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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论析　

《暮光》系列中的吸血鬼形象及其审美意义①

曾　莹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暮光》系列电影的成功，吸血鬼题材的电影长久不衰，吸血鬼形象在影视中长期受到青睐，并不是偶然，有

其必然性。《暮光》系列电影为观众重新定义了吸血鬼，使吸血鬼在观众心中呈现出更为多元的形象，也为吸血鬼题材

电影找到了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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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影特技的进步和观众观影理念的转变，新一批的吸血鬼题材电影在观众的眼里已经不再是

单纯的剧本表现，它更是一种视觉奇观。《暮光》系列电影融合了吸血鬼传说、狼人故事、校园生活、恐

怖悬念、喜剧冒险等各种吸引眼球的元素，因而呈现为一种富有吸引力的视觉奇观。

一

在西方，吸血鬼的历史比较久远，从宗教传说到文学作品再到影视界，吸血鬼形象随着历史与时代

发展，通过不同的媒介进入到人们的心中①。电影中的吸血鬼形象来自于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但随着

社会的发展以及受众审美观念的转变，电影中的吸血鬼形象也一变再变。从早期的《魔鬼之血》（１９７４
年）和《诺斯菲拉图》（１９７９年），到后来的《惊情四百年》（１９９２年）和《夜访吸血鬼》（１９９４年）等，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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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血鬼的形象最早出现在神话传说中，这类形象大都怪异，甚至西方宗教中的魔鬼形象有一定相似性。在西方文本中，吸血鬼

的经典形象是：皮肤苍白，耳朵尖，有着用来吸血的尖利犬牙，具有某种超人类的灵异力量。在生活习惯上，吸血鬼害怕阳光，一般昼伏

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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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血鬼日记》（２００９年）和最近的《暮光》系列①，电影中的吸血鬼形象层出不穷，形象各异。
在好莱坞的诸多类型片中，描写吸血鬼的影片独树一帜，一直拥有大量的影迷，许多电影大师都曾

为这一家族贡献过优秀作品，如著名导演科波拉、昆丁·塔伦蒂诺、尼尔·乔丹等都拍过关于吸血鬼题

材的电影。昏暗阴冷的背景、诡异的情节气氛和苍白英俊的男主人公都是该类型影片制胜的不二法宝，

《惊情四百年》、《夜访吸血鬼》和《暮光》系列等，也都因此而收获了巨大的票房成功和数不清的赞誉

之词。

《惊情四百年》中的吸血鬼德古拉将永恒的爱情演绎的淋漓尽致；《夜访吸血鬼》中的路易则是一个

对自身的生存充满疑惑的吸血鬼形象。虽然，这些形象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是，吸血鬼形象变化

趋势总的说来是：由残暴、丑恶变得优雅、俊美，由恐怖向迷人的方向转变。早期的吸血鬼电影《诺斯菲

拉图》中的吸血鬼都是一副病态老人的猥琐模样，耸着肩膀，还长着一副兔子牙，毫无美感可言；到了

《夜访吸血鬼》，吸血鬼都是穿着高雅而迷人的燕尾服或是衬衣，有着贵族的气质，而那两颗尖牙也只是

在吸血时才会出现，无比迷人，美不胜收；尤其在电影《暮光》系列中，Ｃｕｌｌｅｎ家族个个英俊美丽，吸血鬼
父亲还是受人尊敬的医生，他们住别具品味的别墅，欣赏高雅的古典音乐，成为校园和小镇里一群被崇

