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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影似乎是一个做梦的机器，对于大多数电影观众而言，如果有人认真地说他是为了认识世界，了解
人类行为而进电影院，他被嘲笑的几率可能在50％以上。
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少以严肃的态度来谈论电影。
如果以真假来区分事物的性质的话，那么电影毫无疑问地会被多数人列入虚假的行列。
当影院的照明灯光熄灭，喧闹的影院归于沉寂，闪烁的光影如幽灵般在银幕上跳动，看似生活化的情
节逐渐展开的时候，观众的理性意识渐渐离去，阵阵袭来的视听幻象使人陶醉。
迷离中，梦开始了⋯⋯不管是问卷调查还是专家研究，结果都是一致的：大多数观众进影院的目的是
消遣和娱乐。
观众的娱乐心理造就了好莱坞的不可一世。
尽管好莱坞自己都把电影称为电影“儿”（即智力水平低下之意），可好莱坞商业电影的霸权和垄断
地位至今无人撼动。
世界故事电影的镜头语言，把好莱坞的“三镜头法”视为标准。
几乎每一个人都喜欢看电影，至今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讨厌电影的人。
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全中国上下只有八个样板戏可看，露天电影院却依然人潮涌动。
在普通人的观念中，电影就是故事片。
1987年，我在云南大学开设了“电影欣赏”全校性选修课，那个时候在大学讲授电影课，还是一件新
鲜的事，除了中文系在电影文学或美学的名义下涉及有关电影的知识外，很少有人将电影当做课程看
待。
因此，“电影欣赏”课程自然成了学生热衷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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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视听体和语言的角度出发，首先阐述了视听语言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畴，然后就纪录片中的观
念和语言作了相对系统的研究和梳理，范围涉及纪录片的含义、纪录片的真实性、纪录片的精神、纪
录片创作中的语言和技巧等问题，基本上涵盖了视听语言研究的主要方面。
　　由于虚构与非虚构在美学上有着根本的不同，致使视听语言的运用也有着较大的差异。
本书力图在比较虚构领域视听语言的基础上，找出非虚构领域视听语言的特点，并初步建立起纪录片
系统性实践理论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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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杰，云南艺术学院影视系教授、系主任、硕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云南省精品课程“视听语言”
负责人。
曾在云南电影制片厂、云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等影视制作机构担任过编导，创作影视、戏剧、文学
作品上百部（集）；著有《视听语言：影像与声音》、《银色梦境中的沉思》、《我的大学影视教育
观》等多部专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视听语言：影像与声音》已成为全国许多大学的本科
教材或研究生指定参考书，曾多次重印、重版），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其作品多次获国家级、省部级
奖。
2001年，创办云南艺术学院影视系，提出从本体论出发的“实证、实践、实战”的教学思想。
曾为本科生、研究生主讲过“视听语言”、“导演基础”、“导演创作”、“纪录片基础”、“影片
读解”、“影片分析”、“电影理论”、“电影史”、“影视剧作”等十余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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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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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个题目实际上是我的《视听语言：影像与声音》一书中的一个章节，我在课堂教学中曾对这个问题
作过实证性的阐释。
可是，考试结果却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不止一个同学在试卷中认为象征和隐喻是艺术电影的专利，如果在商业电影中运用象征与隐喻就会失
去它的大众性或娱乐价值。
摄影专业的一个同学在试卷中写道：“这个论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针对艺术电影中的视听语言，这个论点可以说是基本正确的。
它（视听语言）要达到的是一种启发性的效果，是电影视听语言深层次上的一个内容。
大部分情况下是只有受过专业的教育的人才能体会出来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是不存在的。
第二，针对非艺术电影来说，它（视听语言）其实不用过多地论述视听语言的本质是象征或是隐喻。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电影要好看和看得懂。
如果老是在电影中加入一些象征性或隐喻性的东西的话，观众可能会感到费解。
”显然，从分类学的角度上看，学生们把视听语言划分为艺术的视听语言和非艺术的视听语言两个似
乎相对的部分。
这种划分具有一定的武断性，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象征与隐喻的运用上，艺术电影的制作者是自觉的，一部艺术电影如果只是呈现其自身就不可能使
人把它作为一件艺术品来看待。
从接受者的角度上考察，商业电影的观众看电影的主要目的是娱乐而不是寻找影片的象征意义。
那些令人费解的电影中的象征与隐喻似乎更增加了人们对这个论点的支持。
虽然学生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只看到了事物的现象，并不具有本质论的性质。
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迫使我们回答：这样的两分法是否具有本质的意义呢？
另外，在我看来，学生们对电影象征性理解仍然停留在传统精英艺术的范畴，他们并没有把电影看做
是一种新兴的媒介和语言。
我多次强调，对于新媒介和新语言的认识，必须具有与之相适应的观念。
但这个提醒看来还远未受到关注和重视。
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的阐释和说明。
（二）阐释：新语言与新观念1．任何语言都要依靠符号去传达意义符号最初产生于我们的知觉对世
界的认知。
象形文字是最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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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虽然我内心常常充溢着对生活和他人的感激之情，但我并不善于把这种情感溢于言表。
这也许与我小时成长的家庭环境有关，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总是羞于说出感谢之类的话
语。
2001年，我的第一本理论书籍《视听语言：影像与声音》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时，我就想提笔
写下感谢的言辞——毕竟，世上没有任何一本书是完全由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但最终这个愿望并未兑现。
更为重要的是，在我看来，《视听语言：影像与声音》只是一个应景之作——为了评职称，我把讲义
匆忙修订了一下就送到了出版社。
可是，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视听语言：影像与声音》居然成为全国多所大学影视专业本科的教材或
研究生的参考书。
6年间，出版社多次重印或重版。
2005年，我到台湾作短期学术交流期间，竟在台南市书店的书架上意外地发现了我的书籍。
虽然我并未从中得到经济上的回报，但兴奋之情依然难以抑制。
遗憾的是，这本书里却没有一句感谢的话语。
《纪录片：观念与语言》一书即将出版，虽然这本书的写作依然“匆忙”，大部分写作是在假期或周
末完成的，许多需要详述的地方只有一个简单的标题式的说明，但为了弥补前一本书的缺憾，同时也
真诚地表达我的感恩之意，我将不再“羞涩”：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虽然两位年过七十的老人
过去从事的医学工作与我现在的事业相距甚远，对我的成绩并不了解，但他们给了我在我看来非常重
要的家庭教育，在28年前的1979年阻止了我报考体育学院的j中动，尤其是在20年前，当我背离大学的
专业开始走向电影时，他们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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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纪录片:观念与语言》是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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