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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行影视艺术理论的研究，总让人感到心里是虚的，因为在我们的目光最好奇的年代，看电影是
一种奢侈，在家里看电影（电视）更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要去研究它，自然会怀疑到自身的资格
。
　　我们的孩子们是幸福的，看电影是家常便饭，而电视更是陪伴终生的伴侣，研究的活计应该是他
们有资格做的事。
研究伴侣毕竟比研究梦幻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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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朴宁，1957年生于上海，1978年2月考入西南大学（原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1月份入
云南师范大学任教至今，“广播电视艺术学”与“新闻学”硕士生导师，先后承担多项国家级与省部
级课题，出版过《传播理伦》、《传播文化论》、《影视艺术论》、《中国传播史论》等专著、合著
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现正创建“民族文化传播学”，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打下
坚实的基础。
　　李丽芳，云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学术研究涉及写作学、文艺理论、传播学史、民族
文化传播学等，并有多篇文艺作品发表至今著有《微型小说创作论》、《凝固的旋律--纳西族音乐图
像学的构架与审美阐释》、《中国传播学史论》、《传播理论》、《影视艺术鉴赏》、《现代写作教
程》等，发表论文百余篇；承担并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持多个省级科研课题等学术感
言：在艺术中体味生存的价值，在学术中寻找生命的坐标，用理性的眼光审视过去与未来，尝试用不
同的观点表述自己对世界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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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影像叙事理论第一节 影视作品与“故事”一、叙事的起点--故事二、影像--文化的载体三、影像
叙事--社会大众的自我观照第二节 影视作品的叙事系统一、影像叙事元素二、影像叙事层次三、影像
叙事与话语表述第三节 元叙事理论一、叙事理论的发展二、叙事与传播三、叙事理论的内涵四、故事
与表述第四节 影视叙事理论一、影像叙事理论的产生二、影像叙事的意义生成三、影像叙事中的代码
规则第2章 语境与影像存在第一节 影视戏剧文学一、影像叙事的原始依托--戏剧二、戏剧性对影视艺
术的启示三、影视艺术的类属性--文学四、影视艺术的戏剧化表现第二节 观念的实践发展一、电影观
念的改变二、电视剧观念的嬗变第三节 影视作品叙事与社会影响一、影像叙事与社会传播二、影像叙
事与社会意识第四节 解读神话语境一、第五代导演解读二、影像叙事中的神话编织三、当代影像与后
殖民语境四、影像叙事与民族文化第3章 叙事元素环境分析与综合第一节 对于记忆与符号的再现一、
影像叙事与人类精神内核二、影像叙事与社会认知三、影像叙事与艺术创造四、影像叙事与作家记忆
五、影像叙事与大众记忆第二节 影视语言的综合性一、语言与传播二、影像语言的全能叙述三、节奏
第三节 影像符号的意义生成一、影像符号的再现与表现二、影像符号的“隐喻”与“转换”第四节 
编剧分析一、影视编剧素养要求二、叙事视点的确立三、人物叙事策略四、影视叙事的情节设置第五
节 符号的凝聚一、影像叙事及与人类精神结构二、影像叙事与时间凝聚三、影像叙事与空间调度四、
影像光影空间及象征性展示五、影像叙事的结构类型第4章 影像叙事的话语建构”第一节 叙事的影响
因素一、叙事与话语形式二、影像叙事的时间概念三、影像叙事的视觉类型第二节 人事境一、动作与
情境的关系二、规定情境中的典型人物三、规定情境中的人物关系四、矛盾冲突与动作第三节 影像的
象征与纪实一、影像象征的艺术特质二、纪实性叙述的发展三、长镜头与影视纪实第四节 话语的多元
嬗变一、影像的戏剧化表现二、影像的形态性三、影像工业化生产的商业诉求四、乡土影像与传统温
情五、西部影像的原始阐释六、沉重的女性影像七、英雄叙事的变化八、以史为鉴--诉说与戏说九、
重构人学第5章 受众与文本的互动第一节 受众研究理论一、接受--影像叙事价值的实现二、接受与深
层心理分析三、受众心理同化四、影像传播与接受的互动第二节 接受参与一、影像叙事与现代观众二
、观众的群体性三、影像接受观众分析四、创作与鉴赏第三节 接受心理分析一、影像观赏的感性进入
二、影像观赏的心理描述三、观赏幻觉四、影像欣赏与文本互动第四节 规则变异与互动一、叙事与接
受的差异二、电视剧与欲望客体三、延宕与“连续”四、叙事张力--矛盾与冲突第五节 影像双重思维
空间的意义构成一、影像叙事与现代文化二、影像语言与影像思维三、影像结构与叙事理念四、反思
与阐释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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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也是影视作品具有“迷幻”作用的原因，即在剧中世界，总是以道德战胜邪恶，以公理和正义
取代不公，使得影视作品的虚构又对应了某种社会生活的愿望。
　　受到国际研究思潮符号学、精神分析学及女权主义的影响，许多学者近年来开始针对一些传播目
的特定而文本时间集中、内容结构清晰且论述符号明确的通俗文化（如广告）进行探索，却没有注意
到对流行于社会各阶层的通俗艺术（如服装、流行歌曲、漫画、卡通）进行研究，以及没有进一步探
索内容结构都更为复杂的影视作品。
但是，这些包括影视作品在内的没有得到研究者青睐的“流行”与“通俗”文化不仅大量存在于大众
社会中，而且受到了人们广泛的欢迎和喜爱，并往往借着消费商品的名义，在各社会阶层中流行。
二、影像--文化的载体影视作品的复杂性在于，它是一种夹杂在古典与民间艺术、传统与新潮文化之
间的通俗商品，所以，不仅应该得到社会学与人类学的重视，还应该得到传播学的关注。
这些通俗文化一向没有固定的形式，是由历史情境和接收品位决定其对象与内容的。
但无论是视觉或听觉符号，或是视听符号共同运作的通俗文化形态，除了在各个年代显现出当代意识
形态与当代符号诠释外，还保留着对于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展望。
这两个方面都对社会传承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是影视作品情节结构的基础。
这就使它能够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现代研究认为，大众通俗文化中最重要的“现在感”属于持续的“转换”过程。
虽然通俗文化具有多元化的形式，天性上追求解放和叛逆，但建构起影视作品或其他通俗文化中的最
基本的骨架，仍然是社会中最熟悉的意义，即那些持续存在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这一点在我国最具有现代意识的影视作品中完全能够得到证明，即作为观念的表现，总是在超前和回
归两个极点上运动。
　　按照电影理论家儒特的观点，影视艺术作为一种通俗文化现象，实际上它属于文化产品，反映着
社会精神的特质与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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