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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世纪，当工业革命为人类带来新的能源-一电能，世界上的一切似乎都必须面临着一场革命。
首先是摄影术的发明对传统艺术技巧及观念所带来的冲击。
法国著名画家塞尚的《大浴女》打破了前辈对大自然的单纯模仿或再现的造型观念，以独创的艺术变
形和几何程式对“惟妙睢肖”“酷似”等传统审美观念发出了挑战。
也是在摄影术的基础上，伴随着现代电学、光学、化学和机械学的发展和应用，一种全新的“活动照
片”的艺术——电影应运而生。
1895年12月28号，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首次向社会公映了《工厂大门》、《火车进站》等十二部电影
短片。
这一天，后来被确认为电影的诞生日。
在传统艺术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之后，电影——这一现代新型科技艺术进入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
电影首先是科技发展的产物，是西方现代工业和科技发明的产物。
电影活动需要拍摄、胶片冲洗、放映的过程，而其中的每一步，都与19世纪的科技突破和发展有密切
的联系。
据电影史学研究，电影作为一种技术上的发明，从科学家的实验室走向企业家的放映厅，整整经历了
六七十年的时间。
电影发明的基本科学原理，是人的“视像暂留”原理的提出与论证。
“在我们眼前每秒钟以24格画面（从前是16格画面）的速度转动的影片，所以能给我们以运动的幻觉
，是因为反映在我们的眼膜上的形象不会立即消失的缘故。
”在17世纪，科学家牛顿首先发现了反映在人的视网膜上的形象不会立即消失这一重要现象。
1824年，英国人彼德·马克·罗杰特在伦敦公布了他的“视像暂留”理沦，由此打开了通向电影的道
路。
所谓“视像暂留”，即人的眼睛在离开所看物体后，该物体的视像在我们眼膜上会滞留约不到1秒钟
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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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影是活动影像的艺术，是人类古老的审美愿望与科学技术的结晶。
电影是一门艺术，但又是一门前所未有的、不寻常的新艺术。
“因为它同时既是技术的产物，又是人类精神的产物。
”（路易·德吕克1919年《电影及其他》）。
作为活动影像的艺术，电影具有独特的现代性，电影艺术突破了传统艺术的诸多美学原则，实现了多
样融合。
首先，是一门以科技为前提的艺术，电影的科技性不仅表现在电影诞生于科学家的实验室，诞生于现
代科技的条件下，而且表现在电影发展的每一历程，百年来电影从最初的机械玩具发展为成熟的艺术
，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再到高科技的数字影像。
其间，电影艺术本体的确立，电影艺术观念的成熟、艺术形态的演变和发展，无不包含着科技互动的
深广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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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格里菲斯与《一个国家的诞生》语言记录了人类自身，也创造着这个世界的意义，一门艺术
的成熟以其语言的自觉为标志。
人类在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中直观自身，达到人的主体性的自我实现，艺术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
一、电影之父一大卫·格里菲斯［生平与创作］大卫·格里菲斯（David WarkGfiffith，1875-1948
）1875年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的拉格兰基。
父亲在南北战争担任南方军队上校军官。
10岁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
格里菲斯由他的姐姐抚育成人，后者是一个小学教师，用菲薄的收入来养活这个人口众多的家庭。
时代与家庭的环境，使格里菲斯成为一个“谜一般带有几分悲剧色彩的人物”。