拜尊敬的现代贵族，他们不仅拥有完美的外表和超常的能力，更拥有与人类一样的情感和灵魂，甚至比

人类更有同情心和爱心，完全颠覆了以往电影中的吸血鬼形象。

尤其是在《暮光》系列中，完美的吸血鬼恋人爱德华更是一改以往吸血鬼攻击人类、吸食人血的暴

虐凶残本性，用意志力控制着嗜血的本能欲望，拒绝人类血液，靠吸食动物鲜血生存，并幽默地称自己为

“素食主义者”。电影中爱德华与贝拉的爱情是电影的主线，父母离异的女孩贝拉来到爸爸所在的地方

生活，在学校遇到爱德华并与之相爱。贝拉想成为和爱德华一样的吸血鬼，与之相守到永远。但作为贝

拉的恋人，爱德华深知为吸血鬼的痛苦，他希望贝拉能够跟他永远在一起，内心也十分纠结。在贝拉永

恒的爱的期盼面前如何抉择，是对爱德华最大的挑战。当贝拉被另一吸血鬼詹姆斯所伤，为挽救贝拉的

生命，爱德华必须吸出她体内的毒液，而当他接触到贝拉的血液时，险些将贝拉体内的血液全部吸出。

在痛苦的挣扎后，在欲望构筑的陷阱面前，爱德华做出了理性的选择，不能以爱之名剥夺贝拉为人的权

利。爱意味着担当与付出，而不仅仅是占有。在吸血鬼的黑暗世界里游荡了一个世纪的爱德华深谙没

有光明的不朽等于失去灵魂。最终，爱德华拒绝了贝拉主动提出要转化的要求。这种欲望与克制的矛

盾更多的是人性深处的矛盾，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吸血鬼的本能。在《暮光》系列中，吸血鬼的嗜血本性

更加人性化了，演变成一种欲望与理智的抗争。

除了完美的吸血鬼恋人爱德华，另一个吸血鬼形象“执着的吸血猎手”维多利亚也贯穿着整个电影

始终，为了给恋人詹姆斯报仇，维多利亚与 Ｃｕｌｌｅｎ家族之间的斗争是电影的另一主线。维多利亚一头
红色的头发，血色嘴唇，以速度快著称。同时，她也是一个报复心强、心狠手辣的吸血鬼，是名副其实的

吸血鬼猎手，在电影中是一个反面的吸血鬼形象。为了给死去的恋人詹姆斯报仇，维多利亚不停地追杀

贝拉，想要爱德华也尝一尝失去爱人的滋味。所以，她不惜以感情为诱饵，骗取新吸血鬼的忠诚，不停地

残害人类，并将人类变为吸血鬼，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吸血鬼军队来对付Ｃｕｌｌｅｎ家族，残害贝拉。在她的
眼中只有恨，没有对生命的珍惜之感，同时，人类芬芳纯净的血液对吸血鬼构成了难以抗拒的诱惑。嗜

人血是她的本能，对于人血的渴望成为其欲望的陷阱，维多利亚最终在仇恨与血液中迷失。

Ｃｕｌｌｅｎ家族中爱丽丝是一个吸引人的吸血鬼精灵，可爱、浑身散发灵气的她给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
象。爱丽丝作为吸血鬼具有预知能力，当她预见到会和贝拉成为好朋友以后，马上就以真心来对待贝

拉，并且为保护贝拉不遗余力。贝拉生日，爱丽丝主动提议为贝拉举办生日宴会。当爱丽丝预见到贝拉

的死亡以后，她第一个赶来并找到贝拉问清真相。对于贝拉这个朋友，爱丽丝很珍惜，不仅仅只是因为

爱德华的关系，而是因为爱丽丝很重视她与贝拉的这份友情。电影中，当爱德华为了保护贝拉离开以

后，贝拉几乎每天都会给爱丽丝写邮件，告诉爱丽丝她的情况和内心的想法。可以看出，爱丽丝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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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暮光》系列是一部以爱情为主线的电影，是根据斯蒂芬妮·梅尔的小说改编的，讲述的是女主角贝拉与吸血鬼和狼人之间的

爱情故事。《暮光》系列塑造了众多的吸血鬼形象，其中的吸血鬼可谓个个形象鲜明。《暮光之城》系列电影目前上映四部作品，分别为：

《暮光之城：暮色》、《暮光之城：新月》、《暮光之城：月食》、《暮光之城：破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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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朋友，也是一个重感情的吸血鬼。

在电影中，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吸血鬼形象就是卡伦。卡伦是 Ｃｕｌｌｅｎ家族的一家之主，他一头金
发，雪白的肌肤，举手投足间无不透露着魅力，也是吸血鬼中不可否认的贵族。他身为吸血鬼，但却又是

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不仅为人类解除痛苦，他还为天敌狼人做手术。作为吸血鬼，要抵制住自己对血

液的诱惑是非常困难的，而作为医生的他，每天都与血液见面，却仍然能克制自己不被欲望吞噬，这是需

要很大毅力的。卡伦不仅抛弃了吸血鬼嗜人血的本性，并且还将人类当作朋友，是一个绝对的贵族，是

最具人性的吸血鬼形象。

当然，电影《暮光》系列中的吸血鬼形象并不仅仅只有这几个，但是他们几乎都拥有同样英俊美丽

的外表，而且都是个性十分鲜明的形象，特别是Ｃｕｌｌｅｎ家族中的吸血鬼与以往的吸血鬼完全不同，可以
说，《暮光》系列中的吸血鬼形象颠覆了以往电影中的吸血鬼形象，极富审美的张力。

