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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影美术是电影这一综合艺术形式所不可或缺的部分。电影美术的创作必须以整个电影风格基调、情节叙事方式以及人物性格

特征等相吻合，因此，电影美术师的创作并不是一种具有完全独立性的工作。但电影美术设计又并非仅仅作为影片的辅助性角色而存

在，它是对影片进行的艺术再创作，对影片所起到的作用是独特而又鲜明的，电影正是有了电影美术才更加富有艺术表现力和审美价

值。本文主要是以《末代皇帝》为例，从视觉的艺术享受、环境的创造和渲染两方面来探讨电影美术对电影表现力的作用。

关键词：电影美术；电影表现力；末代皇帝

作者简介：谢婧媛（1989-），女，安徽临泉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美术学。

关于美术对电影表现力的作用—以 
《末代皇帝》为例

  谢婧媛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一、电影美术的价值

电影美术是电影艺术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主要负责影

片的创作和设计，归属于艺术部门。不同的电影对于电影美术

具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电影美术普遍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工作

人员在展开设计之前，需要首先对电影的主题加以明确，随后

根据电影的类型加以设计。例如在展开工作时，电影美术工作

人员需要首先了解电影的整个剧本，并参考导演的要求，在考

察电影环境之后开始设计，其中电影的道具布景都需要纳入参

考范围之中，人物的服饰和妆面也需要作为参考，防止由于风

格不同而影响观众对于电影主题的理解。电影美术可以代表一

个电影的审美水平，是向观众带来视觉冲击的主要基础，其主

要以形、光、色等元素构成，在创作过程中工作人员可以根据

导演和摄影师的需求展开设计。电影美术不可以脱离电影的整

体风格，在造型设计方面需要满足三位一体的要求，与电影的

题材和样式保持一致，最终呈现出整体的美感。电影美术的技

术性较强，因此对于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技术要求，工作人员

需要掌握较强的专业素养，并且可以跟随时代的走向和观众的

要求加以创新，为观众带来良好的视觉体验。

二、电影美术在影视中的场景设计

工作人员在针对某一作品的场景开展设计时，需要以空间

组合和造型原理为基础，从而为观众提供良好的艺术形象，展

现影视作品中的人物美与场景美。在进行场景设计时，工作人



149

影视   传媒

员需要首先设计演员的造型，以此为基础布置周围场地，从而

形成一种和谐的美感。场景设计对于工作人员的要求较高，需

要工作人员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艺术性，同时又可以将作品中

的时空、人物性格、背景等等良好结合，从而提高电影整体的

美感。

场景布置是电影设计中的重要技术之一。场景又可以理

解成为演员活动的主要环境，而场景的不同可以为人们营造出

不同的空间感和时间感。例如周围环境的变化可以暗示当前演

员的心理状态，例如细雨、大雪、秋天等景色都可以暗示当前

演员的心理走向十分悲痛，而小动物、花朵等景象则可以暗示

当前演员的心理走向十分积极。场景布置主要由内景和外景构

成，在拍摄内景过程时主要场地是摄影棚，因此在拍摄过程当

中几乎可以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这种拍摄方式可以帮助制片

人设计出自然界中无法取景的画面，利用全新技术手段提高影

片的梦幻色彩，然而摄影棚拍摄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该拍摄

手段需要花费高额资金，人工合成的画面的真实性较差等。外

景则主要指的是真实取景，包括自然界和社会环境，这一方法

的真实性较强，花费较低，但是却存在许多不可抗因素，例如

恶劣天气等等。为此在拍摄过程当中究竟选择内景还是外景，

需要结合电影的实际状况加以选择。

导演在拍摄影片时十分重视取景来源，优秀的场景布置

不仅可以提高作品的内涵，还可以吸引更多观众，为观众带来

一场视觉盛宴。场景设计不仅可以体现演员当前的心理状态，

还可以推动情节发展，因此优秀的场景设计可以使剧情更加饱

满，为观众营造良好的氛围，从而找到心灵上的共鸣。

三、电影美术在影视中的色彩光影设计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产出了第一批黑白电视，电视中

