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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是中国电影和电视迅速发展的二十多年，也是中国电影和电视学术研究迅
速发展的二十多年。
在这二十多年中，中国电影和电视的学术研究随着整个社会和影视创作的发展，其基本假设、重点、
视角和方法都在不断地拓展和深化。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从“文化大革命”极左政治中走出来的中国影视学术研究首先把电影和电视的
本体研究作为当时学术研究的重心。
其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是“政治规律不能代替艺术规律”，“电影和电视是有其自身规律的艺术表达
形式”。
在这一时期，电影界经历了电影的“戏剧性”、“文学性”和“电影性”问题的辩论，“长镜头”和
“纪实美学”的讨论，中国电影理论和“影戏美学”的讨论，以及80年代后期的“娱乐片”问题的讨
论。
期间还介绍和引进了许多西方现代电影理论。
电视研究也从传统的报纸和新闻理论中独立出来，注重于电视作为一种独特传播媒体的研究，关注电
视符号、具体的电视节目，以及电视传播过程等问题。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化的加剧，以及影视媒
体在当代信息社会中所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些新的问题，如产业化问题、市场运作问题、影
视如何建构文化认同的问题、后殖民问题、全球化问题成为了新的研究重点。
其研究的基本假设从“影视是一门艺术”不言自明地转变为“影视是一门文化产业”，并确认在当代
信息社会中“影视在塑造民族形象和建构民族文化认同中具有强大的功能”。
进入新世纪以后，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与时俱进，继往开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影
视文化成为了我们学术研究的总主题，它包含了本体论研究、文化研究、产业化研究和文化比较研究
等诸多层面，也更加丰富了当代影视研究理论的内容。
当代影视艺术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也使影视与中外各种文化及其研究命题互相渗透，进一步拓宽了我们
的视野。
　　在这种学术研究主题拓展的同时，另一个变化也在悄悄地发生，那就是：影视学术研究的主体从
原来大都附属于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逐渐转移到大学，并被越来越多的大学确立为一门正式的学科。
这也是影视研究和影视教学相融合，使影视学术研究向国际接轨的一个具体体现。
如今，各个专业和综合性大学的影视和人文系科的教师、研究生已经成为当代影视学术研究中的一支
重要的力量，并成为这一学科走向深入和持久发展的稳定而广泛的基础。
他们不但为我国的影视事业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生力军，并且也在影视学术这块土地上辛勤地耕耘。
本书即是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耕耘的成果之一。
它搜集和编辑了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的老师和研究生近年来的部分研究成果。
本书在编辑中把新时期以来影视学术所关注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为基本的框架，力图从各个不同侧面对
影视文化、影视艺术，影视的产业化问题等进行一系列探索，希望它的出版能为我们不断繁荣的影视
学术研究园地作出一份贡献。
也藉此抛砖引玉，并期待着影视界的各位同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使我们的学术研究能在更为开
放，更富有个性特色的学术氛围中，又上了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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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德国现代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切艺术都是语言，但它们又只是
特定意义上的语言。
它们不是文字符号的语言，而是直觉符号的语言。
”包括电影艺术、电视艺术在内的一切艺术所以也是“话语”，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语言”，就
在于这些艺术的媒介，诸如线条、色彩、图像、形体、影像、声音等，也都是信息载体，意念和情感
的物质性载体，思维的工具，又都具有传播功能，即具有类似语言的功能。
譬如，《战舰波将金号》(1925年)中接连闪现炮火里3个不同姿态的石狮子，形象地表达了面对沙皇统
治者的血腥屠杀，觉醒了的舰上水兵奋起反抗的涵义。
此外，在一定条件下，人类的自然语言乃至文字符号，也可以转化为一定形态的视听音像符号，形成
声画语言。
