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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蒙太奇学派要用蒙太奇把人们引向充满理性光芒的意义世界；写实主义者则认为电影可以帮助我们在
越来越抽象的现代世界中回归到具体的经验现实。
 　　作者论问题显示了电影这门后来艺术与传统高级艺术之间的暧昧关系。
推动讨论的是几千年来镌刻在“艺术家”头衔上的神奇光环，还有工业化的电影生产流程所导致的反
向推力。
 　　结构主义者对文本生产过程中个人创造性的忽略有效突出了支配性的叙事语法的作用。
电影符号学希望在电影中找到类似于语言的深层结构。
当这种探索超出文本的界限，它就被理解为一个显现意识形态运作和男权主义踪迹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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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欣，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博士。
1997年至2005年在台州学院中文系任教。
2005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其间曾在《电影艺术》等刊物和报纸发表《
：正在消失的彼岸》、《叙事的意识形态分析》等论文和学术评论十余万字。
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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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写实主义来说，最为关键的是电影感知提供了一种以往的艺术门类所无法提供的与日常生活
感知几乎完全相同的艺术感知形式。
在柏拉图的世界观念模式中，在人类文明走向现代越来越趋向于理性化的现代背景下，这种日常生活
感知经验由于其与现象层面的密切关系而受到漠视。
写实主义者普遍地认为电影这种新媒介身上的新品质无疑可以提供一种向现象回归的方法和途径。
　　巴赞在这种艺术感知形式中找到了被剥夺掉的观众感知和意义建构的自由和民主形式。
特别是蒙太奇学派对电影形式进行了科学主义化的组织，这使得电影画面的意义建构变得过于精确，
导演的理解被专制地强行灌输给观众。
电影的形式构成没有了现实生活中的多义和暖昧，观众对人物和事件没有进行自由的组织和意义选择
的权利。
克拉考尔则是在这种艺术感知形式中找到了摆脱现代人在过于组织化、科学化的社会系统下的异化状
态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把电影当作了一种宗教式的救赎力量。
　　就这一点来说，蒙太奇学派确实强调的是对材料进行处理过程中的变形效果，这可以说是形式主
义的陌生化理论延伸过来的，它使得作品以及观众在对于作品的接受过程之中超越日常生活经验。
他们通过一系列电影化的手法，大量利用大特写、利用快速的镜头剪辑使我们远离日常生活经验，这
也是陌生化的功能之一。
“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这样的观念来自于利用文学和艺术的陌生化手段，使艺术对象从日常生活的
自动化序列中分离出来，从而使我们对它更为生动的、更为深刻的认识。
这种提法隐含着的是“石头”从一种艺术对象经过艺术手法的提炼，进而成为一个使我们对于艺术对
象本身产生全新认识的艺术形象的过程。
蒙太奇电影学派一般来说很少考虑到电影画面对摄影机前的原始物象之间再现关系，他们思考的核心
其实是已经拍摄好的胶片素材的处理，试图把镜头画面的形象序列转换成一种新的意义序列。
特别是在爱森斯坦的语境中，寻找超越画面形象性的理性力量的努力更为强烈和明显。
在很多时候，镜头往往被当作一个词、一个细胞来看待，是蒙太奇手法的基本素材。
这是艺术工具论影响下的干预生活的表现，它表现在艺术的目的上是利用艺术作品对于人的改造作用
，从而改变生活，在具体的作品中，则是把超越形象的理念笼罩于那些基本素材之上。
这种倾向在苏联特殊历史文化的作用下，在不同的电影思考者那里呈现出十分复杂的面貌。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影观念的生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