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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荟萃了本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梅内盖蒂教授对世界一百部经典影片的剖析。
作者是通过多年实践，发现了人的本体自在（In se Ontico），突破了佛洛伊德、弗罗姆、容格、马斯
洛等三思潮等心理分析的局限，从本体心理学这个独特的视点，对影片进行深入剖析的，并将隐藏在
画面背后的无意识动力挖掘出来，进行深层次的生命本体学的分析。
人的无意识世界潜藏着巨大的能量，它是驱动人行为的动力源头。
导演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影片中表现了自己的无意识，自己的梦，所以，一部伟大的影片是导演的一
个伟大的梦，也是集体无意识和导演个人无意识的深层反映。
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导演，从西方的伯格曼、费里尼、塔尔可夫斯基到东方的黑泽明、张艺谋⋯⋯都善
于表达人的内心世界。
一部优秀影片往往会引起观众的截然不同的反映，关键在于每个观众是从自己的无意识去信同影片，
与生命情结获得同构，观看一部影片也是一次心理测试的过程；既是对集体的也是对个人的测试；既
是对社会文化的也是对个体生命世界和文化结构的临床检验。
观众通过同影片中人物的认同，可以找回自己的真我，以达到自我认识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电
影本体心理学是对人的生命结构本质的剖析；是对文化人类的独特探索。
　　本书的翻译出版填补了国内电影本体心理学的空白，它不仅适合电影专业人阅读研究，也适合各
心理学科的教学研究和临床实验测试，更适合每个电影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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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意大利)梅内盖蒂 译者：艾敏 刘儒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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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意大利，只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流行精神分析学，但电影制作 者却立即受到其影响。
费里尼的影片《8％》的产生正是他同心理医生进行 心理咨询的结果，这种经历可以从那种交替出现
在主人公的梦幻和回忆情景 里辨认出来；这正像贝尔托卢奇自己所表白的那样，在银幕上可以发现他
对 人物所做的心理剖析。
导演就是这样直接从精神分析家那里学会并认识到， 影片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的内容，而是它对观众
所激起的情绪感染力。
 正是因为认识到了画面和情绪之间的这种关系，1967年在古巴出现了“ 电影心理治疗讨论法”①，这
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小组心理治疗的实验活动。
 由于在无意识第一历程和画面之间存在着这种平行关系，那么，通过观看电 影的办法，病人和精神
分析医生之间便可以展开讨论。
然而，在这里，心理 治疗——根据精神分析方法——的主体并不是小组的人群，而是电影中的人 物
。
因此，参与者并不是直接接受心理治疗，而是受到一种净化的作用。
这 是通过电影放映使人自我认同的一种办法：电影中的事件和人物引起人的联 想和感情的投入，使
人受压抑的动力和情绪释放出来。
不过治疗医生在剖析 这种压抑时并不是直接针对主体的，因此，后者成了被解析的对象，但他却 没
有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精神分析学的贡献在于，它找到了电影和心理活动之间所存在的 紧密联系，并在对电影做剖
析时，进行了解读电影的尝试。
 3)视听和视频治疗② 虽然同电影分析的情境有所不同，但电视、录像，特别是视频也能够利 用电影
作为临床诊断的工具。
心理医生在例行的咨询过程中，可以安心地使 用它们对病人和治疗情况进行分析，以便于更好地为下
一次咨询做准备。
同 时也可以寻找在谈话时所遗漏掉的东西③。
利用视听进行治疗开始于1954年 ：精神分析医生尝试用摄制的资料对慢性酒精中毒者进行治疗。
用于治疗和 恢复功能性的电影心理片同库布里克在《发条橘子》里所使用的技巧有相像 之处，在该
片中，用主人公感到亲切的强烈的视觉效果去刺激他，目的在于 为他创造一种有利的环境帮助他恢复
健康。
这种同传统心理治疗手段相结合 的影像疗法，被视为有利于人的行为的改变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考虑到媒 体容易使人找到生活的体验，所以影像疗法旨在使人把握好自己的情绪，并 尽可能地贴近
自己和他人。
这种疗法被完形心理学派(又称格式塔派)用做诊 断和治疗的手段。
视频疗法的基本原则是：有问题的主体没有经历过真正的 镜像阶段，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形成自己的
人格。
那么，现在，通过视频这 面镜子，他能够重新自我省视，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下改变自己的行为。
这种 被称之为“视频影像对比”的方法常被用在对酗酒者的治疗上，让其观察自 己在酒醉时的情景
；也用于食欲过剩和厌食者的治疗上，让其学会认识自己 身体的部分状态和自己的性格，让其学会接
受这种现实，尽管它并不符合社 会习俗的标准④。
 视像治疗法被广泛使用并且不断在完善，同时也受到了各界人士的重视 。
现在，人们正在研究一种多媒体治疗的方式。
