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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电影的特性、元素、思潮、理论等方面对电影、电影学作了系统的阐释。
作者在本书中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电影艺术创作实践的各个领域，力图建构起某种有中国特色的电影
语言学体系。
作者基于本世界中后期兴起的电影体系，对电影的范畴、方法提出了较有独特性和独立研究见地的理
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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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论　电影是什么　　第一节　电影是20世纪科学技术的产物　　电影是科学技术的产物，是20
世纪科学技术的产物。
电影发明于20世纪绝非偶然。
可以这么说，没有18世纪的产业革命，就不会有电影的发明。
试看，电影摄影机和放映机中间歇运动部件的构造原理，和机关枪、缝纫机的机械原理是一样的；电
影企业的生产模式和工业生产的生产模式也是一样的；它还具有工业产品的销售模式：批发（发行）
与零售（放映）；机器设备的生产就是工业生产；电影的发展又像工业那样，是朝着小型化、轻便化
、分散化和个人化的方向发展；电影是集体发明的。
这也正是20世纪科学技术发明的特点。
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发明不是凭借个人的才智或偶然性所能办到的，它依靠的是有目的的设计与实验
。
电影的发明也是如此。
　　还需要明确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电影的发明过程中，前前后后的许多发明者并非想发
明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甚至没有预料到它会成为一种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工具。
不论是爱迪生、卢米埃尔、格林，都只不过是想设计出一种能够纪录客观世界的连续运动现象的机器
。
电影这个科学技术产物仅仅是作为一种视觉运动的纪录玩具而问世的。
难怪发明家卢米埃尔认为电影是没有前途的发明。
但是，当它诞生之后。
人们在摆弄这个玩具时，发现它不仅能纪录一个简单的动作，而且可以纪录有含义的事实、重大历史
事件，还可以通过纪录手段来叙事，由此就被纳入人类交流思想感情的语言符号系统的范畴之中了。
而且在当时，电影像其他艺术一样，是单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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