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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影观念史》是资深的戏剧史论家丁罗男教授的一部新作，也是他多年潜心研究和沉思电影本体属
性及相关历史发展的思想成果。
“电影观念”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概念，它既是历史的、文化的、工业和民族意识的汇聚，也是电影
艺术在历史行程中阶段性和积淀性的文化追求涵义。
丁罗男教授以电影观念史作为电影文化和艺术研究的角度，在新世纪的当下，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和
实践意义。
正如他在本书导言中所写的：“如果不想把电影研究弄成纯粹的市场营销学的一个分支，或一般文化
学的附庸的话，坚持电影的艺术本体性还是非常重要的。
有鉴于此，本书虽然也部分地涉及电影的文化环境及在整个文化中的作用，但主要还是论述其艺术的
本质特性”。
丁罗男教授指出，电影本性的认识和确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性概念，艺术本性的确认是在永无
止境的探索过程之中，“所以电影观念变化更新的‘过程’，是我们了解的重点，这就是‘观念史’
涉及的内容”。
所以，“‘史’和‘论’的结合，就是本书采用的研究框架和方法”。
从这一主旨出发，作者用详尽而充实的电影艺术作品史和理论史相结合的脉络，回顾了20世纪电影艺
术发展的行程。
对其中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观念定位及文化内涵，进行了作品、作者和思潮相互印证的论述，显示出作
者考察详尽，梳理清晰的评史主见和理论功力。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影观念史>>

内容概要

　　《电影观念史》导言中所写的：“如果不想把电影研究弄成纯粹的市场营销学的一个分支，或一
般文化学的附庸的话，坚持电影的艺术本体性还是非常重要的。
有鉴于此，《电影观念史》虽然也部分地涉及电影的文化环境及在整个文化中的作用，但主要还是论
述其艺术的本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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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罗男，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戏剧、影视理论与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曾任《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辑戏剧卷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修订版）戏剧支中国话剧分支
主编、《国际艺术辞典》电影支主编。
著有《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整体观》、《上海话剧百年史述》等书，发表戏剧、电影与电视剧研究论文
和批评文章六十余篇。
开设《电影观念史》、《中国电影研究》、《电影名片分析》等多门影视课程。
曾任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主任、研究生部主任。
现任上海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话剧史论研究会常务理事。
1993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1994年获国务院授予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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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导言第一章 电影本性的最初探索(1895～1916)第一节 卢米埃尔和活动照相性第二节 梅里爱和戏剧化
电影第三节 格里菲斯和叙事蒙太奇一、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党同伐异》二、叙事蒙太
奇：分镜头、自由摄影、平行(交替)剪辑小结电影的虚构叙事和非虚构叙事第二章 无声电影：造型的
诗(1917～1926)第一节 美国无声电影和“活动的绘画美”理论一、好莱坞的崛起及其“活动的绘画美
”理论二、卓别林的喜剧影片及其对电影关学的贡献第二节 欧洲先锋派电影和“纯电影”美学一、法
国：从印象派电影到“纯电影二、德国：从表现主义电影到“室内剧”电影第三节 苏联无声电影和表
现蒙太奇学派一、蒙太奇观念的演变与分类二、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的蒙太奇理论和《战舰波将金号
》、《母亲》三、蒙太奇理论的基本内容四、蒙太奇的心理依据和美学特性小结 电影视觉造型的魅力
第三章 有声电影：戏剧化大潮（1927～1945）第一节 从无声片到有声片——电影观念的一次重大革命
一、初期有声片在电影关学上的倒退二、电影视听综合性的探索第二节 经典好莱坞和戏剧化电影一、
好莱坞戏剧化电影形成的基础二、经典好莱坞电影的叙事系统三、类型片和明星制四、《公民凯恩》
及其对好莱坞电影观念的突破第三节 三四十年代苏联和法国的电影观念一、苏联的“诗”电影与“散