他热爱文学，曾立志当个作家，他的一生都保持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主义气质和诗意理想。
因家境所迫，格里菲斯从事过多种职业，当过售货员、消防队员、冶金工人、小报记者等。
1907年，格里菲斯进入爱迪生的比沃格拉夫公司当演员，他视其为羞愧的职业，起先用别名，后来才
恢复自己的真实姓名。
在当演员之余，格里菲斯也创作电影剧本。
1908年比沃格拉夫公司的名导演麦克·寇琼年老退休，格里菲斯接替了他的工作，成为导演。
同年，他执导了第一部影片《陶丽历险记》，描写一个小女孩被吉卜赛人拐走的故事。
格里菲斯并不熟悉梅里爱，但他说过一句至关重要的话：“我的一切应归功于梅里爱。
”“格里菲斯写过戏剧，也写过小说和诗。
他从自学中获得了相当广泛的文学修养，使他能够采取一些比较高尚的题材。
他东鳞西爪地从托尔斯泰、莫泊桑、杰克·伦敦的小说，丁尼生、勃郎宁的诗，安德烈·德·洛德、
弗朗索瓦·科佩的戏剧中吸取题材。
”正当电影初具雏形、向艺术发展的时刻，格里菲斯跨进了电影行业。
从此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电影“诗人”。
在他“广泛的文学修养”基础上，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成果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实现了电影历史上第
一次伟大的飞跃。
格里菲斯是个多产的电影导演。
他的早期创作（1908-1912年）以平均每星期两部影片的速度，为比沃格拉夫公司共拍摄了400多部30分
钟以内的短片。
拍摄短片虽然限制着格里菲斯才能的发挥，但却培养了他在很短的篇幅内进行叙事的能力。
这一时期，格里菲斯一方面进行他的技术实验，一方面又发现了许多有才能的演员，培养了丽莲·吉
许、玛丽·璧克馥、托马斯·英斯等一批早期知名电影演创人员。
在格里菲斯从事短片创作的几年里，美国电影企业中展开了一场独立制片反托拉斯专利公司的斗争，
这场斗争的结果导致了“好莱坞”的诞生，独立制片商们纷纷来到美国西部洛杉矶郊外的一个小村庄
。
1913年，格里菲斯受意大利巨片的影响，拍摄了长达4本的《伯吐利亚的裘迪斯》，为此，公司以浪费
为由撤消了他的导演资格。
格里菲斯便毅然离开了比沃格拉夫公司，告别了这个既垄断经济又垄断思想的托拉斯公司，带着他的
摄影师皮莱·皮采尔，明星丽莲·吉许等全套人马转向了好莱坞，投向了独立制片商。
他与独立制片商签署的头一份合同就是拍摄一部长片《一个国家的诞生》。
这部影片于1915年拍摄完成，影片长达12本，可放映3小时左右，由1500个镜头组成，耗资10万多美元
，是好莱坞推出的第一部高成本影片。
影片根据汤马斯·狄克逊的小说《同族人》改编，原小说附有：“三K党史话”标题。
改编后的影片仍然带有严重的种族主义倾向，影片上映后在美国引起了全国性的骚动和抗议，反响巨
大。
但影片同时也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影片上映一年的收入就超过了100万美元，而影片上映时间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电影名家名片二十讲>>

连续15年之久，有人估计这部影片所达到的纯利润总共有近2000万美元之多。
如乔治·萨杜尔所言：“1915年2月《一个国家的诞生》在美国上映的日子，就是好莱坞统治世界的开
始。
”电影是一种被文化和公众注意所决定的艺术，也是一种需要高额资本支撑的现代工业。
《一个国家的诞生》极其巨大的赢利，使年轻的电影工业开始觉察到它自身的力量，电影在美国开始
成为一种投资巨大的新兴产业，并逐渐发展成为能够与汽车和钢铁业相匹敌的垄断性工业。
并且，通过这部影片，美国电影在企业经营等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革，使好莱坞自此得以摄制一些比
意大利影片规模更大、更豪华的故事片，开始走上了超级影片和巨额酬金的大制片厂制度的道路。
1916年，格里菲斯将《一个国家的诞生》所得的利润全部用于拍摄他的第二部巨片《党同伐异》。
这是一部充满天才和狂热的影片。
影片片长3小时40分钟。
史书上说，他为了重现昔日巴比伦，竟然搭制了几千平方米的布景，城墙上可驰马车。
拍一个战争场面，雇佣群众演员1万6千人。
致使拍摄费用大大超支。
影片在商业上的惨败，又致使格里菲斯从此一蹶不振。
影片亏本达100万美元以上，这项债务由投资一部分的格里菲斯来负责偿付，据说，格里菲斯此后的毕
生精力都用在偿还这笔债务上。
