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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之目的在于将读者引入电影的美学世界，主要适用于除了观影经验之外没有任何电影专业知
识的读者。
当然，本书的某些部分也适用于有一定电影基础的人。
我们的目标是将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考察其各个基本方面。
　　强调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我们就必须忽略这一媒体的其他方面。
电影工业的记录、电影摄制的指导、电影的社会历史研究，或者电影作为一个大众媒体对社会文化的
影响等，这些都是研究电影的重要方面，需要单独的书做专门介绍，而本书主要考察电影媒体对观众
所产生的艺术经验，这种经验同绘画、雕塑、文学、戏剧、建筑或舞蹈等艺术所激发的东西密切相关
。
　　写作本书之前，我们试将读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电影感兴趣的普通读者，他们想对相关知识
稍作了解；第二类是正在修习电影欣赏、电影概论、电影批评或电影美学等课程的人，对于他们，本
书可作教材之用；第三类是对电影有过更为深入学习的人，他们将在此书中发现一些电影的基本条目
概念，及深入研究的建议。
　　从结构上看，本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途径。
此类书籍的写作也可以对当代所有相关研究作一总结，但我们认为这样做有折衷主义之嫌疑。
而本书的方法是一步一步地从逻辑上引导读者进入电影美学世界的各个方面。
因此，强调电影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十分重要。
观众经验的是整部电影，而非零星片段。
如果将某一部电影作为研究对象，我们需要一些途径去理解它。
本书选择的途径是将电影作为一件人造物品：通过一定方式摄制，有一定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存在于
历史当中。
读者可以通过一系列问题了解这一方式：　　一部电影是如何产生的？
将电影理解为一种人造物品，我们就应该首先看看人们是如何将它创造出来的，因此，第一项研究是
电影制作，通过制作阶段之后会产生何种类型的影片？
本书第一部分还将考察电影的不同类型（type）和类型片（genre）。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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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是一本在西方国家十分畅销的电影教科书，美国许多大学的传播
系均以此书作为教材。
例如，美国最著名的电影人才培养基地之一的纽约大学（NYU），就一直以此书作为必修课的指定教
科书，用来整合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学生对电影的统一认识。
本书主要考察电影媒体对观众所产生的艺术经验：一部电影是如何产生的；整部电影是如何运作的；
如何进行电影批评；电影艺术如何在历史中发展变化。
本书配有大量的图例，很少使用“剧照”，大多数照片都是电影底片上放大出来的，来自35毫米的电
影拷贝，避免了剧照和电影成片中的影像不相符的问题。
该书的作者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传播艺术系教授大卫·波德维尔博士（David Bordwell）和克莉丝汀·
汤普森博士（Kristion Thompson）。
波德维尔教授曾有多部电影学著作出版，并写过许多相关文章。
其中包括研究中国电影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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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大卫·波德维尔（DavidBordwell，1947年7月23日出生，美国当代电影理论家和作家，为威斯康辛-麦
迪逊大学（UW-Madison）传播学院退休名誉教授，目前仍担任法国电影资料馆（Cinemath
èqueFran&ccedil;aise）的顾问。
著有《世界电影史》、《电影风格史》等重要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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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电影制作　　我们都知道，电影像建筑、书籍和交响音乐一样，都是人类为了某种目的而
制作出来的人工制品。
电影新闻节目和有线电视节目则是通过片头片尾的字幕来显示各个部分生产的细节，以及荧屏背后剧
组演职员们的工作情况。
然而，当我们坐在黑暗的影院观看一部引人人胜的电影时，我们会发觉自己很难想到所看到的并不是
鲜花、星辰那样的自然物，电影的魅力如此强大，以至于它让我们忘记了电影是人工制造的。
对电影艺术的了解，应建立在这种最基本的认识上，即：一部电影是由机器和人类共同完成的产物。
　　电影制作中的技术因素：观赏一部电影不同于欣赏一幅绘画、一出舞台表演或者一张幻灯片，电
影呈现给我们的是有运动幻觉的影像，是什么使人产生这种“活动画面”的感觉呢？
　　对于电影来说，一系列影像必须被快速而有序地呈现出来。
机器使每个影像停留很短的时间并在影像间穿插短暂的黑色间隔，如果同一物体其差别微小的影像在
这种情况下呈现出来，观众在观看影片时，就会在生理及心理上产生一种影像在运动的幻觉。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们有这样的幻觉呢？
在19世纪，一些理论家曾提出“视觉暂留作用”的概念，正是由于这种现象，影像在消失后还会在人
的视网膜上停留片刻，但仅此还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所看到的是运动的而不是连续静止的影像。
20世纪的研究表明问题其实更加复杂，我们仍无法肯定电影是如何制造动感幻觉的，但至少人类视觉
系统的两个特征与之有关。
　　其一，被称为连续频闪的融合现象。
这个术语用来描述灯光闪烁次数增加后的结果。
在电影放映过程中，如果光柱每秒闪烁超过50次，观众再也看不见跳动的光柱而只产生连续不断光束
的幻觉。
通常电影的摄影和放映速度是每秒24格。
当一格新画面进入位置时，及其在快门中停留时，放映机快门就分别射出一束光。
因此每格画面实际是被两次放映到屏幕上，这就增加了光线在频闪融合临界点的闪烁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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