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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门艺术的研究，应当是一种艺术语言学的研究，一种艺术语言表述方式与表述意义的研究。
《电影语言学导论》重点探讨电影语言学的方方面面，从电影语言的生成语境到其使用的方法和范畴
；从电影语言的文化释义乃至电影批评的性质和功能等，都做了既有专业深度，又深入浅出的个性化
讨论。
虽然是教材，但是极具可读性，也可作为一般专著供电影学研究者和电影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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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磊磊，1955年生于北京，博士。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电影电视系主任。
南京艺术学院兼职教授。
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进口
音像制品审查委员会委员。
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评委。

　　出版学术专著《电影语言学导论》（1996），《武之舞——中国武侠电影的形态与神魂》（1998
）。
《中国武侠电影史》（2005）。
《影像的传播》（2005），《什么是好电影》（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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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电影语言学的“生成语境”
　一、语言学：20世纪的“第一哲学”
　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学——语言的艺术观、美学观——日常语言与艺术语言——语言，是工具还是
本体——艺术语言的意义——反语言：语言中心论的反证
　二、经典电影理论中的语言问题
　电影：一种心理语言——“物镜”与眼睛的二次选择——非文学电影观与文学的电影观
第二章 电影语言学的方法与范畴
　一、方法：美学分析与语言分析
　二、电影语言的现代意义
　三、影像
　四、叙事／叙事形
　叙事——叙事语言的逻辑序列——叙事形态的划分
　五、本文／读解
　本文的“命名”——本文分析的经典表述——本文的“生产性”
　六、镜／镜像
　镜像世界中的“幻想逻辑”——电影叙事体中的“镜式本文”
　七、梦／梦镜
　梦境?“电影境”：幻想中的愉悦——梦的语言?电影语言
第三章 电影语言的文化释义与本文辨读
　一、电影语言的文化指向
　电影语言与文字语言——影像的阅读——迷恋：视觉快感的心理基础——电影语言的退化机制——
看／被看：电影中的性别歧视——电影：用影像语言构筑的大众神话
　二、主流电影的叙事／修辞策略
　电影观众与电影的认同机制——叙事法则?娱乐法则——叙事体中的“本文含义”与观众的“期待视
野”
　三、电影语言表述机制中的摄影机
　摄影术：挽住时光的梦想——电影摄影机：记录的机器与灵魂的透镜——用“镜头”创造世界——
介入剧情的摄影机——摄影要义：从文字到影像的转换——摄影视点与观看视点——摄影观?电影观?
美学观
　四、电影明星制、明星崇拜与商品拜物教
　电影明星：电影商品化的产物——明星崇拜与商品拜物教——电影明星与电影艺术家——明星崇拜
与商业电影的诱导策略——明星与谎言
第四章 电影语言的相关范畴
　一、电影与现实
　现实与电影：从“此在”到永恒——电影：审美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冲突——忠于现实与超越现实—
—“电影现实”的非现实性——非现实的世界中潜隐的现实意义——“现实的意义”与语言的意义
　二、电影与大众
　大众对艺术作品的三种反映态势——观众的审美趣味与艺术的评判标准
　三、电影与历史
　人：历史舞台与艺术舞台上的双重主体——以电影的方式“忠实于历史”——电影艺术中的历史哲
学
第五章 电影史：影片的语言形态史
　一、电影史学的第一范畴：作者作品史
　二、电影史学的第二范畴：形态史
　形态的语义与形态学理论——电影不同形态的划分——电影的历史分期问题——电影形态研究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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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域
第六章 电影批评：一种艺术语言的阐释与评
　一、电影批评的类型与功能
　电影批评的源与流——电影批评的分类原则
　二、电影批评：作为本文意义的阐释原则
　作品的“权威意义”与相对意义——解构释义的循环——“整体意
　义”：批评的终极旨意——否定性的释义命题三、批评者说
　批评者——批评是什么——批评的方法——文艺批评的“二律背反”
主要参考文献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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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真正把艺术作品作为语言作品来分析，把艺术理论作为语言理论来阐发的艺术理论家
，是瑞士的沃尔夫冈·凯塞尔，尽管他的兴趣并不在“一部特定的作品，一位特定的作家，一个时期
或者一个文学种类的特性”，他所要着重研究、分析的是“文学作品本身所提出的全部问题”。
首先，他认为“每一个在广义上属于文学的著作都是一种通过符号而固定下来的句子的组合⋯⋯句子
的组合是一种有意义的结构”。
语言的本质中包含着词和句要“表现意义”。
他用这种直接切入艺术作品语言的内部结构的分析方法，力图阐明“文学著作有别于其他著作特性的
地方”。
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他则把对文学作品与其他作品的分析变成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分析。
他说，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谈论“阴暗的云”和“秋天的空气”时，“这些短语所包含的意义牵涉一
些离开说话的人而存在于现实中的事实”，它的“对象是十分确定的现实中的事物：现在天上有阴暗
的云，空气是秋意盎然的”。
而在诗人的作品中，当我们读到这两句诗的时候，“它们的意义再也不牵涉现实的事实，毋宁说，这
些事实具有一种奇怪的、非现实的、无论如何是一种完全特有的存在，这种存在同现实的存在有原则
上的区别。
这些事实，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这种客观性⋯⋯只是作为这些词的客观性而存在”②。
因为“诗句中的客观性只是由包含它的句子来构成”的，至此，凯塞尔把艺术作为一种语言的存在与
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的事实区别开来，或是说他把语言的客观性仅限定在语言自身，而把事实的客观
性还给了现实。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文学作品需要通过一种语言的特别力量来表现，所以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就变
成了语言科学的一部分。
文艺学和语言学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最密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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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影语言学导论》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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