他甚至没有钱把那座用木料和石膏搭建起来的巨大的巴比伦城拆掉，以致之后的十多年间，这座废城
一直屹立在好莱坞，成为历史上的古迹。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艺术上，《党同伐异》不愧为一部辉煌的杰作，“这部影片是格里菲斯艺术上达
到最高峰的标志，同时也是美国电影艺术达到最高点的标志。
”《党同伐异》的场面极为壮观宏大，结构也极富创意，影片以一个现代故事——“母与法”为核心
，并以另外三个时间、地域跨度很大的故事——“巴比伦的陷落”、“基督受难”、“圣巴戴莱姆教
堂的屠杀”为辅，开创性地构筑了一个由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四个故事交织展开的时空跳跃式
结构。
四个故事之间以一个母亲摇摇篮的镜头进行切换，借用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的诗句，使四个故事统一
在人道主义的主题下，各自从不同的侧面阐释了“人类从不容异己进化到互相宽容”的主题。
全片以人类的互相杀戮开始，以母亲终于解救了儿子结束，片尾是一组字幕：“博爱将带来永恒的和
平”。
格里菲斯称这部影片为“照耀人类各时代的太阳剧”。
他说：“我的四部分故事是交替着出现的。
在开始时，它们是四条分别从山上流下来的河流，它们分散地缓慢而平静地流着；随后它们逐渐接近
，愈流愈快，到最后汇成一股惊心动魄、情感奔腾的激流。
”当四个故事的救援开始后，作为切换标志的摇篮镜头消失了，影片开始频繁切换，节奏也紧张起来
。
正是这样，格里菲斯完全打破了古典戏剧的“时间、地点、情节”同一的“三一律”，使电影语言最
终与戏剧区别开来。
这部庞大的影片，正如人们在十年之后所说的那样，是一部“先锋派的电影”，而这点也正是它失败
的原因所在。
也就是说，这部辉煌巨片之所以在票房上失利，是根源于影片艺术上的“超前”，影片诸多的艺术创
新，已经大大超出了同时代观众的接受水平。
影片交错结构的标新立异，构思的大胆独特，移动镜头拍摄景物的美感，对剪辑、节奏的杰出运用以
及规模宏伟的群众场面，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艺术家，给予电影艺术发展以深刻启示。
《党同伐异》之后格里菲斯的重要作品还有1919年的《被摧残的花朵》、1924年的《阿美利加》
、1936年的《旧金山》等。
格里菲斯以其非凡的电影才能及自觉的艺术实践，把电影从戏剧中分离出来，并使其构成了自身独立
的艺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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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菲斯的这两部巨片《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党同伐异》更被称为电影艺术大厦的两块基石，甚至
被誉为电影的“圣经”。
电影艺术由格里菲斯开始。
［电影的“圣经”］语言是存在的寓所，语言记录了人类自身。
从这个意义上说，格里菲斯应该是电影的“诗人”，是电影语言学家。
格里菲斯的创作被视为电影的“圣经”，因为他最早意识到电影的组织方式，用自己的实践创造出电
影的“语法”，从而使电影成为一种可以按照规则无限创造的“艺术”。
（一）叙事电影观念的确立所谓叙事（narrative），在修辞意义上，是指某人在特定场合出于特定目
的向某人讲述某事的发生。
叙事的意义源于对故事（story）的讲述。
故事是人类叙事艺术的源头与内核，从神话、史诗、民间传说到小说、戏剧再到电影、电视剧，故事
是其延承发展的艺术内核。
故事在叙事文本中构成情节（plot）。
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中指出“故事是按其时序叙述一些事件，情节同样是叙述这些事件，但是重
点落在因果关系上。
‘国王死了，后来王后死于悲痛’则是情节，时序依然保留着但是其中因果关系更为强烈。
’，人类通过对故事的叙事来“讲述”世界，也通过叙事去“理解”世界。
故事在被阅读被欣赏的过程中，因为满足了人类对世界、对自我的理解和认知而带给他们审美的愉悦
。
电影是一种视觉表现的艺术，但同时又发展成为一种用影像讲故事的艺术。
格里菲斯将早期电影先驱者们有益的发明与创造融汇贯通于自己的作品之中，走上了一条与欧洲“艺
术电影”及后来先锋派电影不同的通向电影艺术的道路。
格里菲斯对于电影美学所作出的贡献，就在于对电影叙事形式和叙事观念的奠定和发展。
在电影史上，对电影叙事语言作出奠基性贡献的有两人：法国的梅里爱和美国的大卫·格里菲斯。
