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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影像的生成和发展得益于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数字技术的飞
速发展，又使得现代影像迅速成长为一种全新的视觉形式，并很快为各种传播媒介所认同和采用。
2008年是中国当代影像获得肯定性发展的一年，它是在经历了十几年的边缘、怀疑、否定、质疑等等
之后随着整体的当代艺术环境的变化而来的一种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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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电视是通过摄像机把被摄物体的光信号转化为电磁信号，通过无线电发射或电缆传输，再经电视
接收机对接收到的电信号还原成光信号，从而再现被摄物体的影像，以表现一定内容的、年轻的艺术
。
可以看出，电影与电视的技术过程是有本质区别的。
电影的技术过程是一个光一化学过程，电视的技术过程是一个光一电一磁过程。
但是无论电影作为艺术，还是电视作为艺术，都是同一门类的艺术。
这是因为，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表现媒介是同类媒介——“运动的声画影像”。
即电影、电视是通过各自不同的技术过程，获得了同一艺术表现媒介。
　　电影艺术的表现媒介是“运动的声画影像”，它的重要特征是生动、具体、直观。
文学艺术的表现媒介是“文字或语言”，它的重要特征（相对于影视艺术）是抽象而间接的。
影视艺术给出的人物形象永远是生动、具体而直观的，直接诉诸人的视觉感官：文学艺术给出的人物
形象（相对于影现艺术）却是间接的，不直观的，它需要接受主体去联想形成。
正因为影视艺术表现媒介与文学艺术表现媒介的根本区别，从而形成了影视艺术形象的“他适应性”
与文学艺术形象的“自适性”。
影视艺术形象是预先给定的，众多的接受主体只能接受编导给定的具体人物形象，别无选择；文学艺
术给定的人物形象由接受主体在头脑中自主完成，接受主体在头脑中浮现的人物形象永远是自足的，
这就是“自适性”。
尽管每一个接受主体自己完成的人物形象相对于他人来讲是不尽相同的，但“自适性”是所完成的人
物形象相对于它的创造者——接受主体本人而言的。
所以，影视艺术的表现媒介所决定的生动、具体、直观性，却失去了人物形象在接受主体层面的自适
性；文学艺术的表现媒介决定了人物形象在接受主体层面的自适性，却失去了人物形象的生动、具体
与直观性。
　　“运动的声画影像”作为影视艺术的独特的表现媒介，它是影视艺术与其他门类艺术的根本区别
，而我们研究影视艺术理论的逻辑起点，应该从影视艺术与其他艺术的本质区别而不是普遍联系入手
，应该从电影艺术自身的特殊规定性而不是与其他艺术的共性入手。
就是说，我们应该从“运动的声画影像”这个电影艺术与其他门类艺术的根本区别入手，来进行电影
艺术理论的建构，从而揭示影视艺术内部的、本质的特殊规律。
所以，“运动的声画影像”是我们进行影视艺术理论建构和表述的逻辑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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