二

电影作为一种文本，有视觉和听觉两种观感。由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观众更加注重电影视

听的冲击力和奇观性，这使得电影从传统的叙事电影的话语主因模式向当下的奇观电影的图像主因模

式演变，并呈现为一个电影本身的时间深度模式向空间平面模式的转变。在杰姆逊看来，现代主义艺术

是一种具有历史感或时间感的艺术形态，其表征的模式可以用深度模式来描述，而后现代主义艺术总体

构成倾向于空间的平面化。“事物落入这个世界并再次成为装饰，视觉深度与解释的体系一并消失了；

某种特别的事物出现在历史的时间中。”［１］９４叙事电影逐渐衰落，奇观电影兴起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奇观电影是当代消费社会快感文化的产物，更加适合当代视觉文化和消费社会的视觉要求。而吸血鬼

电影作为一种奇观电影对奇观电影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也推动着电影的这一发展历程。

“奇观”最初出自德波对“奇观社会”的分析。但在电影理论中，第一个明确提出“奇观”（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
的是英国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穆尔维。她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指出：“作为起点，本文提出电影

是怎么样反思、揭示，甚至利用社会所承认的对性的差异可作的直截了当的阐释，也就是那种控制着形

象、色情的看的方式以及奇观的阐释。”［２］２０６穆尔维认为，电影的视觉快感是由观看癖（窥淫癖）和自恋

构成的，所以电影把满足观看癖和自恋方面所提供的视觉快感，转化成首要任务。穆尔维在《视觉快感

与叙事电影》中的论述，主要是强调电影中叙事与奇观的结合，但她的视野触及到了当代电影的一个重

要发展趋势：从叙事到奇观的转向。而国内学者周宪在总结奇观电影的表征时认为，“从叙事电影到奇

观电影的转变，从小处说是电影自身发展的趋势，从大处说，乃是‘视觉转向’或‘图像转向’的某种表

征。”［３］２５４从穆尔维和周宪的表述可以看出，奇观电影以图像性为主因，突出了电影自身的影像视觉性

质，有意淡化甚至弱化话语因素，强化视觉效果的奇观性。奇观使得电影真正实现了其自身纯粹的视觉

艺术本体论，不再屈从于其他非视觉的要求，而是服从于自身的视觉奇观要旨。

《暮光》系列电影无论从演员还是场景无不充满着“奇观”之美。吸血鬼的生活对人类来说本来就

是一种“奇观”，而且，《暮光》系列中的吸血鬼更是违反吸人血和怕阳光的传统：Ｃｕｌｌｅｎ家族不仅不吸人
血，而且，当他们遇到阳光时并不会死亡，并因全身发钻石般的光而显得与人类不同。可以说，《暮光》

系列电影中的吸血鬼形象重新阐释了“奇观”这一概念，奇观并不仅仅指常说的宏大、唯美的画面或是

运用高科技电脑合成的影像效果。奇观可以是一种形象，不用电脑合成，奇观也可以是一些带有“奇

观”色彩的事件或事情等。而吸血鬼电影中的吸血鬼形象本身就是一种奇观，他们与一般的人类不同，

他们俊美无比，而且拥有人类所没有的异能。其次，电影中吸血鬼独特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奇观。可以

说，吸血鬼电影对“奇观”的拓展，可以使观众更深入地感受电影奇观的魅力。

此外，《暮光》系列电影中吸血鬼形象的变化也符合人类的审美发展趋势。在早期电影中，吸血鬼

往往只是为了生存而忧虑，单纯以“吸血鬼”演绎吸血鬼，这样，电影不能引起观众对吸血鬼审美情感上

的情感体验，更加不能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而吸血鬼形象的美化，吸血鬼内心情感的丰富，慢慢与观

众的情感体验靠拢。观众将自己的一些情感与电影中的吸血鬼相联系，体现了观众的一种情感寄托。

无论是爱德华对贝拉的痴情，还是爱丽丝的俏皮，甚至是Ｖｏｌｔｕｒｉ家族的专制，都是观众所关注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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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吸血鬼的情感往往就是观众的情感，电影中吸血鬼的喜悦，也是观众的喜悦；吸血鬼的痛苦也就是观

