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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写给大学生阅读的关于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基本知识的书。
书名《大学影视》，实为简洁计。
而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虽同为血缘关系相近的姐妹视听艺术，但严格说来，却是两门各具美学特征
的不同艺术样式。
要科学地掌握两门中有异的姐妹艺术学的基本知识，就必须分开来学习和研究。
因此，本书明确地划分为上篇“电影艺术”与下篇“电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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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固定镜头是指在摄影机机身和机器位置都不变的条件下进行拍摄所得到的一组画面。
默片时代的影片因为受摄影机等技术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都是以固定镜头拍摄的。
但在现代电影中，这种固定镜头的使用往往会产生出一种象征意义，因为由于镜头长时间不动，就会
产生一种静默与凝视。
在我国“第五代”导演的影片中，这种固定镜头就占绝大多数。
在陈凯歌的《黄土地》里，这类固定镜头运用得非常多，固定镜头在这里形成一种封闭的空间，让时
间在无法忍受的静寂中无限地放大。
台湾导演侯孝贤在他的影片中也经常大量地使用这种镜头，如在《童年往事》中拍兄弟几个呆望着已
死在榻榻米上好多天的阿婆的镜头时，机位一动不动，如“禅”般的稳定与平淡。
当我们望着那镜头时，就感到时间极其漫长。
    仰拍镜头和俯拍镜头也是固定镜头里的一个变种。
这类镜头的作用我们应该都比较熟悉。
在“文革”期间，这类镜头在“样板戏”里经常出现，在表现英雄人物时，往往会用仰拍镜头来表现
他们的高大；而在拍摄敌方时，往往就会选择俯拍镜头，以表现敌方的渺小。
这是一种非常概念化的拍摄方法。
不过也由此可见，这两类镜头是比较具有象征意味的，能产生强烈的戏剧性效果和形式感。
因此在一些形式主义的电影中，这类镜头就会经常出现；而在一些现实主义的影片里，这类镜头就很
少出现。
    摇镜头是指在摄影机机位不动的情况下，只有机身作上下、左右、旋转等运动。
它最常用的作用就是逐一展示、逐渐扩展景物，产生巡视环境、展示规模、“跟踪”人物的行为的效
果，能够通过摇摄交待出在一个特定场合里人物的关系及人物和环境的关系，这种镜头是一般影片中
最常用的镜头之一。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通过剪辑而使画面的内容发生变化，因为摇拍是在不中断时空的前提下于一个镜
头内完成的，因此它比剪辑更能表达空间的真实性。
    例如，希区柯克的影片《后窗》里的第一个镜头就是一个摇镜头：镜头先从窗外的那些邻居家开始
，逐一地展示了后来在故事里出现的那些邻居，然后镜头摇到杰夫那汗水涔涔的脸部，又摇到他那上
了石膏的脚，接着镜头继续摇向杰夫的家里，我们看到了一架损坏了的照相机和一摞杂志，在墙上又
可看到几帧赛车的照片，其中有一幅的赛车正在翻车，朝着镜头冲来。
从这一组摇拍的镜头里，我们知道了故事发生的地点，主人公是怎样的人，他的职业是什么，他发生
了什么事。
这个摇拍镜头是经典的。
希区柯克谈到这个镜头时说：“在电影中，为了叙述一个故事，就要这样运用电影手段。
我更感兴趣的是，如果有人问杰夫：‘你怎么跌断腿的？
’杰夫回答：‘那是我给行驶中的汽车拍照，忽然一只车轮飞了出来，正好击中了我的腿。
’⋯⋯这将是平平淡淡的一场戏。
我认为，一个编剧最大的过失便是当人们谈起困难时，他却用以下的话来回避问题：‘我们用一句对
话不就解决了吗?’对话作为人物嘴里发出的声音，不过是许多解决办法中的一种，而人物的动作和目
光则可叙述出一个视觉故事。
”   推拉镜头是指在机位和摄影机都不动的情况下，利用摄影机镜头的变焦特点，使观众产生视线前
移或者后退的感觉。
如摄影机镜头从短焦距逐渐调到长焦距部位，利用摄影机镜头的光学原理，把远处的景物或人物“推
”到观众的面前，使得观众有视线前移的感觉，就是推镜头。
相反则是拉镜头。
推拉镜头常用来表现人物的主观视点，用以表现进入或退出某一场景的感觉。
有时推镜头用来强化剧中某个人物或者某个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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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侦探片中，发现尸体或者隐藏的罪犯时，导演和摄影师往往就用推镜头来加以强化。
同样地，拉镜头是展示以前未知的东西而使人物(以及观众)感到出乎意料的一种有效手法。
随着摄影机的后退，展示出某种令人吃惊的东西，某种原来画面中没有的东西：例如在战场中，随着
一个主人公的视线，镜头逐渐拉开，从而逐渐地将横尸遍野的战场展现出来，以达到一种出人意料的
恐怖效果。
    推拉镜头最通常的用法之一是突出心理的揭示而不是具体物体的揭示，摄影师把镜头缓缓地推近一
个角色，就仿佛接近了某种有决定意义的东西。
镜头的运动仿佛是给观众一个信号，表示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某种重要的事情。