经过英国著名导演大卫·里恩的创造性劳动，狄更斯笔下那凭借语言文字铸就的小说作品《雾都孤儿
》亦可转换为通过影像和声音构成的银幕作品，与小说作品异曲同工。
    当然，所谓“某种意义上”和“特定意义上”，则表明电影能够成为话语、声画可以作为语言，必
须具有一定条件性和限定性。
《战舰波将金号》中石狮子的闪现，如果没有水兵们愤怒开炮轰击要塞司令部这一前提，这一语境，
并且如果不是依照睡狮、醒狮、吼狮的序列，而是相反，或者错乱开来，那么，它就根本无法确切表
达、或者表达的就根本不是水兵们觉醒、反抗之意。
《黄土地》开头，有一支娶亲队伍吹吹打打地远远走着、走来的三个大全景镜头及其后若干特写镜头
。
倘若仅此而已，那么只是八路军文艺战士顾青初到陕北的所见所闻，一个关于封建婚俗的电影叙事短
语。
然而，翠巧出嫁时，片中又一次复现这样三个大全景镜头及其后若干特写镜头，其顺序其构图又完全
雷同，前后呼应对照，其语意便穿透叙事的层面，获得隐喻和哲理的涵义。
它揭示了封建礼教与封建意识桎梏下的中国妇女周而复始的同一悲剧命运。
    电影中的影像画面和声音倘要构成“语言”，不仅须以必要的语境、语序和声画构造形式为条件，
并且须以此等条件符合某种领域、某种范畴约定俗成的规则为依托，从而形成传播与交流，并能在适
当范围为某一人群所接受，所读解，发挥类似人类自然语言的功能。
    语言总是在话语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被一定的人群、一定的集团不断复写、逐渐认同下，由言语
积淀而成。
蒙太奇作为电影特有的语言形式，一种原创性语言，同样历经了这种历史发展过程。
“最早的电影制作者对蒙太奇几乎是完全无知的。
”最早的蒙太奇因素即作为电影制作者的个人言语，乃是伴随卢米埃尔、梅里爱和乔治·阿尔培德·
斯密士等人诸如《水龙出动》、《水龙救火》、《扑灭火灾》、《拯救受难者》和《月球旅行记》以
及《祖母的放大镜》、《在望远镜中看见的景象》等影片的摄制，其影片内容逐渐丰富，表现力逐渐
增强，电影思维有了初步发展才得以萌发的。
而第一个把蒙太奇作为电影的一种创作元素、即语言元素的导演是格里菲斯。
他吸收先前各派和各个导演点滴的分散的发明，包括鲍特所确立的选择和连接分散的镜头以制成影片
的剪辑原则和一些基本的剪辑技术，如平行的情节结构和交替切入的手法，加以融会贯通，找到并确
立了蒙太奇语言法则，“促使电影语言向前迈出决定性一步”。
但是，由于他未能把蒙太奇条理化、理沦化，也就未能完全理解蒙太奇的基本性质和全部潜能。
终能自觉地认识并理解蒙太奇的重要性，并对此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的则是苏联的库里肖夫、爱森斯
坦、普多夫金等电影工作者与艺术家。
经过诸多国家、几代电影人的共同努力，借助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张扬与传播，才使蒙太奇既成为实现
镜头时空组接、剪辑从而构成影片整体话语的结构技术、技巧，又成为“从画面的联系中创造出画面
本身并未含有的意义”、借此再现或表现人类主、客观生活的特有技术与技巧，并形成自身契约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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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终至成为全球性电影语言。
    电影既然同照相、绘画有着血缘联系，电影艺术又是在各种艺术的交叉点上诞生的，因此，在电影
语言中占据相当比重的再生性语言，甚至连同原创性蒙太奇语言，均不同程度地分别借鉴、移植、融
合其他媒体语言或艺术语言，经过创造性地改造转换而成。
譬如，电影吸纳了照相与绘画的景框、形状、线条、空间位置、透视规律、动静变化、色彩、影调、
光效等造型语言元素和构图法则；借鉴文学语言的对比、排比、复唱、照应、比喻、象征手段和顺叙
、倒叙、插叙、连叙、截叙、补叙、跨叙、并叙、正叙、旁叙、详叙、约叙等结构形式形成相应的电
影蒙太奇与电影叙事结构形态，并且借鉴诗、散文、小说等样式形成诗电影(如苏联导演丘赫莱依的《
第四十一》)、散文电影(如伊朗导演阿巴斯的《橄榄树下》)、小说式电影(如丹麦导演拉尔斯·冯·
特里尔的《破浪》)等样式。
电影还借鉴和融合了戏剧语言中的化装、场面调度、情节结构原则，音乐话语及其节奏、旋律语言的
形象性与抽象性、再现与表现功能以及对位法则，电视的变焦镜头语言，等等。
正因如此，电影语言才有广阔的生存空间与发展天地。
    “海派”概念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
作为当时中国最具现代特征的城市，上海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成埠历史。
    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一直是西方列强意欲打开这片封闭大陆的突破口。
百多年来，这条海岸线成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西文明碰撞的前哨阵地。
虽然当时西方文明相较于中国文明显然更具有现代性，更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但这种文明优势并不
等于就能通过军事手段进行强制推行，进而顺理成章地替代当地的弱势文明。