众的痛苦；吸血鬼的困惑，其实也体现着观众的现实困惑。观众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情感无法发泄出

来，通过看电影，观众的内心情感有了外泄，心中的压力得到放松，这样，观众通过观看电影就可以获得

一种审美的情感体验。

除了奇观美外，恐怖美也是吸血鬼题材电影的另一审美特色。任何人想到吸血鬼都会有一种恐惧

之感。因为吸血鬼电影往往都笼罩着一种超自然的气氛，加之电影中有着许多不确定的、让人不安和恐

惧的未知事物（如死者、鬼魂、异类、变态者、精神病患者、疯狂的科学、外层空间、隐藏的恶魔和死神

等），它们令电影拥有了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和梦魇般的境界，虽然这些都是想象的和虚拟的，但这些

情景对于生活在阳光下的当下人来讲，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它把人引入其中，既让人产生惊栗，又让人

在惊栗之后得到美的享受。也就是说，恐怖感是这样一种美感，它是混杂着巨大、尖锐感的审美性快

感［４］。所以，观看吸血鬼电影会有恐怖的情感体验，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观众的“心理距离”决定了恐

怖感向美感的转化。

审美经验一方面不同于日常的实践活动和道德活动，因为它不是想要满足实际需要和欲望；另一方

面又区别于科学态度，因为它没有包含概念、逻辑、判断和推理。“心理距离”正是审美对象脱离与生活

实际的联系的一种比喻说法，美感的产生必须依靠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适当的“距离”。在审美经验

中，“距离”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也正是确定我们把观看电影时所体验到的恐怖感转化为美感的一个

标准。所以，当我们在看一些令人感到恐怖和不能接受的场景和形象时并不会让人产生现实的恐惧与

害怕。如《暮光》系列电影中出现詹姆斯残害贝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会产生担心和急躁的心情，而并

不会产生现实恐怖的情感体验，因为“距离”让观众很清楚地意识到，那是电影中的人物，并不是观众

自己。

三

《暮光》系列电影的巨大成功，吸血鬼题材电影的长久不衰，吸血鬼形象在影视中长期受到的青睐，

这一现象并不是偶然，有其发展的必然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事物的欣赏逐渐趋向一种视觉享

受。而社会的发展必然带动电影的发展。早在很多年前，在叙事电影之外，新的奇观电影就已经出现，

并且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叙事的特性和结构在当代电影中已经日趋衰落，观众对繁琐的叙事结构已经

有了一种厌烦的态度，这样，叙事电影也就慢慢被奇观电影所替代。

奇观电影重视视觉快感的享受，通过有视觉冲击力的影像来满足观众的快乐原则。从美学上看，电

影作为视觉艺术，本身就有语言和视觉形象两个方面。“奇观”同“真实”一样，属于电影与生俱来的本

性，电影正位于真实与奇观所建立的坐标轴上［５］４０。巴拉兹曾写到：“电影在它最初的几年里就已经有

了另外一个特征，它在变戏法方面要比任何一个登台表演的魔术师都高明”［６］３８。以往，“奇观”大多被

狭义化为“特技效果”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即以往好莱坞大片那样制造宏大场景、提供单纯视听消费的

电影美学。事实上，奇观是一种非同一般的有别于人类现实生活的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的影像和画面。

奇观可以采用高科技电脑合成，也可以用其他的手段展现出具有冲击力的视觉或者是听觉效果，达到一

种冲击眼球的效果。所以，奇观电影远远不止是一个单纯的特技影像问题。

以吸血鬼为题材的电影一直没有间断过。但是，由于吸血鬼形象的发展变化，吸血鬼形象越发有魅

力。无论是《夜访吸血鬼》中的吸血鬼路易·莱斯特，还是《暮光之城》中的吸血鬼爱德华，他们都拥有

俊美的外表，高雅而迷人。吸血鬼外形的俊美、优雅已经是一种奇观的展现了。并且，吸血鬼有着他们

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超强的异灵力量，这样的生活对人们来说无疑更是一种“奇观”。加之镜头上的那批