梅里爱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发现了电影叙事的可能性，给电影带来了故事，创立了戏剧电影。
但梅里爱的电影完全依附于戏剧，成为戏剧的附庸品。
格里菲斯并不熟悉梅里爱，但他说过“我的一切应归功于梅里爱”。
格里菲斯在梅里爱叙事电影的基础上，综合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成果并加以创造性发展，最终确立了电
影的基本叙事形式和叙事观念，创造了电影的“语法”，使电影成为一种新的艺术语言，进入早期成
熟阶段。
格里菲斯喜爱文学，他的大部分短片取自于小说、诗歌及戏剧作品，因此，他的电影观念是在梅里爱
戏剧性电影基础上，进一步运用文学的叙事观念，最终构成了经典电影情节剧的叙事模式。
爱森斯坦曾在他的著名论文《狄更斯、格里菲斯和我们》（《爱森斯坦论文选集》，中国电影出版
社1982年版）中指出：格里菲斯的许多电影发现和技巧，其灵感和想法都是来自查尔斯·狄更斯的小
说。
在文中爱森斯坦论证了小说对电影艺术发展的影响，论证了格里菲斯的电影叙事形式与狄更斯小说之
间的联系，并论证了格里菲斯电影语言与对苏联蒙太奇理论发展的影响。
叙事要求时间的延续性。
电影和文学同为时间艺术，两者都是在时间的流动延续和运动过程中来叙述故事、展开情节、表现人
物的。
克拉考尔在论及小说和电影的关系时说：“小说和电影中不同的时间处理，只是一种程度上的不同，
而不是本质上的差异。
”电影与文学在叙事上具有相似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都是时间性的艺术，都具有在时间的延续中塑
造形象的特点，正如埃·马格尼所言“电影和小说二者均为叙述作品，叙事有它自身的规律，与展示
的规律有很大的不同，它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延续性，小说的各种程式和电影的各种常规技巧大抵是为
了保持连续性才产生的。
”电影虽也是空间的艺术，但同时又是始终运动发展着的时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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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在时间延续中转换画面和镜头与文学叙事在线性的时间流动过程中组织词语、场景和事件有着许
多的相似性。
梅里爱的戏剧电影最本质的特征是按照戏剧的场幕结构剧情，电影如同舞台戏剧一般局限于时空的约
束。
格里菲斯对电影的贡献，在于令电影突破了戏剧式的时空局限，使数千年文学和戏剧一直在讲的故事
变成使人感兴趣的影像故事，使电影的故事成为在观念上和根本上都有电影特点的故事。
他自觉地运用电影的观念，创造性地将一系列电影摄制的技巧和方法发展为系统的电影观念，从而确
立了电影的叙事语言体系。
梭罗门在《电影的观念》中指出“即使没有格里菲斯，这些方法也很有可能成为摄制影片的标准方法
。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出于本能而成为电影天才的人，电影观念却可能永远不会得到发展”。
格里菲斯的电影表现了一种直觉的叙事感，如爱森斯坦所指出的，他同狄更斯有相似之处，他用文学
观念来充实电影感，扩大了电影的魅力。
（二）电影语言的自觉格里菲斯的创作被视为电影的“圣经”，这主要是说他在电影历史上的开创意
义。
真正的电影艺术就是从他的两部巨片开始的。
格里菲斯的巨大功绩在于他吸取了之前各派和各个导演点滴的分散的发明，加以融会贯通，组成一个
系统，并在自己的伟大实践中，系统构造了电影艺术独特的语言组织方式，创造出了电影的“语法”
，从而使电影成为一种可以按照其语法规则无限创造的艺术。
格里菲斯的贡献：1.改变了影片的构成单位，确立了电影结构的基本单位是镜头。
2.创立了多镜头剪辑组成一个场景的手法，充分运用景别和多变的摄影技巧。
3.发展了电影的剪辑技巧，也就是根据影片的剧情、节奏、速度和风格来选择和安排镜头的拍摄。
4.创造了平行蒙太奇手法，使紧密相连的动作得到更替出现，给电影带来了紧张效果和悬念，并开创
了被称为“格里菲斯的最后一分钟营救”的交叉剪接法，创造了特有的电影化时空。
5.发展了电影的导演技巧。
正是在格里菲斯的影响带动下，分镜头这一方法被电影家们接受，突出了导演的地位与作用。
电影开始逐步成为导演的艺术。
格里菲斯天才地意识到：电影是一种镜头画面的艺术，是一种新型的画面语言。
在格里菲斯的影片中，电影成为一种语言，它采用大量足以同文字语言相媲美的灵活而有效的表现手
