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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价值统一　　随着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的发展，人类在社会发展中的自觉意识不
断增长，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今天已经愈来愈凸显出来，成为人类不断赢得自由、获得全面发
展的重要基础，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价值判断和追求，形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和尺度
。
人类活动的各种成果都内含着以人的情感、心理、观念、精神、理性为标志的文化，表达了不同的人
生生存状态与感受，传递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内心的冲突与和谐，交换了不同文明成长过程中
的融合与宽容。
人类社会通过文化传播着各自的理念内涵、交往方式、价值构建、生活图像，形成了和而不同的多样
性文化生态，为现代化的多样性社会发展模式提供了文化保障和精神基础。
只有实现综合性的社会发展，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才是科学的发展。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致力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社会发展研究成为热门的课题。
各门具体学科介入社会发展研究。
社会发展理论是探讨社会变迁的规律性及其具体表现形式的学说。
广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关于社会发展的研究，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
一般规律性。
狭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又称“发展社会学”，特指社会学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主要探讨社会发展的
现代化理论、模式、战略及具体政策，先后形成三个主要理论派别：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与世界体
系论。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提供了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依据的关于人类社会的
科学图景。
针对当代社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指导我们考察和分析当代社会重大问题
的科学方法论和理论研究指南。
中国共产党人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
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对于人类发展观念的一大重要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
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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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影像理论的文化阐释》是一部融技术性和文化性于一体、专业性极强的理论研究成果。
本书以影视艺术为背景，以影像为关注点，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视角对影像做了系统的阐释，能够帮助
读者走进色彩斑斓的影像世界。
作者不仅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而且从事影视作品的创作，这决定了本书内容的系统性、专业性和创
作上的指导性。
同时，本书内容是在多项课题的支撑下完成的，这保证了本书的理论性和前沿性。
　　本书的读者对象主要是高校的学生、教师和从事影视艺术研究的理论工作者。
本书可以作为高校影视艺术专业本科牛和研究牛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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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理论 第六章 虚实世界中的影像 　第一节 对“蒙太奇”和“长镜头”的理论辨析 　第二节 影像的神
话意指 　第三节 “虚”与“实”的影响要素分析 　第四节 蒙太奇是一个复合概念 　　一、蒙太奇是
镜头剪辑的方法 　　二、蒙太奇是镜头组接的方法 　　三、蒙太奇是镜头的冲突 　　四、蒙太奇是
处理现实的方法 　　五、蒙太奇是模仿观察者注意力的方法 　　六、蒙太奇是电影的特殊手法 　　
七、蒙太奇是动作的分解和组合 　　八、蒙太奇是时间造型的手法 第七章 影像的民族文化特征 　第
一节 汉语言文字的艺术思维特征 　第二节 民族艺术中的“象”意识 　第三节 中国影像的诗意结构 　
第四节 民族艺术特征的影像转换 　第五节 民族文化影像与人类共同话语 第八章 影像思维与影像创作 
　第一节 影像思维的基本内涵 　第二节 叙事与经验修正 　第三节 影像思维与影像结构 第九章 自我
诠释世界中的影像 　第一节 故事是想象世界的叙事文本 　第二节 影像创作源于创作者的文化反思 第
十章 技术世界中的影像 　第一节 科学技术的催生子弄科学技术之潮 　第二节 科学技术拓展丁影像创
作空间 　第三节 真实与虚拟的效果对比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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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影像的基本定性　　摄影创造有意味形式的方法，就是简化对象复杂的外部形式结构，把
那些具有意味性质的造型元素，用摄影手段给予突出、夸张、变形，排除那些不相干的形式元素。
形式越简化，意味越鲜明。
简化不仅要去掉不相干的细节，还要把剩下的元素加工改造成有意味的形式。
不相干的细节包括没有必要的摄影技巧的运用，它会影响意味的透明度。
简化的结果必然使表现形式脱离再现形式，其差距的大小决定意味色彩的浓度，即画面表象对原物失
去“忠实的”再现时，其形式意味更鲜明，爱因汉姆因此说：变形是影像表达意义的手段①。
　　影像传达情感和信息，是通过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进行的，是通过影像的各个部分表现
出来的。
首先是由影像再现实体的内容完成表达情感和信息，即由影视艺术的故事情节、人物动作、表情等引
起观众思考和情感的共鸣；其次是利用“有意味的形式”表达情感；最后是利用影像造型元素构成的
意象表达情感和观念。
　　影像具有再现与表现的双重性格，影像与实体是再现性关系，影像是实体的再现物，实体则是影
像再现的客观内容。
影像与表象是表现关系。
　　自然物体是存在于三维空间中的，而画面中的影像却只能是二维空间，以平面表现立体，改变了
物体的自然形态；客观世界是一个系统的存在，任何物体都存在于一定的“关系”之中，而画面中的
影像却切断了物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联系，成为一种“孤立”的存在；画面色彩与自然色彩是有所区
别的，即使是现代工艺，也无法“绝对”地再现出自然的原色，只能表现出一种“假定性”的色彩。
　　影视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精心创作出来的，是一个“高”于生活的过程。
生活素材的无序状态，被艺术家“有序”地结合起来，并且对人物与细节都进行了“典型化”的改造
。
其原型的意义也是相对的。
最近推出不少历史片，其人物在历史上是实有的，但不是具体原型的再现，而是艺术典型化后的产物
，已经被艺术家的主观认识重新塑造，将“逼真性”融入“假定性”。
至于“戏说”历史剧，其“假定性”的程度更难以界定。
　　当然，在影视艺术中确实存在着“照相的本性”，但它不能代替“艺术”的本性，两者是辩证统
一的。
对任何一个方面进行唯一性的思考，都是不利于影视艺术健康发展的，也是背离客观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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