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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由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影视文学》一书，作为中学教师进
修高等师范本科（专科起点）影视文学和影视艺术教材。
该书自出版以来，广为大专、本科学生使用。
但随着影视传媒的快步发展，对其加以改进的呼声也开始明显，影视艺术的发展现实，要求重新撰写
一本适应时代要求的新读本。
根据多年影视艺术教学实践和研究，特别是借鉴近年来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我们新编了这本高等院校
影视学教材《影视艺术概论》。
本书从影视艺术的文本出发，立足于影视艺术的基本特征，兼顾了影视文学和影视艺术，一方面满足
学习影视文学的学生对于文本形态的要求，满足影视文学、影视艺术教学的双重需要；另一方面又从
影视艺术是影像艺术的现代要求出发，注重从声画艺术的具象表现中凸显影视艺术本色，力图成为在
加强影视艺术要求基础上叉具宽泛意义的艺术类教科书。
因此，本书一方面开设专节介绍影视文学，并引入许多影视文本案例；另一方面，又不局限于影视文
本分析，而突出影视艺术的审美特征、社会功能、表现手段、表现样式以及相关的基础知识。
本书在编写时，既考虑仍可作为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必修教材，适应新课程改
革趋势，着重培养中学教师影视艺术基础理论知识与创作、鉴赏等基础能力等综合素质；又突出影视
艺术教学的包容性，上升至本科层次，以作为影视艺术专业必修教材和影视艺术选修通识教材。
本书从影视艺术的文本出发，在总体构架上，以编、篇章形式组织，内容包括绪论、理论编、历史编
、类型编、鉴赏批评编，按照总一分一总结构，力求在总体把握影视基本特性、传媒特性和发展趋势
等的基础上，从理论入手，进入到影视的具体形态，最后到影视的鉴赏、批评的实践层面，深入浅出
。
内容涵盖影视艺术理论知识、影视艺术发展史、影视艺术类型阐析、影视艺术鉴赏与批评四个方面。
教材的特色包括：一是注重对学生的指导性和操作性的认知，使学生在掌握影视艺术基本原理以及对
创作过程认识的基础上，增强影视的审美能力和批评能力，突出掌握影视批评的方式方法及影视批评
能力的培养。
二是为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影视创作的方法与操作，增加编剧、导演、摄影／摄像等层面偏技术性的介
绍。
三是增加了对于影视类型介绍的章节，分别对电影和电视的不同类别给予描述。
四是在对影视历史的把握中，采用更为简洁的方式划分历史时期。
世界电影史采用美洲、欧洲、亚洲分别介绍的方式，中国电影则区别内地、香港、台湾分别描述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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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影视艺术概论》是高等院校影视学教材，内容涵盖影视艺术理论知识、影视艺术类型阐析、影视艺
术发展史、影视艺术鉴赏与批评四个方面。
教材在总体把握影视基本特性、传媒特性和发展趋势等的基础上，从理论人手，进入影视的具体形态
，最后到影视的鉴赏、批评的实践层面，使学生在掌握影视艺术基本原理，了解和掌握影视创作方法
的基础上，增强影视审美能力和批评能力，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
教材还增设了电视电影和数字电影、电影科技等内容。
　　《影视艺术概论》可作为高等院校影视学、汉语言文学本科教材，也可作为专升本、小大专教师
培训及高校选修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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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星（1954－），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记兼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教育研究所
所长，北师大重点实验室“数字艺术实验室”主任。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艺术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戏剧广播影视分委
员会主任，全国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
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高校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高教美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
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副会长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影视史论、影视文化传播与艺术批评、艺术教育理论等。
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300余篇。
近年出版著作主要有《影视文学》、《电影概论》、《新世纪中国电视文艺研究》、《跨世纪中国电
影传统史评》、《中国电影艺术史》、《影视艺术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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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中国电影电视发展之路　第一节 中国电影的发展　第二节 中国电视的发展理论编　第一章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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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述　　第三节 电视剧　　第四节 电视栏目　第六章 影视文学　　第一节 影视文学定义　　第二节 
影视文学基本特征　　第三节 影视文学分类　　第四节 影视文学创作与改编历史编　第七章 世界电