的所有影像都呈黑白色彩，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为当时的人们带

来了许多欢声笑语，然而伴随生活水平的提高，黑白电视已经

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彩色电视由此出现，色彩的出现成功为

人们带来更好的视觉体验。色彩是影响视觉体验的重要因素之

一，色彩和镜头之间的相互配合可以营造良好的空间感和美

感，色彩的变化也可以更好的交代人物性格和人物的级别，例

如在甄嬛传中，只有皇帝和皇后可以穿正黄色，只有正妻可以

穿正红色，而妃子则不可以穿正红色，凭借色彩的变化可以告

知人们不同妃子的等级，从而更好的表达作品的真实意图。

在电影设计中色彩是最直接的表达因素，可以直接向观众

传递各项信息，因此色彩在电影设计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色彩的搭配可以帮助演员凸显其性格，例如性格十分内向且沉

稳的人更偏爱穿白色，性格十分张扬的人偏爱穿红色，性格十

分阴郁的人偏爱穿黑色，高雅的人的穿搭都十分简约，而轻浮

的人则喜欢在身上使用五颜六色的布料。

色彩可以被称为是无声的语言，观众在观看电影过程当

中可以接收到不同信号，为观众产生强烈的视觉美感。色彩不

仅可以表达语言，暗示人物的性格，更可以营造电影氛围。例

如在电影末代皇帝中，由于溥仪的母亲生下他后便被其她妃子

抢走抚养，生母只见过儿子一面，导致溥仪的生母在其长成之

后第一次面见溥仪时内心十分痛苦，而当时的场景设计就十分

成功，溥仪坐在宫殿外，阳光倾泻在地面上十分刺眼，但溥仪

身上却未见半点阳光，孤身处在黑暗之处，被阴郁的气氛所笼

罩，这两种色彩形成鲜明对比，对于溥仪而言，其从小便失去

母爱，并长期生活在紫禁城中无法外出而毫无自由，对于这一

时期的溥仪而言，虽然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但是他仍然处

于黑暗之中。再如电影红高粱中，导演十分善于利用冷暖色调

来凸显不同事物之中的差异，例如剧中高粱酒是红色的，少夫

人的衣服也是大红色的，高粱地是明黄色的，而在描述爷爷的

皮肤时却是黑色的，这两种色调形成强烈对比，为观众带来巨

大冲击，同时也进一步渲染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不同阶层之间的

差异，进一步暗示主人公内心的不尽人意。

四、电影美术在影视中的服装设计

服装设计是影视作品中的另一重要构成因素，优秀的服装

设计不仅可以为电影营造氛围，还可以提高电影整体的审美价

值。服装可以直接告知观众电影内容所处的年代、性格、年龄

和贫富程度，因此可以将服装视为无声的语言。在位演员搭配

服装时需要首先明确其妆容，妆容和服饰必须保持一致，如果

两者之间的和谐性较差，那么将无法为观众带来视觉美感，观

众在观影过程中便会出现跳戏的感觉。

服装设计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不仅可以增强电影的视觉体

验，还可以提高其艺术价值，更好的反映不同人物之间的性格

和特点，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地区。不同年代人物所穿的服

饰不同，不同民族的服装各具特色，不同年龄段对于服装的偏

爱程度也存在差异，不同时代的服装也有统一要求，因此服装

设计十分重要，一旦人物的服装出现差错，那么将会直接影响

观众的观感体验。服装是电影拍摄过程中的必需品，也是体现

人物性格和社会地位中的重要因素。设计师通过对不同布料的

剪裁和设计可以烘托电影的氛围，满足不同角色的要求，提高

演员的美感，凸显作品的整体价值。

《末代皇帝》中为观众介绍了我国最后一个皇帝的真实生

活场景，由于自幼缺少母亲的关爱，导致溥仪的性格十分执拗

并长期缺乏安全感，虽然他是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益，但

其实际上只是他人的傀儡，虽然在紫禁城中溥仪属于权力的顶

峰，但是他依旧无法走出这个围城，表面上至高无上但实际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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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权利与自由，因此服装设计师在对这一影片的服装展开设

