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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教育正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其目的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一代新人。
为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建设，促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健康发
展，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
程》的要式，全国高等学校从2006年秋季起普遍设置公共艺术课程，作为限定性选修课程。
    本书是“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系列教材”之一的“大学影视鉴赏”专册，具体包括了：电影
的发明与发展、类型电影与电影类型、艺术电影运动与商业电影归宿、超级技术进程与膨胀的奇思异
想、塔尔科夫斯基与基耶斯洛夫斯基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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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活动摄影机的出现如果在黑暗中点燃一根火柴，然后吹灭，你会发现眼睛里还残留着火光的影
像。
这是因为原来的火柴棒形成了图像，通过视觉暂留原理在我们的视网膜上形成了这一影像。
电影就是根据人眼的这种心理错觉现象发明的。
依据这一原理，普拉托于1832年底成功地制造出了被称为电影雏形的“诡盘”。
一年后，他对“诡盘”作了详细的说明：“假如几个在位置上和形状上面渐变的不同的物体，在极短
的时间和相当近的距离内连续在眼前出现，那么眼膜上所得到的印象，将是彼此衔接的而不是相互混
淆的，会使人以为看到了一个单独的物体在逐渐地改变着形状、位置。
”其实，这也就是电影放映所依据的原理。
1834年，英国人霍尔纳发明的“走马盘”（ZOOtrope）给予“诡盘”以新的发展。
这种“走马盘”是在硬纸盘上画上连续动作的图画，这意味着未来影片的雏形。
1851年，法国光学仪器商杜波斯克第一次做了将照片应用到“诡盘”上的实验，其目的就是使照片活
动起来。
这些活动照片是用“逐张拍摄”法拍摄的，也就是将一个动作分解成几个不动的姿势拍摄。
他把这种器械称之为“活动镜”。
在以后的20年里，来自不同国家的几个科学工作者更新了杜波斯克的实验方法，产生了一批颇为成功
的成果。
这些成果中，最为显著的是1870年美国人亨利海尔发明的“幻光镜”。
他用这个装置第一次做了人物活动照片的公映，总共放了18张照片，由三组同样表现一对华尔兹舞伴
的六张连续照片构成。
这进一步为电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879年，法国人艾米尔·雷诺依据“诡盘”的原理制造了“活动视镜影戏机”。
以此为基础，雷诺一年后又获得了“放映式活动视镜”的专利权。
1881年起，他又开始研究一种让活动影像的放映延续到几分钟的器械，即用一种绘有图像的胶质底片
，嵌在一条粗帆布带子里面。
同时，雷诺受到自行车脚蹬轮的启发，把一种连动装置装进“活动视镜”里面。
他在图片的边缘部分均匀地钻了几个洞孔，使图片带能够自由顺畅地在那个同步连动装置上与“活动
视镜”的转把相连，这使观看者很流畅自如地看到这些活动图片。
经过多次的完善，1888年，雷诺制成了一架使用带孔图片带的放映机--“光学影戏机”。
这就是现代电影放映机雏形。
与此同时，有关电影放映器械的科学实验仍在进行。
发明巨匠爱迪生自1889年从欧洲回到美国之后，便集中全力制造一种带透视镜的器械，以便在工作中
直接观看像实体镜里的照片那样的照片。
同年的10月6日，爱迪生在助手迪克逊的协助下，成功地制造了一部“电影留声机”，并用50英尺长的
影片作了简单的放映。
这是第一次画面和声响同时呈现的影片放映。
后来，他们把“电影留声机”改进为“电影视镜”。
但是“电影视镜”构造简单，无法直接在银幕上放映，而且每次只能供一个人观赏。
于是，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对“电影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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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无论从专业学习，还是从审美素养的角度看，影视鉴赏能力都是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
而在高等院校，致力于这一能力培养和素质提升的课程，便是通识性质的鉴赏课或读片课。
目前就普通高等学校非艺术类专业开设公共艺术课程而言，影视鉴赏是开设最为广泛的课程之一，受
到莘莘学子的普遍欢迎。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影视鉴赏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也说明撰著本书是物有所值的举动。
如今，以“影视鉴赏”为名的书籍已经出过不少。
作为新出的一本，我们首先设想的是一种务实的体例。
思忖再三，我们选中以讲座的方式覆盖影视主要知识点的体例设计。
全书十四讲的内容勾画和呈现了影视历史发展与现实显现的知识概貌。
本书由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电影学硕士点（影视理论方向）师生共同完成，具体分工如下：虞吉：
拟定体例、章节，指导和审阅初稿，并撰写第三讲、第四讲、第七讲和后记；刘进华、谢玲：撰写第
一讲、第十四讲，并参与统稿；廖顺洋：撰写第八讲；闫新：撰写第二讲；潘利天：撰写第五讲、第
六讲；王惠民：撰写第九讲、第十讲；李娜：撰写第十三讲；刘艾琳：撰写第十一讲；毕晓喻：撰写
第十二讲。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书中所存在的缺漏之处，恳请专家和广大同学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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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系列教材:大学影视鉴赏》是“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系列教材”之
一的“大学影视鉴赏”专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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