①美国导演奥立弗·斯通在他的影片《天生杀人狂》和《u形转弯》里就大量地使用这类镜头，以揭
示罪犯内心的那种狂躁及与现实的强烈对抗，使得影片极具主观化色彩。
但由于这种镜头的效果是通过摄影机镜头的焦距变化而得到的，它具有很强的机械特点和人为特点，
因此，要是没有目的地滥用这类镜头，就会使影片显得虚假。
这种教训在我国新时期电影中就有很多。
那时的电影刚刚从“四人帮”的禁锢里解放出来，电影导演和摄影师对电影的许多表现手法十分好奇
和热衷，以至于达到了没有心理依据而滥用的地步，如滥用推拉镜头。
在当代电影中，创作者已经对这种纯机械的推拉镜头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一般已很少在影片中使
用。
    移动镜头是指摄影机沿各个方向作移动所拍摄的画面。
1896年法国人普洛米奥在威尼斯的游艇中受到启发，设想用移动的电影摄影机来使不动的物体发生运
动。
在20世纪20年代，茂瑙、杜邦等德国导演为了达到心理上和主题上的效果而开始在拍摄中间移动摄影
机，从而在镜头中传达出许多精细微妙的东西。
由于移动镜头能较好地展示环境，表现人物，又是获得长镜头的一种手段，因此，移动镜头是电影摄
影的重要造型手段。
它可以丰富画面的表现形式，创造具有电影特性的造型形象。
移动摄影主要有四种类型：摄影车拍摄(以轨道拍摄为主)、升降拍摄、手提摄影机拍摄和空中拍摄。
    电影中最常用的移动摄影就是摄影车拍摄，它主要是以一种专门为电影摄影生产的轨道车来完成的
，这是传统电影使用得最为普遍的手法。
它最重要的作用是在人物按某种方式运动时，能始终让人物留在画面内，如在人物的奔跑和行走中，
摄影机始终跟着人物，能尽最大可能保持住人物的情绪并使得时空得以连续。
著名的例子是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的干将弗朗索瓦·特吕弗拍摄的影片《四百下》的结尾的一个镜头
：孩子们在拘留所里踢足球，突然之间，主人公安托万从球场里冲了出来，奔向篱笆，从一个洞里钻
了出去，警笛响了，一个看守追着安托万⋯⋯这时，特吕弗用了一个移动拍摄的长镜头，安托万不停
地跑着，跑着⋯⋯摄影机在侧面跟拍．孩子跑过农舍，越过田野，经过灌木丛边的空房子，却没有遇
见任何人。
安托万完全是孤独的，最后他跑到了海边。
在拍摄环境时，移动的镜头能烘托出环境的气氛。
摄影机一直跟着，安托万跨进了海水里，突然，安托万转身回到岸边，镜头对准安托万推去，镜头这
时突然定住不动，成为定格。
全部的动作(人物和摄影机)终于停止了。
安托万陷入了困境，这时，他回过头来，他的目光和我们相遇。
这个镜头是电影史上最让人萦怀的镜头之一，而这个长长的移动镜头把安托万那孤独与反抗的情绪一
直保持至终。
    移动镜头在环境方面，也可以创造出一种非凡的气氛，而那种飘移的运动感又使得镜头具有一种神
秘的主观感觉。
黑泽明的影片《罗生门》无疑是这方面的典范。
黑泽明在《罗生门》里采用了始终变幻不定的摄影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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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拍摄的那些穿越森林的出色的移动镜头在世界电影史上都是经典的：在这以前，从来没有一台摄影
机能如此迅速而又巧妙地移动。
在这部影片中，移动镜头在这部影片里起到了把四个叙述连成一个整体的作用。
飞速移动的摄影机在影片里形成了极度激动的情调，这种情调同每个叙述人那动荡的心态紧密相连。
因此，移动摄影所创造出来的风格成了《罗生门》整部影片的风格。
在1951年威尼斯电影节上，正是这一系列的移动摄影使得影评家们大吃一惊，也使黑泽明一举成名。
同样因为移动摄影而决定的影片风格的例子还有意大利导演费里尼的《八部半》。
    如今由于摄影机的轻型化，使得移动摄影不需要移动轨道，而能在任何运载工具上得以实现，如在
汽车、火车甚至自行车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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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这是一本写给大学生阅读的关于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基本知识的书。
书名《大学影视》，实为简洁计。
而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虽同为血缘关系相近的姊妹视听艺术，但严格说来，却是两门各具美学特征
的不同艺术样式。
要科学地掌握两门同中有异的姊妹艺术学的基本知识，就必须分开来学习和研究。
因此，本书明确地划分为上篇“电影艺术”与下篇“电视艺术”。
    上篇由电影学硕士、剧作家陈育新执笔，下篇由我国培养的首批电视艺术学博士杨少波执笔。
全书名义上为我统稿主编，买际上我不过是第一读者。
但全书的体例和思路，却是三人共同智慧的结晶。
细读本书，不难发现：这上、下篇的论述方式和文风都颇不一致。
这倒是我有意为之的。
其缘由，一是因为电影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原本就是两门学问，没有必要追求这种“一致”；二是因
为保留两位年轻而有才气的青年学者从思维方式到文风的个性色彩，可能更能适应当代大学生读者的
阅读口味，也能使全书更具活力与灵气。
倘让我这位在生理年龄上已“知天命，，而在学术年龄上却至今周身是“惑”的“研究生导师”，用
