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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把西方电影理论史分成：前语言时期、语言时期和后语言时期。
这三个历史时期的划分是对西方电影理论史的一种全新的分类。
意大利电影史学家基多·阿里斯泰戈在其代表作《电影理论史》中对电影艺术理论史的描述基本上是
沿时间轴　　线展开的。
他关注了卡努杜、谢尔曼·杜拉克、普多夫金、爱因汉姆和巴拉兹等电影艺术家在理论方面的深刻而
富于积极意义的工作。
基多·阿里斯泰戈把一部电影理论史分类为：（1）创始者（2）组织者（3）普及者三个时期。
他认为，路易·德吕克、汉斯·里希特、谢尔曼·杜拉克与摩西纳克的工作属于创始者时期，而巴拉
兹、普多夫金、爱森斯坦、爱因汉姆则属于组织者时期，保罗·罗沙、雷蒙·斯波梯斯伍德等属于普
及者时期。
基多·阿里斯泰戈认为：“电影史基本上是沿着创始者时期、组织者时期、普及者时期这样一种时间
沿革关系，从过去走到了现在并走向未来。
”阿里斯泰戈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他至少试图把电影理论史作为艺术理论史的专门史来独立地考察和描述。
然而他的这种考察和描述隐含了一个前提：电影理论史是一种自然形态的进化史。
在他的工作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对电影理论史革命性、断裂性的描述。
电影艺术迄今为止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电影艺术理论，从较为系统的形态上看，大约七八十年的历
史。
本书对这七八十年的电影艺术理论史进行的“前语言”、“语言”、“后语言”时期的标定，不仅仅
遵循了历时态的基本时序坐标，更重要的是对电影艺术理论史上的断裂点进行划时代的标定。
我们的基本思想是：艺术理论史作为人类文化史，更是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不是也不可能是只有量的
自然积累和形态的自然进化，而没有质的涅磐。
 　　本书把西方电影理论史分成：前语言时期、语言时期和后语言时期。
这三个历史时期的划分是对西方电影理论史的一种全新的分类。
主要介绍了乔托·卡努杜的第七艺术宣言、路易·德吕克的上镜头性理论、纯电影理论与电影先锋派
； 超现实主义电影、表现主义电影、印象派电影；梅里爱的神话影像系统和维尔托夫电影眼睛派简单
的回顾；库里肖夫效应和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普多夫金的蒙太奇理论；西方纪录电影简史等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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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前语言时期　第一节  乔托·卡努杜的第七艺术宣言、路易·德吕克的上镜头性理论、纯电影
理论与电影先锋派　第二节  超现实主义电影、表现主义电影、印象派电影　第三节  于果·明斯特伯
格：《电影：一次心理学研究》　第四节  卢米埃尔和格里菲斯的真实影像系统　第五节  梅里爱的神
话影像系统和维尔托夫电影眼睛派简单的回顾第二章  语言时期　第一节  库里肖夫效应和爱森斯坦的
蒙太奇理论　第二节  普多夫金的蒙太奇理论　第三节  鲁道夫·爱因汉姆：《电影作为艺术》　第四
节  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　第五节  巴赞的纪实理论　第六节  克拉考尔的纪实理论　第七节  
马赛尔·马尔丹：《电影语言》逻辑结构及其主要观点　第八节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　第九
节  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　第十节  新德国电影运动　第十一节  战后日本电影概况　第十二节  战后苏
联电影概况　第十三节  新好莱坞电影的艺术特征第三章  后语言时期　第一节  伊芙特·皮洛：《世俗
神话——电影的野性思维》　第二节  电影叙事学　第三节  精神分析电影批评　第四节  女权主义电影
批评　第五节  电影符号学、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电影批评意识形态电影批评　第六节  西方
纪录电影简史附录：电影技术简史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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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条件地自主获取象征意义的具象物(如：华表，凯旋门，天安门)外，具象物有象征意义是有条
件的。
或者说，具象物在特定的解释机制才是有特定意义，而且，同一具象物，给定的解释机制不同，获取
的意义就各殊。
表现主义电影、表现主义文艺理论表现主义文艺理论极盛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以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或理论为基础，作为自然主义和印象主义的逆动而存在。
表现主义强调创作主体的主观精神和行为方式对社会生活的参预和干预。
诗人巴尔说到：新的艺术应当“使社会从极端的阴谋手段和权力的统一之中得到复兴”。
诗人沃尔夫施坦认为，生活与艺术的统一不能再像民主时代那样由自然来决定，而应该为了改变生活
去进行艺术创造。
他们要求诗人充当这种新的统一的“宣告者”的角色，不仅能够把握住“本质的东西”，而且要把它
表现出来。
表现主义主张宇宙的中心和真实的源泉是“自我”。
埃德施密特认为：“现实性必须由我们创造出来。
”品图斯认为真实“不是现实，而是精神”，所以，表现主义认为艺术创造的过程就是人们内心世界
的过程，就是“以内心向外部世界的拓展，而不是像印象主义那样从外部世界向内心聚焦。
表现主义在表现主题上，强调描写永恒的品质，以及在精神上的强烈追求。
普遍的博爱精神渗透于表现主义的文艺作品之中，“只要人会变好，世界就不会变坏。
”品图斯这一格言式的观点道出了表现主义文艺理论的社会功利目标。
从表现主义取得突出成就的戏剧领域中，可以看到如下特征：(一)抽象的人物或称人物符号化。
表现主义主张表现事物的内在本质，揭示人物的灵魂，展示永恒的品质和真理，反对只描述人物的行
为和描写暂时的现象。
所以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抽去了具体个性，留下的只是某种共性(精神品质或思想观念)。
人物都是抽象的，象征性的、不具体、不成比例或没有具体个性，甚至连人称都没有。
人们看到的只是：“男人、女人、父亲、儿子、群众、个人”的类型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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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获得重庆大学2007年人文社科重点项目资助，谨此向黄宗明教授、蔡珍红教授、周明教授致以衷
心的感谢！
谨此向在本课题组中辛勤工作的穆斐、文胜伟等同学，韩江、潘华老师，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由于任务重，时间急，仅以概论形式大致勾勒西方电影理论及流派的概貌，难免众多疏漏之处，
敬请读者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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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电影理论及流派概论》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把西方电影理论史分成：前语言时期、语言时期和后语言时期。
这三个历史时期的划分是对西方电影理论史的一种全新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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