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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电影艺术比起世界先进电影国家是落后的，其电影艺术理论也相应薄弱，但毕竟有其自己的历史
起点和逻辑起点。
20世纪30年代，中国介绍了前苏联学派的爱森斯坦等人的著作，特别是普多夫金的电影理论，也介绍
了德国的爱因汉姆的理论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和日本的一些学者的电影观点。
这些对外国电影理论的“引进”工作，拓展了中国电影理论研究的视野。
    本书通过对中外电影艺术理论的透析，论述了电影美学与文化学，电影思维的特质与审美救赎作用
。
主要内容包括：电影思维运作的基本实体、电影的形式主义、电影的纪实美学、摄影机眼睛、西方理
性化进程对诗性思维的威胁及其后果、形象在传播媒介史上的失落与重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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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兆耀，1972年4月生，江苏连云港人。
文学博士。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员，江苏传媒艺术研究会理事。
曾在《当代电影》、《艺术百家》、《江苏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电影的假定性思维》、《论爱
森斯坦的理性蒙太奇》、《本土体验与镜像突围》等论文2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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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任何电影都以逼真的影像为基础，都表现出艺术家的选择与创造，以此为基础，电影呈现出两种
显著的风格。
可以说是电影延伸了绘画的两种倾向。
巴赞认为声音的出现不是把电影艺术的两个迥异的方面截然割开的美学分界线。
电影发明过程中的所有决定性阶段和设想，都是在技术条件尚未齐备时就设想完备了。
“从1920年到1940年期间的电影分为两大对立的倾向：一派导演相信画面，另一派导演相信真实。
”①“画面”在这里特指造型倾向、蒙太奇和添加的成分。
这两种风格一直伴随电影的历史。
克拉考尔有一个被人们广泛引用的一个类似论断：电影在其摇篮时代就显示了它的两种潜在的趋向：
“现实主义的倾向和造型的倾向。
”⑦它们的始祖是卢米埃尔兄弟(严格的现实主义者)和梅里爱(自由发挥艺术想象、把电影当成魔术的
人)。
萨杜尔也曾说，从卢米埃尔兄弟和梅里爱开始才展开一场对立性的竞赛。
前者的例子有：《火车到站》、《土地》、《偷自行车的人》(1948)、《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等
；后者例子有：《月球旅行记》、《卡里加里博士》、《大都会》等。
克拉考尔倾向于现实主义，认为电影是唯一能接纳大量现实景象而又保持其原形不变的艺术，它与小
说、戏剧表达人类心灵不同，它表现的是生活的动态，自然界和它的现象。
它当然要对这些现实景象进行处理，不过这种处理始终是一种照相式的处理。
他认为电影出现后的历史是卢米埃尔兄弟的“写实倾向”对梅里爱的“造型倾向”的理所当然的胜利
。
电影后来的发展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标准银幕到宽银幕以及高保
真音响的出现，所有这一切等已经逐步地使电影复原更多的现实。
巴赞不以有声为界来划分电影史，而以1940年左右奥逊·威尔斯的影片为界，认为电影把原来真实的
美学倾向逐渐发扬光大，出现了新的风格。
巴赞看中的银幕画面与客观现实严格符合的影片还有斯特劳亨、让·雷诺阿、罗伯特·弗拉哈迪、德
·西卡等人的作品。
在此基础上，与此相关的是，经典电影理论中出现了两种倾向，安德鲁斯在《主要电影理论》中，把
它概括为形式主义(指注重形式实验，与我们通常作为贬义词使用时的含义不一样)和写实主义。
布·汉德逊在《电影理论的两种类型》中说：“已经得到发展的电影理论有两类：局部一整体理论与
真实的关系理论。
前一种的范例是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的理论，它们所涉及的是电影的局部一整体之间的理论；第二种
理论的范例是巴赞与克拉考尔的理论，它们所涉及的是电影与现实的关系。
”①究其实，重视真实性和表现精神实在，这两种理论不是不可结合的。
艾·卡斯比埃认为追求真实和追求形式的两种倾向是可以结合的。
马斯特认为克拉考尔列举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品都会有一个与梅里爱的影片所共有的元素：它们都描
述了一系列虚构的，经过搬演的人间事件；这些事件都以物质的现实为背景，因为唯有这样电影摄影
机才能把它们记录下来。
它们是亚里士多德所称的‘对人的行为的模仿’而非真实的人间事件的记录。
它们是虚构的”②。
克拉考尔缺乏电影发展的历史意识，在提出和应用自己的批评标准的时候轻视类型的差别，而且偏执
地把电影现实主义推向极端——物质现实的复原。
巴赞虽然没有克拉考尔偏执，但是他重视长镜头和景深镜头的真实性。
他担心的是如果艺术影片过分逼近现实，它就会变成现实，而丧失艺术属性，电影最终改变了生活。
因此，他认为一部影片应当是生活的渐近线——它逼近现实，但永远不会等同于现实。
尽管电影的确存在写实和造型两种倾向，但是这两者不一定是或始终是不协调的，水火不相容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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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有互相矛盾的地方，也有不矛盾以及相辅相成的地方。
逼真的影像是所有电影的基础，形式主义倾向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P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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