影发展简史　　第一节 美国电影发展简史　　第二节 欧洲电影发展简史　　第三节 亚洲及澳洲电影
发展简史　第八章 中国电影发展史　　第一节 前45年中国电影创作（1905—1949）　　第二节 中30年
中国电影创作（1949—1976）　　第三节 后30年中国电影创作（1976－）　　第四节 香港电影　　第
五节 台湾电影　第九章 中外电视艺术发展史　　第一节 世界电视艺术发展概况　　第二节 中国电视
艺术概况　第十章 世界电影理论发展史　　第一节 经典电影理论时期　　第二节 现代电影理论时期
　第十一章 中国影视文学创作发展概况　　第一节 电影文学创作　　第二节 电视文学创作　　第三
节 港台电影文学改编鉴赏与批评编　第十二章 影视鉴赏的概念和任务、方法　　第一节 影视鉴赏概
念　　第二节 影视鉴赏的任务与方法　第十三章 影视艺术批评的任务、类型和方法　　第一节 影视
艺术批评的含义　　第二节 影视艺术批评的任务　　第三节 影视艺术批评的类型　　第四节 影视艺
术批评的方法　第十四章 影视艺术鉴赏与批评写作_　　第一节 影视艺术鉴赏与批评文体特点　　第
二节 影视艺术鉴赏与批评写作类型分析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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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诗电影风格诗电影风格源于对电影的抒情诗本性的理解。
“诗电影”作为电影史上的一个名词是指20世纪20年代在欧洲出现的一种创作主张和艺术样式。
主张用“诗的语言”拍电影，注重联想、隐喻、象征、节奏等诗的创作方法在电影中的运用。
追求纯光影、线条、画面的技巧处理，展示紊乱的下意识活动，力图探索电影的所谓纯诗性。
1925年起，法国先锋派理论家A．伯克莱、L_慕西纳克、J．爱浦斯坦等都把电影与诗结合起来，把电
影当做表现“主观幻觉”的手段，主张主观幻想的绝对自由，热衷于探索电影隐喻，反对电影情节。
他们还把“诗的语言”当作电影语言的同义语。
因此，早期先锋派电影创作者被称为“银幕上的诗人”。
同一时期，苏联电影界以爱森斯坦和杜甫仁科为代表，也对电影中的诗的语言特别是隐喻、象征、节
奏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他们虽没有像法国先锋派那样陷入极端，即宣称“梦幻、迷醉与精神错乱是电影诗的真正内容”，但
在一段时期内也倾向于否定情节。
然而苏联电影家们探索诗的语言及富于诗意的隐喻是为了更有感染力地反映客观现实。
他们创作出《战舰波将金号》、《土地》、《母亲》等以富于隐喻性的电影语言，运用比拟、象征等
艺术手段，将主观情绪和客观景物融为一体，对社会历史进行高度概括的作品。
电影从默片阶段进入有声电影时期之后，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艺术散文语言的运用逐渐成为主导趋势
，很少再有人对“诗的语言”进行孤立的探索了。
但包括先锋派在内的早期电影艺术家们对隐喻、象征、节奏等问题的探索成果，构成了现代电影表现
手段的有机部分。
现代具有诗风格的电影更为关注隐喻因素和叙述因素的结合。
50年代中期以来，诗风格的电影在苏联继续得到发展。
它们常常用少量的语言传达出大量情绪内容，情绪一旦被激发，就能把思想推向前进，推进影片的表
达。
他们的创造往往充满了力量，具有多义性，从而创造出了一个梦幻真实的电影世界。
在他们的电影中，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想，特定的社会氛围，人们内心生活的绵延和冲动，文化观念和
审美意识经历的冲击均表露无遗。
以杜甫仁科、卡拉托卓夫、塔尔可夫斯基、帕拉杰诺夫等为代表的电影创作探索了电影的各种可能性
，或多或少超越了“诗电影”，但是，作品里流溢着浓郁的诗性依然存在。
杜甫仁科的《海之歌》没有把影片拍成海的故事，而是要拍成海的诗。
这位电影诗人以纯属诗的结构来表述自己的思想。
整部电影画面富于诗意的概括和借喻，通篇以种种隐喻的手法展开素材，如以母亲和摇篮作为画面的
前景，以战争场面和战马飞腾为背景，以此来探索电影表现特性的核心，从而把平凡的东西和崇高的
东西以一种诗意的感触聚拢起来，使银幕上既有极不寻常的形象化隐喻，又保持有现实事物的某些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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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周星教授主持编写，主编负责制定整体构架
和具体章节细目，并撰写部分章节及前言、绪论和尾声。
全书初稿经过主编几轮修改形成现在的构架。
本书具体章节写作参与者主要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周星教授、王宜文教授、张智华教授、路春艳副教
授，中国传媒大学王利丽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左衡讲师，张燕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南京艺
术学院陈捷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杨海燕。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周清平、王庆福、李艳、崔军、刘涛、郝延斌等参与了一些章节的撰述。
在此特别感谢定稿阶段协助主编对全文格式、内容和注释进行修定的博士生郝延斌以及硕士生蒋盼，
由于他们的努力，内容表述和行款格式得到较好的统一。
本书在大量翻阅资料的基础上写就，其中参考了国内外许多专家撰写的专著、论文，吸纳了不少出色
的观点，在此一并致谢。
但由于撰写者的研究笔力所限，还会有不少缺憾，诚请提出批评指正。
最后，特别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肖冬民、金学影等同志对书稿的进一步完善给予的具体指导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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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影视艺术概论》可作为高等院校影视学、汉语言文学本科教材，也可作为专升本、小大专教师培训
及高校选修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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