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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新敏、陈昌勇、许海燕、李斌、汪慧编著的《影视评论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影视评论学的基本知
识，内容包括：影视评论学导论，影视评论简史，电影评论与电视评论的异同，评论与影视类型，影
视评论的学科视野，影视评论与西方理论流派，评论的主体与目的，评论的对象与客体，影视评论写
作等。

《影视评论学》内容丰富，讲解通俗易懂，不仅可以作为普通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的教材，也可供影视
系统从业人员及影视评论爱好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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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必须说明一点的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影视作品，往往在艺术、文化
或技术等多个方面有所建树。
但为了讨论和分析的方便，本书分别把电影（电视）看作艺术、技术、商品、语言等，且分别从美学
、技术主义、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符号学等视野来展开影视评论。
 优秀的影视评论往往能够发掘电影和电视剧的优点和特色，水平一般的影视作品可能产生一篇优秀的
影视评论。
作者对影视和影视作品的理解，所采取的视野和立场，决定了他（她）进行影视评论时所使用的模式
。
 影视艺术具有与传统艺术形式，如文学、音乐、雕塑、舞蹈等，类似的美学特征，同时又有自己独特
的美学特征。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一直存在着争论。
因而，从美学视野进行影视评论，其性质和内容在评论界也始终没有取得一致看法。
总体而言，美学视野下的影视评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①电影（视）作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即如何运用影视艺术手段认识和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社会规律问题。
②电影（视）作为一门艺术形式的独特规律。
评论者一般借助与文学、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的美学比较，从而确立电影（视）的独立艺术地位。
通过概括影视剧与其他艺术作品的相同之处，评论者能够借鉴传统艺术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和技巧，
以提升电影（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与此同时，评论者也清楚地认识到电影（视）作为一门较新的艺术门类，具有自身的独特魅力、形象
思维和美学特征，如样式、风格、结构原则、表现手段、影视语言等，而这些也将为传统艺术提供新
的阐释空间，有利于传统艺术的创新和现代化。
 一、影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电影（视）与现实的关系，电影（视）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现实，是电影
（视）创作者与批评家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以电影为例，早在其开创之初以卢米埃尔和梅里爱为代表，形成纪实派与演出派、写实主义与技术主
义两大流派。
卢米埃尔强调电影的照相性，要求到现实生活中发掘真实事件和细节。
20世纪20年代苏联维尔托夫创立“电影眼睛派”，认为电影镜头比人的眼睛更为客观和完善，可以出
其不意地捕捉现实生活。
40年代中期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继承了电影史上的写实主义传统，提出“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
”的口号，致力于按照生活的原貌去再现现实。
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的电影影像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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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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