绑在了一棵树上，这个行动暗示了派深

知自己与阿南蒂已经无法重聚，因此做了这样的道别。我们可以

看到，莲花在这一段的剧情中，有着极强的指示作用，无论三个

形象中的哪一个，莲花这一符号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其所指

都具有同一性与统一性，即象征生命与创造。

四、派与老虎形象的精神分析。

相信很多人看完电影以后都会看出老虎就是派，派就是那只

老虎。派和老虎构成了拉康的镜像关联原理，其中最明显的就是

两处分别是偷看老虎以及晚上透过海面看到深海中妈妈硕大的面

容。拉康有一个论述是：“凝视是欲望的投射”。凝视的对象就

是自己潜意识里面没有满足的欲望所在，派在偷看老虎时，凝视

老虎的眼睛，父亲对派说的：“那只老虎不是你的朋友，你在它

眼里看到的，不过是自己感情的倒影。”因此，老虎的眼睛是对

少年派而言，就成了“镜”，老虎也就成为自己所看到的另一面。

在第一个故事中，李安将派设置成为人格结构中的超我，与之对

立的老虎则是本我，而二者人格的统一就是第二个故事中的真实

的派，即自我。

在夜晚，饥饿的派和老虎凝视着海面，镜头首先给的是透过

海面老虎的面容，随即镜头深入海底，当海底的画面结束之后，

切回海面的时候镜头给的是派的面容，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镜像

原理。母亲的面容出现在海底，这里不是欲望的表现，而是派在

内心深处的惶恐，是派所不愿意暴露的本我。在望向海底之前，

派躺着问看星空的老虎：“说说你看到了什么。”这其实是一种

派对于认识本我的渴望。

影片多次用意向化的手段表现了本我及超我的一种平衡与抗

争。片中鬣狗咬死猩猩的时候，老虎冲出帆布，咬死了鬣狗，这

其实是本我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现，在这之后，老虎本我的

形象和概念就慢慢地更多的出现。派尝试训练老虎其实是一种超

我不断压制本我，克制本我欲望的一个体现，其中最明显的一段

就是，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阳光刺破乌云，代表超我的派伸手

迎接这样神性的光辉，并说这是神谕，而此时代表自我的老虎隐

匿于帆布之下，而派掀开帆布，让老虎暴露在神的目光之下，本

我对自我进行了妥协。但在随后，出于自我的一种调节，派（超我）

对老虎（本我）说对不起，并将帆布拉上，这就是超我对于本我

的一种重新地审视，并通过自我的努力不断地调节自身。

五、结语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其实真正的名字或许应该叫《少年派

的“残酷”漂流》，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要做出残酷的选择的，派

的获救和老虎的离开甚至都不是自己的选择，李安和派一样，将

这样的问题丢给了观众，让观众自己去选择相信与否。让我们在

视觉上享受奇幻海洋世界的同时，又在内心中被影片的真相所震

撼。信仰的道德尺度与人性的本能始终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个巨大

的问题，人们总是在做出违背自身信仰的事情时，寻找借口以逃

避和遗忘，来避免心灵的愧疚与折磨。因而李安在片中将派的人

格进行分离，使得内心中的野蛮本性独立为一个老虎的符号形象，

这样就使得符号在表意的程度上达到一种更为具象化的作用。艺

术的魅力就在于不同的欣赏者对作品的看法是不同的，而电影作

为艺术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也同样继承了艺术这一特点。作为

一部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无疑是最为成功的那一类电影，

在满足了观众的视觉欲望的同时，更是用一种信息轰炸式的符号

堆砌，让你在符号的解码中感受到影片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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