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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往，每当我们着手对电影进行理论总结，所论述的不仅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能够表
达某些观念和感觉的语言，而这语言的含义则与被呈现的事物乃至蒙太奇、镜头性质、镜头间的关系
等等密不可分。
然而，  “语言”这一术语之前仅仅是以一种完全隐喻的方式被运用。
直到20世纪50年代，电影学研究所的一批社会心理学研究著作问世之后，  “语言”的观念才得到了客
观而具体的研究，但是某些理论家，尤其是吉贝尔·科恩一塞阿，对这一观念仍持有争议。
    在对他的诸多反驳作出回应的同时，我想我成为第一批支持电影确实是一种语言的学者中的一员了
。
当时，我写道：    有人或许会反对，认为既然展现事物而不命名事物的影像与语音之间没有任何对等
性，那么与其说电影是一种语言，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文字。
显然，如果语言指的是一种使对话交流成为可能的方式，那么电影或许并非一种语言。
然而，既然电影影像并不是简简单单地作为一种摄影式的复制而被使用，而是作为一种按照一连串的
逻辑和表意关系来传达某些观点的表达方式，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影确实是一种语言。
在这种语言中，影像所扮演的角色既是谓语又是主语，而且由于它的象征以及符号性质，所以它的角
色既是形容词又是名词。
这种语言与客观世界各种实体之间的对等性不再是通过约定俗成的抽象形象来获得，而是借助对具体
现实物的复制来获得。
这样一来，现实物就不再是由类似于图形的或具有象征性的替代物来“表现”，而是“由影像来给出
”，而在此进行表意的。
正是这种影像。
它陷入了一种新的辩证关系，变成了这种辩证关系的形式，成为它自己的虚构的要素。
⋯    1963年，当我写下上述文字之时，我尚未对电影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深究，原因很简单
，我当时认为二者毫无瓜葛。
然而次年，一个年轻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安·麦茨，向我推介了他的文稿《电影：是语言，还是言
语活动？
》。
文章以语言学为基础，旨在详细研究电影的表意结构，同时创造出一套比以往的电影学概念——其中
大多数来自于戏剧和舞台惯例——更为明确的术语，文章的深度及其严谨性深深地吸引了我。
    然而，在我看来，克里斯蒂安·麦茨在他的研究中是以语言学为模型，而不仅仅是以之为参考，他
认为电影表达类似于语言表达，二者至少在一种宽泛的结构主义中互有关联。
    自1966年起，克里斯蒂安·麦茨及其竞争对手的诸多理论获得了成功，而符号学的科学性却不足以
对此做出解释。
符号学在一些以电影为研究对象的大学学者之间得到了出乎意料的发展，面对这一形势，我曾经打算
写一部名为“词语与影像”的书（媒体也曾多次报道），以阐明这类研究在哪些方面以及为何没有出
路，同时提醒不少教学人员加以警觉，相比电影他们更擅长于语言学，但却在被运用于运动影像的结
构主义所布下的诸多陷阱中盲目地欢欣鼓舞。
    不过，那时候我已着手撰写《电影史》，今天出版的五卷本使我当时未能完成那部书，只能勉强在
《电影艺术》杂志上陆续发表一些文章，对上述问题略作探讨。
而今，我重拾并修正了那些文章，使之构成了本书的主要部分。
本书并非一种详尽的研究，而只是一种简单的陈述，展现了我对电影符号学——至少是语言学家所说
的电影符号学——的立场以及保守态度。
    如今，人们对符号学的狂热业已平息，因此不必对它剑拔弩张，它的某些侧面不可能有特别的进展
，只需阐明它为什么会失败（广义上的失败）即可。
    我并不想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诸多专家展开对话，也不想与批评家多费口舌，而只是想尽可能地与
众多对电影理论感兴趣的电影爱好者促膝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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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电影教学的发展与日俱增，无论在中学还是在大学都是如此，但是很多新手可能仍然准备
不足，难以卒读像本书这样的作品。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应编辑们的要求并且在征得他们同意之后，我在本书主体部分之前先陈述了一
些基本概念，为新手们提供相关信息。
我没有必要重新阐述日常话语中的陈旧定义，例如镜头、段落、场、镜头反打等等，与其强调这些电
影手段的定义，倒不如强调它们的用途和意义，同时阐明与“电影语言”、语言学、符号学的某些相
关概念。
有备而来的读者尽可跳过第一章，直接阅读第二章。
    作者注：鉴于本书收纳了一系列文章，大家对其中的重复之处不必大惊小怪，这些重复应当原样保
留，因为它们是从不同侧面在对电影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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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影符号学质疑：语言与电影》是“电影的黑格尔”让·米特里的最后杰作。
他对电影符号学的科学认识及合理批评，比电影符号学的建构者思路更清晰。
作者以克里斯蒂安·麦茨的著述为例，试图指明电影符号学的局限：电影符号学能够阐明“它是怎样
表意的”，却无法解释“它为什么要表意”，更无法制定出适用于所有影片的有效法则。
它没能抓住电影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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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影符号学质疑》编辑推荐：学者和一般读者皆于的读物。
了解电影符号和电影背后的秘密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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