拙笔来“修理”一番，兴许“一致”倒“一致”了，但个性、活力与灵气却丧失了，那么，岂不干了
一桩可笑而又可恶的蠢事，令人痛哉而又惜哉了。
    现在看来，上篇由于执笔者研究过电影艺术发展的百年历史，又亲自写过几个较有影响的影视剧本
，还当过获奖片的导演，因此，能熔历史叙述、编导要领、作品鉴赏、理论批评及摄影剪辑于一炉，
娓娓道来，叙议结合，较全面也较深刻地讲述出电影艺术学的基本知识。
且于中外编导、中外电影作品的比较分析之中，不乏独到的启人心智的新鲜见解。
下篇执笔者对文学、美术、音乐诸方面都有较广泛和较扎实的学养，因而，相当机智地站在上篇论述
的基础上，以较优美、潇洒、灵动的散文笔调，聪明地回避了影视艺术之“同”而抓住两者之“异”
，神思驰骋，妙笔生花，深入考察了电视艺术与文学、音乐、戏剧、电影艺术的渊源和联系。
显然，他的思维方式及文风都受到了《金蔷薇》的影响。
我很欣赏他把供大学生读的这样一本教材力图写成美文的有益尝试，并以为这会受到大学生读者们的
普遍欢迎。
    说到美学，自然想到美育。
新中国诞生以来，我们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才重新深刻地认识到蔡元培先生“五四”时期在北
京大学就力倡的用以代替宗教的美育对于培养现代化人才的重要意义。
就人的综合素质而言，德育、智育、体育当然重要，但美育却万万缺不得；而且，德、智、体三育之
中，都理应贯穿美育。
历史教训深刻而惨痛。
缺少美育的恶果，只消回忆一下“文化大革命”中种种毁灭人性、践踏人的尊严的丑行劣迹，即叫人
痛心疾首。
不仅如此，美育对于开发人的智力、激发人的创造活力、提升人的综合素质，都极为重要。
当代脑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说明，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不仅源于智商，更源于情商，且情商的作用决
不亚于智商；不仅源于左脑，更源于右脑，且右脑的能量大约为左脑的10万倍。
而美育对于开发人的情商和右脑智能，至关重要。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影视文化在美育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
凸现。
甚至于可以说，尤其是电视文化，已经令源远流长的书籍文化失去了昔日的文坛霸主地位。
电视文化“君”临文坛，其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渗透性之强，已远非别的文化形式所能企及。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影视文化，尤其是电视文化，由于自身的大众文化属性和受制于现实经济因素，又面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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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媚俗思潮的冲击和影响。
如果对此有着明智而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理应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文化观、美学观指导下，
从丰富的中国影视艺术实践中抽象、概括、总结出具备中国特色的电影艺术学、电视艺术学的理论体
系，并以可贵的理论自觉使中国的影视艺术能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
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坚持在提高的指导下去积极地适应大众的审美需求
，坚持适应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文化素质。
反之，如果盲目媚俗从俗，那么，势必弱化、消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艺术精神，败坏大众的
审美情趣，其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重要的支柱之一就是靠极具东方美学神韵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
艺术精神。
惟其如此，首先在大学生中普及科学的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知识，以此为美育之重要一环，实在
是着意于久远的明智之举。
福荫所及，不独当代。
愿这本小书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
术学这两门新兴的学科、为当代大学生的美育，略尽绵薄之力。
                                                        是为序。
                                                        仲呈祥                                                       2000年4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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