文”电影之争二、法国的“诗意现实主义”电影学派小结 电影和戏剧的不解之缘第四章 纪实性电影
观念（1945～1957）第一节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一、新现实主义电影兴起的原因二、新现实主
义电影运动发展的三阶段及其代表作三、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第二节 纪实性电影观念
的形成和基本理论一、历史渊源与时代背景二、巴赞和克拉考尔的纪实性电影理论三、纪实性电影理
论的历史贡献与局限小结 电影的本性——蒙太奇，还是纪实性?第五章 新浪潮和现代主义电影观
念(1958～1967)第一节 法国新浪潮电影一、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兴起和主要特点二、“《电影手册》派
”与特吕弗、戈达尔的创作三、“左岸派”与雷乃、杜拉斯、罗布一格里耶的创作第二节 欧美现代主
义电影的全面兴起一、费里尼、安东尼奥尼和意大利“新浪潮”电影二、伯格曼和他的现代主义电影
三、“新好莱坞”电影的形成及其特点第三节 现代主义电影观念的基本特征一、现代主义电影观念形
成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根源二、现代主义电影的内容特征三、现代主义电影的形式特征小结 电影思维的
现代性第六章 多元综合的当代电影观念(1968～)第一节 当代电影的新理性主义倾向一、“政治片”和
风格电影的兴起二、“战争片”中的人性拷问三、“新伦理片”中的哲理思考第二节 电影理论批评的
新走向一、结构主义一符号学电影理论二、电影叙事学三、精神分析学电影理论四、电影的意识形态
批评五、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第三节 当代电影的多元化综合化趋势一、“新德国电影”及其美学特征二
、聚散与互动：“独立电影”与体制内外的交融三、一体化与多元化：欧亚民族电影的崛起第四节 后
现代语境下的电影新景观一、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电影的影响二、后电影：走向大众文化与高新科
技时代小结说不尽的影像文化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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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合到了好莱坞的传统之中，甚至在今天的奇幻、恐怖电影和幻想、灾难电影中，我们还可以看
到一些表现主义的手法被成功地运用。
至于好莱坞的“室内剧”（如《猜一猜，谁来吃晚餐》、《等到天黑》、《小鬼当家》等），也一直
是传统的一大片种和样式。
到20年代末期，欧洲先锋派电影运动基本告一段落。
德国电影人流亡外，法国等先锋电影家有的转向商业片拍摄，也有的转向了纪录电影，用真实而又有
意味的镜头，揭露现实的残酷和黑暗（如布努艾尔的《无粮的土地》、让·维果的《尼斯景象》），
或以富于诗意的视觉形式，展示生活的美感（如伊文思的《雨》、《桥》）。
先锋派电影历时10年，它是欧洲社会文化发生深刻变化时代的产物。
虽然先锋派的反传统大都表现}}{一种消极和颓废的气质，表达了一种苦闷、狂躁和逃避的情绪，但在
这类表象的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知识分子心灵深处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对现存秩序的无声抗议
。
与此同时，先锋派电影艺术家对电影本性的执着探究和拓展电影语言的创新精神，在整个电影发展历
史上也是少有的。
历史地看，他们对电影观念的探索和贡献，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以种种手段加强电影的视觉
造型魅力，包括画面的构图美、光影变化和立体效果等。
他们把电影的非叙事化推到了极致，强调电影的视觉因素（这在无声电影时期有相当的合理性），轻
外在情节而重心理描写，这些都为以后电影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但过分排斥叙事性和反理性、反逻辑，也使先锋派电影晦涩难解；由于对画面本身的追求高于一切，
过分重视“物”而忽视表现“人”，走到极端也有为造型而造型的形式主义倾向。
第二，对电影的运动特性有深一层的理解。
美国的“活动绘画美”理论基本上停留在画面内部的运动与节奏，而欧洲先锋派电影更重视摄影机的
运动，即探索各种移动摄影方法，通过视角、视距的变化，造成电影的动态美和节奏感，这是电影才
有的动作性，是第二层次上的“电影运动”含义。
如法国先锋派电影把摄影机放在旋转的木马、摆动的秋千上拍摄（《机器的舞蹈》、《幕间休息》）
，取得特殊的转动、摇晃镜头效果。
朗格在《大都会》中也采用了“秋千”的视点。
又如阿培尔.冈斯拍摄《拿破仑》时，把摄影机绑在马背上进行跟拍，他还想把摄影机扔到天上去拍，
以获得童年拿破仑打雪仗时雪球的“视点”，后因制片人担心昂贵的机器被摔坏而作罢。
卡尔·梅育等人在表现主义和“室内剧”电影中，也经常应用过去影片不常见的摇拍、转拍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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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影观念史》：上海戏剧学院规划建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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