文明的系统是复杂的，强势文明能否在短期内被有效的吸纳，还取决于弱势文明内部的机制，即双方
能否在一些方面首先找到对话的可能。
因此，西方文明几乎是在整个这条海岸线上尝试过登陆，但当时真正站稳了脚跟，并与本土文明发生
交融的，只有在上海。
    上海地处江、浙两省的交界处，面向大海，远离京城，与以皇权意识为代表的封建文化中心，保持
了一个适当的距离。
当时的江、浙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是经济轴心。
工商活跃，民风开通，可以说是自明末以来中国最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发源地。
江南殷实富商众多，几百年来业已在民间形成了一套能与封建文化相抗衡的前现代文化的雏形结构。
以财进阶，打破官宦系统重血统重科举的传统；崇尚个人奋斗，注重实利；淡化“农本”思想，抬高
工商阶层的社会地位，进而形成实业兴国的治世理念。
从今天散布江南的众多园林名宅中，我们可以看到商人们富甲一方的程度，尤其是一些陈设大气的九
进院落，在布局上敢于自比皇家，充分说明当时江南社会发达的商业意识与文化所形成的抗衡封建传
统的力量。
再者，为谋求更好的生计而离开土地移民城市，对江南农民而言不是一种“闯关东”式的被逼无奈。
许多有一技之长、头脑灵活的农民是为了去城市一圆他们的淘金梦。
这根本上是拜江南商业文化长期熏陶所带来的开通民风。
因而离开土地去城市闯荡，在江南农民的头脑中并不是舍本求末，不甚光彩的事情，反而是时髦与脱
贫的行为。
这就为上海这块“新大陆”提供了一大批素质颇高的城市劳动力。
这种种条件都是当时中国其他沿海地区所稀缺的，这些条件客观上形成了应和西方文明的土壤。
由之，上海自然就成了提供两种文明进行近身对话的规模最大、内容最彻底的绝佳场所。
    这批来自本土的移民不管出身富商或是农民，与另一批来自海上的移民一同，组成了这座城市的主
体人群，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稳定而体面的新身份——市民。
他们的思想方式与行为方式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与大交融的背景下，相互渗透，相互裂变，演绎着上海
成埠以来的历史。
在20世纪的初叶，激烈的文明冲突逐渐平静下来，沉淀出了以所谓“海派”文化意识为代表的中西文
明交融的成果。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世纪影视理论探索>>

应该看到，20年代出现的“海派”文化意识，只是两种文明越洋进行近身对话形成的初步成果，它的
核心在于确立了上海作为中国乃至远东地区现代化水准最高的城市。
这不光因为当时上海耸立起太多的西式建筑，有着流量庞大的西方人群；更在于上海的整体城市功能
是与别(其他中国城市)不同的。
它是作为一个彻底商业化的城市而出现的，彻底到了所有人似乎只为了一个目的而聚拢于此——赚钱
，其他都并不重要。
因而，这个中国的城市首次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作为现代都市所必需的文化特征——开放。
开放是现代商业赖以存在的基础，它奠基了这个城市的基本功能，同时也铸成了这个城市主体人群的
信条。
从本质上来说，20年代的“海派”文化意识就是一种现代市民意识的初兴。
它与中国其他城市中的传统市民意识发生了深刻的抵触，它淡化了政治形态、生活习俗、国籍人种等
多项在本土传统中不可被淡化的东西；同时又确立了平等竞争、风险投机、利益互信等多项本土传统
多有贬斥的东西。
于是，凝结成了“海派”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些品格特征，即反封建、反保守、重实利、讲责任。
当然，也由之蒙上了一层市侩气，即不重规矩、喜新厌旧、见利忘义、明哲保身。
这种文化特质，正体现了在当时城市总体物质水准还不高，中西文明对话还不尽深入的环境下，市民
意识在现代性上的拓进、局限与盲从。
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时尚的市井精神的崛起，毕竟是在封建余孽深重的华夏大地上，开了现代风气之
先；并且令我们感到兴味盎然的，是这种精神很快推动了一场始自20年代，鼎盛于30年代的文化改革
浪潮，尤其是使活跃于都市中的各种艺术样式，显得比之前更与这个城市的律动相合拍了。
    全剧之中，还有一条贯穿整个故事的隐含线索，即“一代豪门，金粉世家”由盛而衰的过程。
它展示20世纪20年代，一个豪门世家由盛极一时到“树倒猢狲敌”的过程。
一个大家庭内，形形色色的众人上演着不同的故事——纨绔子弟的游手好闲、富家太太的穷极无聊、
妻妾之间的争风吃醋、进步青年的求索上进⋯⋯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某些特点。
正是这一潜在的结构线索，保持和体现了原著的风貌。
    整部40集的故事，主干线索作为明线贯穿始终，次要线索与其交叉行进。
而隐含线索渗透在整个故事的发展中。
电视剧采取顺叙结构，故事进展与时间发展同步。
编剧刘国权等对叙事结构所作的改变，从总体上既保证了故事的顺利进行，又有利于镜头语言的表达
，还照顾到观众的欣赏特点，给电视剧的热播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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