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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影艺术经过百年的发展演进，已经成为一种成熟、丰富、自成一体的形象语言。
电影语言是一种由画面、声音、话语及其有机组织构成的表意系统。
它和文学符号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组成的表意系统不同，电影语言具有更加直观、感性以及与现实形
象世界直接相连的特点，因此它也被认为是更具有感染力的交流媒介。
所以，电影语言被称为超越民族文化界限的具有国际性交流功能的形象语言。
既然是一种语言，就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传达和彼此理解的交流规则功能。
电影艺术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景别区分、镜头组接、轴线原则、声画组合、再现和隐喻等表意规则，
就是这种交流功能的约定和成形。
观众在观看一部常规电影时，运用电影艺术百年形成的语言规则去期待和接受作者表达的意义，编剧
、导演和全体合作者，也按照电影语言的常规法则，去完成一个故事的叙述和主题意义上的表达。
这样，就形成了电影表意和电影接受的一个畅通的感知渠道。
自从有声电影技术发明以来，语言／台词加入到电影的表意系统中来，大大地强化了电影语言的表达
能力。
不过，人们在接受电影作品的意义传达时，从来不是孤立地将人类的文字／话语作为电影传达／接受
的根本方式，而是从观看／聆听一个视觉形象和听觉系统交织复合的表意系统来接受的。
因此，在讨论电影的表意一接受过程时，我们离不开电影语言明显区别于其他符号系统这一基本事实
。
法国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一书中认为，电影画面是电影语言的基本元素。
他认为电影画面（由影像和声音构成）“是一种具有形象价值的具体现实，是一种具有感染价值的美
学现实，也是一种具有含义的感知现实。
”在他以后，虽然还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家，在电影作为语言的属性界定上，做出了更加细致、规范和
精密的探索，但是就电影语言和现实世界的关系而言，马尔丹的界定和解释，应该说也是一种接近电
影的特性和浅显易懂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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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视听语言》是一部论述电影基础知识和构成元素、分析电影艺术技巧的比较全面的大专院校电
影教材；是大众传播专业学生、电影爱好者的良好读物；也是一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学用结合
，便于应用和操作的创作指南。
《视听语言》从电影的最基本元素影像入手，结合中外电影作品中的经典段落，分析光、色彩、构图
等视觉构成要素的艺术特性，进而深入讨论蒙太奇、长镜头、场面调度、镜头组接、节奏、声音等视
听语言各个重要环节的表现力及相互关系，体现了逻辑严密、层层递进的系统分析和总体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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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绍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浙江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
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委员，《电影艺术》杂志编委。
出版的专著有《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韩国新星出版社，2002）、《电影的斜坡》（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4）、《中国当代电影史——1977年以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等，其中《中
国当代电影史》获第十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北京市精品教材奖。
曾任《碧海情未了》、《阳光路》、《芦花飘飘》等多部电视剧的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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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电影创作流程一、前期筹备阶段二、实拍阶段：让门敞开着三、后期制作阶段第一章 影像一、
影像的美学特征二、影像的基本功能三、人是视觉元素的中心第二章 场景一、如何选择场景二、内景
拍摄需注意的问题三、外景拍摄需注意的问题第三章 光的运用一、光线是塑造形象的基本手段二、光
的强度和光的方向三、用光观念四、光的处理方法第四章 色彩的运用一、把色彩设计纳入到总体造型
设计之中二、用色彩帮助导演体现创作意图三、用色彩感染观众的情绪四、处理好色彩间的和谐关系
第五章 构图一、景框二、构图三、一般构图规律第六章 镜头处理一、景别与画框二、角度与构图三
、焦距与构图四、摄影机的运动方式第七章 场面调度一、什么是场面调度二、场面调度的依据三、场
面调度的具体形式四、画内空间和画外空间五、场面调度的特例第八章 镜头组接一、镜头组接的依据
二、创造独特的时间流三、不同场面的镜头组接第九章 蒙太奇一、蒙太奇思维：一种结构影片的方法