 (二)电影与心理学 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电影的研究也开始了：探讨它的画面效应和把它用做 心理测试手
段的可能性①。
 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那种所谓的电影情景②——已经被精神分析学所揭 示——即由银幕、放映厅、
观众所构成的情结：在电影的影响下，观众思想 中所产生的活动类似梦的活动。
 不过，心理学的研究集中在人感觉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上，研究人的行为 表现，特别在受到银幕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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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其感知力。
于是，由此发现了频闪效应，即画 格连续运动给人造成的印象③。
在对感觉和信息记忆处理机制的分析后，人 们发现，在接触画面之前，这种机制在个人和集体的心理
内部就已经受到某 种固有的东西的影响。
这就是防御机制的作用，或者不如说：“过滤器的作 用”，它将所有来自外部的刺激隔绝与意识之外
，只允许心理机制在感觉时 刻所接受的信息进入意识之中④。
 也就是说，存在一种连续性选择的形式，它促使每个人只选择某一种显 露信息而不是别的。
在感觉到画面之前，我们的无意识已经对要看的东西进 行了选择(显露性选择)，其结果是，对一种不
被接受的信息，我们或感觉不 到，或以我们预先就有的看法去理解它(感知性选择)；还有一种情况是
，我 们或忘记或以某种特殊的活跃的方式记住了它(记忆性选择)⑤。
 在显露时刻，即防御机制行动时——精神分析学已经阐述过——会影响 我们的认知能力。
 在这种选择的基础上，在影片放映结束后或经过一段时间后，剩下的只 是一种刻板定型的记忆，因
此它是不符合信息所反映的真实情况⑥。
所以说 ，每个人记忆的历程并不是一样的，这种历程受电影片段所激起的情绪变化 的影响。
 为了遵循科学的客观规律，人们便对影片对观众所引起的生理变化进行 测量(如呼吸频率、心跳速度
等)，以寻求画面和情绪之间所存在的一种基本 关系；结论是：某些场面的记忆是同观众所经历过的
情绪的紧张程度相关⑦ 。
所以说，主体是根据自身的倾向性来体验和记忆影片内容的。
从这种意义 上讲，认知心理堂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它在研究主体对自我和世界认识的方 式时，将这
种过程也应用到影片的分析中。
一方面，电影是信息的源泉；而 另一方面，观众作为信息接收者，则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接收到的信息
进行分 析的思想活动上。
他自己所拥有的认知层面能够把信息汇集在一起，并对其 进行选择和解读他所见到的情景。
因此，人的头脑里存在着思维模式，这种 模式能够在脑海里再现影片，尽管是以片面的方式再现的。
 所以，心理学并不是对电影的本性进行研究，也不是对人的本性进行深 入的分析；它是在用一种外
部的方法对能够见到的和可分析的行为进行研究 和分类：似乎是人应该去符合它所采用的方法而不是
相反。
 (三)电影与社会学 同其他学科不同的是，社会学是把影片及电影现象作为一种社会事实进 行分析的，
并评估它对社会的影响。
尽管社会学也接受电影具有梦幻般魔力 这一观点，但它的研究更注重实践性，对那些明显表现电影这
一复杂现象的 资料进行分析。
 从电影是社会现实的反噻的角度来看，电影就是一种工具。
因为电影是 从社会吸取题材摄制而成的，它可以使人看到社会上所发生的或者可能发生 的一些变化
。
这点是可行的，因为电影作品和产生它的社会密切相关，所以 说，电影反映了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内，
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思想、心理或者更 恰当地说，无意识②。
同时电影也是一种思想观点和刻板定型的文化传播的 手段，这是符合市场利益的。
举例来说：在战争期间，德国为了达到反犹太 人的政治目的，便摄制了一些与战争并没有直接关系的
电影，但那些影片却 能够在毫无心理准备的观众中引起负性的反映，使其对犹太人产生反感③。
 另外，由于电影生产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旨在牟利的工业，因此，被市场看好 的是那种赞赏情感的影
片，那种颂扬具有永恒、普遍价值观诸如母爱、家庭 观念、基督的仁慈的影片，还有那种让人引以为
戒的被认为有负性效应的性 爱方式④的影片。
 另外，电影也是导演用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自己对事物理解的方式的产 品，是他自己的一种选择。
人们使用的剪接技术甚至可以改变事实。
那是因 为，内容同样的一部影片，如果用不同的方式剪辑，那么它们就会变成两个 风格决然不同、
两部截然不同的电影。
由于电影镜头的连续性、连贯性，导 演可以突出某些事情而舍弃另外一些事情：因为他不仅在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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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故事， 而且也在向我们传达他想在电影中表达的意义。
⑤由于这一切，鱼堂星=弛 壬壁；宣查显响塞签堑塑(趣睦：睦，迅签，苤些道焦盟。
氢笠)。
 丛电暨逝麦塑的签剑塑塾金经进堂的内烫塞进⑥，它既是一个组织完整 的、有各种逼真和栩栩如生
的人物的演出又是文化产品；而另一方面，电影 作为商品，它必然受到需求规律的制约。
为此，人们关注电影的生产及发行 方式、扩大电影市场的需求和消费等问题；而这一切又都和人口学
密切相关 ，比如：性、年龄段、阶级、阶层等。
P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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