美轮美奂的画面，更是将奇观元素一展无遗。如《暮光》系列电影中的那片森林，一棵棵昏黄的树和藤

凌乱而有致地缠绕在一起，淡淡的雾气让森林多了一份朦胧之美，使那个森林充满着梦幻、神秘之气，加

上男女主人公爱情的渲染，电影中的森林就更加美不胜收了。可以说，吸血鬼电影的发展在电影发展史

上是一种必然，吸血鬼电影的走红也是一种必然。

而从受众的观影心理来讲，电影的存在和发展主要基于两个机制：一为窥视癖，视他者为客体，以他

７５１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者的眼光看待；二为认同心理，将电影与现实、历史和阶级等各层次的因素相关联。而观众看吸血鬼电

影也无疑是带上这两种心理的。观众窥视吸血鬼的生活，同时又会对吸血鬼的一些行为抱以认同的态

度。电影的发展离不开观众的支持。观众的喜爱对吸血鬼电影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甚至可以

说，没有观众对吸血鬼电影的喜爱，就不会有现在的电影中的吸血鬼，吸血鬼题材电影必然也会随着岁

月的流逝而消失，吸血鬼也可能只会在基督教或者是少数人中被认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观众的需求

推动着吸血鬼电影的发展。

当今社会，工作压力、情感压力等无时无刻不在束缚着人们的心灵。现实的生活环境让人们经常会

感到莫名的恐慌。而吸血鬼的存在可以成为人们心灵上的一种“寄托”。这从观影心理学上说就是一

种窥视癖：对吸血鬼生活的窥视，从中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经验。克拉考尔曾说：“促使观众去看电影

的，并不是想看某一特定的影片的愿望，或是为了寻求快乐，他们真正渴求的是暂时摆脱一下自觉意识

的管束，在黑暗中忘掉自己的身份，让感觉器官做好接收的准备，沉浸在银幕上依次出现的画面之

中。”［６］２１４所以，观众看吸血鬼电影的时候就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暂时逃离。

此外，人类的恐惧与恐慌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感，并且，这种情感还会随着人类进入社会而加深。

观众通过观看吸血鬼电影，则可以让观众的情感完全沉浸在电影之中，完全沉浸在吸血鬼的世界之中。

这样，观众的心灵会对吸血鬼产生一种虚无的恐惧，而暂时忘却了生活中确实存在的恐惧，从而让观众

的身心从现实生活中得到了一种短暂的脱离，得到一些安宁和歇息。克拉考尔在谈到电影《吸血魔鬼

诺斯菲拉杜》时说到，“它的主人公是一个吸血魔鬼，任何人、任何地方，只要被他找到就都要遭殃”［７］７７。

残忍的吸血鬼世界会让观众感到恐惧，这样就可以起到宣泄观众恐惧的作用。在吸血鬼题材电影中，吸

血鬼有着人类没有的异能，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人类的生命。电影中充满了暴力的场面，吸血鬼

电影中的暴力、血腥场面可以让观众将心中的暴力情结宣泄出去，观众通过观看电影而获得一种经验、

一种快感，从而解除心中淤积的消极倾向。

但是，大多数的吸血鬼电影中的暴力并不是简单的“为暴力而暴力”，电影中的暴力带来的是死亡

和痛苦，是美好生活和美好事物的毁灭。“对于鬼魅恐怖片来说，摧毁最心爱的东西，几乎凝聚了其中

一半的恐怖力量。”［８］１７在电影《刽子手的女儿》中，那个小女儿单纯、美丽、可爱，心地善良，一心向往美

好的生活。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几近完美的人却摆脱不了成为吸血鬼的命运，不能自拔地要吸食自己父

亲的鲜血，最后也只能在吸血鬼的魔宫中度过一生。《夜访吸血鬼》中的吸血鬼路易，杀戮不是他想要

的，他不想吸食人血，但是，他却仍然摆脱不了吸血鬼吸食人血的命运。他心中充满了迷茫，不断地寻求

生存的意义，内心备受煎熬。这不仅是在视觉上对观众起到的恐怖效果，这种近乎绝望的压抑感受给人

以心灵上的极大震撼，观众会有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感受［９］，从而起到一种净化心灵的作用。

可以说，《暮光》系列电影的成功，以及其中吸血鬼的形象对以往的吸血鬼形象的颠覆，为吸血鬼塑

造了一个更为人性化的形象，使吸血鬼题材电影又取得了一次巨大的成功，同时，也使吸血鬼形象在电

影史上取得了更为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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