段去叙述故事和传达思想。
格里菲斯使电影转化为一种有效的艺术语言，确立了自己的语法，有自己的单词、造句措辞、省略、
规律和文法。
电影艺术发展的历史可以看作是摄影机获得解放的历史。
格里菲斯在电影叙事语言上的独特表现，最突出的是特写镜头和远景镜头的运用。
特写镜头是电影具有的最奥妙的独特表现之一。
我们知道特写镜头并不是格里菲斯的发明，但他却最早地意识到这一镜头的特征是必不可少的电影化
的叙事语言。
摄影机的自如运用、景的不同表现、画面构图的艺术设计⋯⋯这一切使电影获得了区别于照相术的“
上镜头性”。
景的不同构成了“对现实真正的交响乐式安排”。
在格里菲斯的电影叙事语言的贡献中，不仅表现在他如何全面、系统、熟练地使用了从特写到远景或
是摇镜头和移动镜头等一系列的视觉镜头语言，更重要的是他“确立了以镜头作为电影时空结构的基
本构成单位”的原则。
这一原则事实上成为现代电影分镜头和剪辑的基础。
在格里菲斯的电影叙事形式中，还有许多非常重要的贡献。
比如他十分注重电影叙事节奏的表现，那个被称作“最后一分钟营救”的节奏性剪辑就是其中最好的
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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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通过剪辑所造成的节奏和速度，可以产生悬念和戏剧性，可以富有含义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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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电影百年绚丽的艺术画廊中，那些成就卓著、风格各异的名家名片犹如熠熠生辉的珍宝，以强大的
艺术生命力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观众，展现了“第七艺术”独特的魅力与特质。
《电影名家名片赏析》作为浙江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程之一，连续开设几个学期来深受大学生朋友的
欢迎。
本书是在多年讲授电影名家名片课程的基础上拟定和编写的。
书稿遴选出世界影坛最具代表性和恒久研究价值的二十位著名导演及其经典作品作为鉴赏和学习研究
的对象，全书以电影语言的认知为中轴，择取不同视角切人大师们的影像艺术世界，无论是影片鉴赏
还是理论认知，都致力于帮助大家陶冶性情，感悟人生，加深对影像语言的知性认识和审美体验。
同时，本书也可作为所有对电影艺术感兴趣人士的通识型教材，借助名家经典的解读培养电影“语感
”，获得对艺术影片的认知和阐释能力，提高人文艺术素养。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以及中文系领导和同事们的大力支持，浙江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
李海燕老师，在书稿的编撰过程中给予了热忱的指导，她仔细审读全文，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陈力君
老师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影像和图书资料，在此一一致以诚挚的感谢。
本书的序论、第一讲、第二讲、第四讲、第五讲、第十六讲、第二十讲以及附录部分由郑淑梅编写；
第十五讲、第十八讲由王国英编写；第三讲、第六讲、第七讲、第八讲由章露红编写；第十一讲、第
十二讲、第十七讲、第十九讲由范乔乔编写；第九讲、第十讲、第十三讲、第十四讲由叶蓉编写。
全书的体例和编写提纲由主编郑淑梅拟定并统稿，副主编王国英负责全书的校对审定。
因课时所限，对名家名片的选讲只能有所取舍。
希望本书能够帮助大家叩开电影艺术世界的一扇门。
去领略百年电影艺术的风云变幻，感受艺术巨匠带给我们的震撼、激励、启迪和思考；书中不当之处
，恳请专家、同行和同学们予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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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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