二、蒙太奇思想：一种承载思想的工具三、蒙太奇手法：几种主要表现形式第十章 长镜头一、长镜头
的功能二、拍摄长镜头要解决的问题第十一章 节奏一、什么是节奏二、创造美的节奏三、失败的节奏
第十二章 声音一、声音的表现力二、用音响创造视听效果三、音乐的作用附录1 《死亡诗社》的视觉
表达一、什么是一部好作品的视听语言构成？
二、为什么要以《死亡诗社》为研究样本？
三、《死亡诗社》的内容四、《死亡诗社》镜头处理上的特点五、前后镜头处理上的变化附录2 《东
京物语》的视觉表达一、小津安二郎其人二、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三、小津安二郎的代表作四、小津安
二郎电影的视听语言特点附录3 参考书目附录4 《视听语言》分析的电影篇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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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影像电影的诞生多少克服了其他艺术表达方式中视觉与听觉、时间与空间、表现与再现
相互问彼此隔离的美学矛盾，它可以更直接、更全面地表现生活。
作为传统艺术，文学、音乐、绘画、雕塑、舞蹈和戏剧分别以文字、声音、线条和色彩、材料和造型
、演员现场表演等为基本表达方式。
电影则以影像作为基本表达方式，它是通过画面和声音来讲述故事，传达艺术家对世界、对生活、对
人性的看法。
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影像是胶片曝光后留下的明暗色块，是一束光透过运动的胶片所投下的影子。
电影艺术的先驱者之一、美国导演格里菲斯说，他首先要达到的目的，是让观众看见，而由光与影的
色块构成的影像显然能够实现格里菲斯的艺术理想。
影像作为一种与现代人生活节奏和审美特点更契合的表达方式，更容易被观众接纳和记忆。
1933年，德国电影理论家爱因汉姆写出了《电影作为艺术》一书。
那时，摆在爱因汉姆面前的问题是，电影的基础是工业产品和机械复制，那么它有没有艺术性？
作为一种媒介，它的表现手法是不是具有艺术的潜力？
爱因汉姆的回答是肯定的。
而电影理论家李·R.波尔克进一步论断电影艺术的核心是通过“电影摄影在胶片上捕捉现实的创造性
活动”。
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是不会满足于对具体事物的机械复制的，画面上的形象是他对事物的主动选择、
组合的结果。
艺术家首先是借助画面进行思维。
有研究显示，人们从外界获得的信息中，有90％来自视觉，视觉在人的五种感觉之中是最重要的。
电影艺术家通过画面和观众交流，或叙述故事，或抒发情感，或表达意念。
罗伯·格里叶说：“考虑一个电影故事，在我就已经是用画面来构思的过程，这里涉及一切细节，不
仅包括表演和背景，而且还包括摄影机的方位和运动，镜头段落的组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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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在北大开设的“视听语言”课讲稿的基础上，扩充、修改后完成的。
从2002年起，我在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开始讲授此课，一学期给全院传播学各专业研究生开设选修课
，另一学期给广播电视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必修课，加起来总共已经讲了13轮了。
从一开始的简单、粗略到慢慢的成型，现在，总算可以给同学们提供一本比较完整的教材了。
本书提供的是关于“视听语言”最基础的知识，那些我认为有必要掌握的知识。
即便将来不搞创作，掌握了这些知识，对更好地理解、欣赏电影艺术也会是一种帮助。
这不是一本面面俱到的书，我没有能力去做一本百科全书式的书，那不是凭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梁漱溟先生认为学问就是将眼前的道理和材料系统化、深刻化，扼要地说，能从许多东西中简而约之
成为几个简单的要点，就已经够了。
梁先生的几句话，可以说把我从一团迷雾中引领了出来，使我不再纠缠于那些高深的理论和细碎的技
术参数，而是把力气放在从大量的材料中归纳、梳理出几个要点，更多的是将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体
会和拉片过程中的心得，做一个总结。
一开始，对我要讲的内容，为什么要讲这些，而不讲别的内容，心里总觉得有些不踏实，后来是看到
让·米特里撰写的巨著《电影心理学》，心里才慢慢有底了，在这本书里我总算是找到了一些依据。
因此，本书对要讨论的主要问题的选择，是受到让·米特里的启发。
对那些有志于创作的同学来说，我想也许能够提供给你们一些技术上的支持。
尽管美国导演索德伯格说，拍电影一个小时就可以教会，但我觉得并没有那么简单，或许摄影机（摄
像机）的拍摄技术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但毕竟电影也是一门艺术，需要相应的学养来支持，因此也
必须谈及一些艺术理想。
我在书中讨论了一些创作规则，这些规则在我看来是重要的，但并不是说这些规则是不可打破的，而
是因为懂得这些规则是十分有益的。
在本书中，我选用的范例更多的来自于经典影片，因为我觉得它们是有说服力的，这也是我目前能够
找到或者看到的所有材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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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视听语言》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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