计时，普遍使用显色度较低的服饰，电影整体风格十分阴郁，

更好地渲染出当时的时代气氛和溥仪的心理活动变化。

五、《末代皇帝》的场景设计

《末代皇帝》是我国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之一，他与其他

影片之间存在不同，末代皇帝在拍摄过程当中，主要以溥仪的

视角出发，并将倒叙和插叙相结合，通过溥仪的自述来描述他

的一生。电影的拍摄手段十分高超，使用简短的语言描绘了溥

仪从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沦落成为平民的一生的过程，影片拍

摄的场景主要取自于故宫，由于场景十分真实，导致许多观众

在观看之后意犹未尽。

《末代皇帝》中的场景设计十分高超，将电影的主题得以

充分体现。以溥仪入宫的片段为例，首先出现的是幼年时期的

溥仪和他的奶妈，随后电影场景切换至紫禁城外，当时的天空

由太阳高挂变成夕阳西下，这一场景的设计足以告知观众一天

的时间已经将要过去，而光线也随之发生改变，暗示主人公的

心理从愉悦变成忧愁直至阴郁。由此可知，光线不仅可以为场

景的明暗加以调节，还可以表现主人公的心情与性格，在电影

中光线的运用和周围的高墙形成良好呼应，随着光线的减少也

暗示了溥仪自由的失去，以至于最终走向悲惨境遇的过程。

六、《末代皇帝》中的服装设计

在人物塑造方面，《末代皇帝》中的服饰设计十分优秀，

不仅凸显了每一位人物的性格，还使用统一基调，奠定整部剧

的氛围。电影将回忆画面与现实画面相结合，溥仪回忆中的画

面十分靓丽，而现实的画面却过于凄凉和骨感，两者之间形成

鲜明对比，与此同时，不同时期的溥仪的服饰也存在差异，从

最初的皇帝到最终的工人，溥仪的服饰由黄色变成蓝色，也暗

示出他的等级变化和心理走向。

末代皇帝这一电影对于服饰朝代的规划也十分统一，该

电影的发生背景主要在青，因此当小溥仪去面见太后时的衣着

主要是清代服饰，太后的装扮也完全符合清代的要求，例如梳

着高发髻，头上挂着长流苏，身上佩戴银饰，这是满族女子的

典型特征。当太后去世后，溥仪龙袍的颜色呈明黄色，十分鲜

艳，这也是皇帝登基时的重要象征，龙袍上绣满龙纹，暗示皇

帝的身份和地位。

七、《末代皇帝》中的艺术表现力及其意象隐喻

电影美术是一门艺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增添电影

的美感和价值，以画面传递为主，为观众带来视觉享受。不同

的镜头设计可以表现不同人物的性格与背景，增加电影的观赏

性与审美价值。

在拍摄末代皇帝当中，导演通过对门、窗、墙的拍摄，为

观众展现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将东方卫和西方文化相结合，

并使用缓慢的镜头让观众仿佛身处其中。导演使用不同的服饰

样式和颜色来凸显出不同人物不同时期的心理变化，电影一开

篇所使用的色彩就已经奠定了该部电影中所有人物的基调和走

向，为观众带来良好的心理暗示。

当溥仪登基时，画面整体色调为明黄色，在电影中有一

处镜头，即太和殿外有一块黄色的幔帐，在微风中飘荡，小溥

仪被这一块幔帐所吸引，因此想要伸手抓住，但无奈他的臂长

有限，无论如何也无法抓住，通过一块能看见但却无法抓住的

幔帐成功暗示了溥仪一生的悲剧，他虽然未至皇帝，但却并无

实权，他虽然高高在上，但却没有真正的自由，在暗示溥仪悲

剧一生的同时，也反映出清朝末代的腐败以及封建社会制度的 

结局。

溥仪第1次见到蝈蝈也是在他的登基大典知识，由于溥仪

当时正处于孩童般的年纪，因此众人的膜拜对他而言丝毫没有

兴趣，甚至还不如一只蝈蝈对它的吸引力，在登基大典上大臣

对溥仪伏地膜拜，而溥仪幼小的身躯却和黑压压的人群形成鲜

明对比，溥仪手中的蝈蝈也暗示出溥仪的最终结局，溥仪就像

蝈蝈一样，虽然过着精致的生活，但却被人封锁在牢笼之中，

无法享受到真正的自由。

导演在拍摄末代皇帝过程之中的整体服装色彩偏暗，暗示

出该影片的整体走向较为低沉，在溥仪不同年龄段所使用的服

饰颜色也存在差异，进一步突出溥仪的性格变化和环境变化。

导演使用不同的电影元素，加强了人物的立体感，使不同阶段

的故事串为同一整体，并使用现实与回忆相结合的方式为观众

展现出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表现出溥仪在面对变化万千的社

会中的孤独与对于自由的向往之情，也体现出他在接受改造时

的内心变化，为人们带来良好的视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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