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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华夏文明，人类历史上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一个历史上基本独立于其他文明的文明。
在许多个世纪里，华夏文明以其辉煌成就领先于世界。
近几个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勃兴，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农耕文明的中国，相形见
绌。
两种异质文明多层面的反复冲突，使华夏文明的落后和衰败暴露无遗。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被迫摒弃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的幻觉，痛定思痛，放下身段，全方
位向西方学习，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进而到文化层面。
中国社会处于持续的剧烈震荡之中，华夏文明经历着漫长而坎坷曲折的文化转型，并延续至今。
这场文化裂变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无出其右者。
就文学艺术领域而言，当代中国文苑的面貌，迥异于往昔。
传统的文学以抒情的诗词、散文为正宗，叙事体裁的小说、戏曲难登大雅之堂。
而今小说、戏剧则居文坛要津。
文学语言也从雅致的文言文转换为通俗的白话文。
戏剧方面，除传统的“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活跃于中国舞台的，还有舶来的话剧。
绘画领域，西方的油画、版画等品种与国画并肩而立。
西方音乐和西方乐器比民族音乐、民族乐器在中国乐坛似更有影响。
其他如舞蹈、杂技等，莫不呈现为中西并存或中西融合的局面。
也许只有源于中国象形文字书写的书法艺术，未曾受到欧风美雨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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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电影意境论》旨在运用中国古典艺术的意境理论作为立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来研究电影本体
，从电影意境的物质构成因子、电影意境的镜语构成因子、电影意境的生成机制、电影意境的形态和
体式等方面全面地、系统地研究和探讨中国电影意境的创造和审美，并试图建立一个系统的、体系化
的立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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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书亮，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导演表演系主任、教授，电影学学科带头人。
兼任《当代电影》主编之一，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剪辑学会常务理事，教育
部表演高职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影视艺术家协会理事。
2005年被评为北京市十隹电视艺术工作者。
主要著作：《中国电影图史1905-2005》(国家级社科项目，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国传
媒大学电影分析系列教程》(总编，共5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出版)《影视摄影的艺术境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出版，2005年被评为北京市精品教材)电视剧：《娥子》(编剧，飞天奖
二等奖)《三国演义》(主摄像之一，飞天奖一等奖)《蝴蝶兰》(导演)《无花的夹竹桃》(导演、主演之
一)《幕起幕落》(编剧、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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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意境的构成因子与生成机制现在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意境这个概念了。
如前所述，意境是诗词、书画、戏曲、园林诸艺术门类中，运用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所创造的以自然
景物为媒介，抒发主观情思与生命感悟的，意象契合、情景交融、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境界。
意象与意境虽然并非同一概念，但二者又有相通之处。
意象的外延比意境大，而意境的内涵比意象深。
意境产生自意象，又超越意象(境生与象外)。
我们可以说一切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都是意象，但意境却是具有意象美的作品中那些能深刻表现宇宙
生机和人生真谛，给人以“味外之味”之审美感受的作品的美学特征。
如前所述，“境”乃“以心为宗”之境，比之意象，意境更富有心灵化、虚化的色彩。
另外，“境”之不同于“象”，还在于“象”可以是一个点、一个单一的形象，但“境”却必须是一
个面(境，竟也，界也)、一个包容诸多“象”的有机空间和整浑世界。
以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为例：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
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我们可以说“古道”是一个意象，“西风”是一个意象，“瘦马”又是一个意象，但它们各自都不能
构成一种意境。
唯有在整个那首词中，在与其他景物、意象的有机联系中，它们才共同构成了一种天荒地老、孤苦无
依、飘零天涯的意境。
一、意境的构成因子现在，我们来看意境的构成。
意境之构成因子包括三个方面：一日状景；二日抒情；三日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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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研究电影意境这个话题说起来由来已久，年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电影意境论》。
当时我的学理功夫还很稚嫩，对于意境的理解仅止于赋、比、兴的层面，再加上当时能看到的电影资
料委实太少，只能拿有限的一点电影的例子硬往意境上套。
时隔年，中国电影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具有意境之美的电影可谓洋洋大观，而且美学界研究意
境的著述也已经硕果累累。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获得影片资料的途径已经广为敞开。
现在再来研究中国电影意境，我感到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
我的初衷很简单，就是要以中国自己的美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电影。
我以为在中国电影中存在的某些独特的艺术现象，只有用中国自己的艺术，乃至哲学理论才能解释得
通。
我最终的设想是建立一个中国电影艺术诗学体系，本书可以说是一个开端。
我想中国电影要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继承与高扬中国古典艺术精神当为一种必须与必然。
在这方面，中国的电影创作实践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相比之下中国的电影理论则显得像一条瘸腿
。
在这种失衡的状态下，电影创作也势必后继乏力。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宋家玲教授，他为我的写作提出了十分明确的大政方针并给予了十分具体的指
导。
我还要感谢蒲震元教授、郑洞天教授、郦苏元教授、胡克教授、丁亚平教授、周月亮教授、何晓兵教
授，他们都给我提供了启迪性的帮助。
我还要感谢施旭生博士、张宗伟博士、史博公博士、侯军博士、徐辉博士、刘硕博士以及张建勇先生
、向竹、王敏、梁璐璐女士等，他们都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图书和影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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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电影意境论》旨在运用中国古典艺术的意境理论作为立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来研究电影本体，从
电影意境的物质构成因子、电影意境的镜语构成因子、电影意境的生成机制、电影意境的形态和体式
等方面全面地、系统地研究和探讨中国电影意境的创造和审美，并试图建立一个系统的、体系化的立
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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