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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入了二十篇文章，内容涉及电影研究的一般原则、方法，电影史写作反思，构建新的史述
角度，理论视野与历史写作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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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索绪尔还将牛这个字的特殊用法与这个字所属的《更为重要的)语言系统区别开来。
在某个特定语段(比如我写下的这个句子)中，我们能够控制我们想要使用的字词来处理语言，但是我
们并不能控制构成语言的那个系统，尽管在处理语言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竭尽变换和割裂之能事。
    结构语言学就是一种发源于索绪尔著作的思想流派。
它在许多研究领域(包括电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索绪尔对电影研究的影响将在第四章和第七章中讨论。
就眼下的论题而言，索结尔通过强调语言在赋予世界以意义时的主动作用和语言的文化基础，为约定
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如果世界是被语言并借助语言构建起来的话?那么就不是我们说话，而是话说我们了。
因为世界和我们的位置都是由语言来决定的。
    科学研究中最有影响的约定论阐述大概要算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了。
库恩认为，在任何特定的时间，科学都是受一组程式支配的。
这种程式形成了一种科学大致如是的范式(或模型)。
这个范式决定了哪些问题是重要的，对现象的哪些解释可以被严肃地加以考虑；以及应该用哪些准则
来评价科学研究。
科学的进步并不是通过知识的积累过程发生的，而是在支配范式开始失去它对于科学共同体的影响，
并被新的范式所代替的时候才发生的。
新范式并不一定比旧范式正确；它不过是构成科学课题的一种不同方式罢了。
库恩指出，接续更替的诸范式不仅是互不相容的，而且对它们不能用统一标准去衡量。
不同的程式组合使科学家们用彼此不同的方式观察世界。
在库恩看来，世界是由科学理论构建成的，而不是由科学理论解释出来的。
程式一经变革，现实即随之改变。
    认为彩色更适合于表现幻想性题材的观念一直持续到40年代中期之后；只有等到彩色电视出现以后
，才终于使电影中对彩色的使用变成“自然佬”的东西。
由于电视具有优越的写实地位，电影回到了摄影棚内人为控制的环境中去，70年代电影业露新组合之
后尤为如此。
工艺不仅未被埋没，反而以特技的形态成为电影的主要吸引力。
    这样，历史形成了完整的循环：因为电影在以明星和故事作为主要推销特色之前，一开始先是以它
新奇的工艺绝技来吸引顾客的。
戴维，波德威尔一类史学家所采取的立场就是认为工艺或技巧是不能与其他程序分割开来的，主要是
不能与叙事的发展分割开来的。
只有少数史学家正视叙事为什么变成了电影艺术的推动力这一问题，还有这种推动力会不会发生变化
。
今天，科幻片作为一种类型片所取得的成就，或是只用简单的基本电影情节的集成进行叙事的导演如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成就，都说明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电影业光幻公司”施放焰火的借口。
    好莱坞的实践依赖于严格的声画同步。
观者在观看经典故事影片时的快感不仅要求把兴趣集中在影像和故事上；而且要求音响空间的存在。
但恰恰因为声音是游离于实体之外而且是引起错觉的(这是由于把声音的来源与影像连接在一起只是一
种约定俗成的认可)，所以反幻像论的导演倾向于强调他们影片的声带的完整性。
让—玛丽·斯特劳布完全摈弃配音，因为他认为音响空间应支配视觉空间。
相反，让—吕克。
戈达尔却不承认声画的高低先后：他在单一的影像内成倍地增加音响；他使观者既观看又倾听，而且
完全不打算把这两方面统一在一起。
    但是，如里克·奥尔特曼所说，音响实践对于电影理论家是一种挑战，因为当代的电影制作在工艺
上多少在朝着声音优先于画面的方向发展；《电影声音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有一篇文章，提到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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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次音响革命”，而且以迈克尔·西米诺为例，因为在他的影片中所采用的杜比立体音响系统
“可以拆除把观者和影片隔开的那堵墙。
几乎可以拆除掉银幕”。
看来，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完全置于听者脑海之中的音响空间。
《现代启示录》的“音响设计”瓦尔特·莫赫说：“你要设法将观众引到一个位置上，使他们能够对
声音进行想像。
；他们在脑海里昕到在声带上完全不存在的音响。
这就是理想中的音响——它只存在于脑海之中。
”    经济学的和工艺学的历史方法，把重心从本文移向泛本文。
但对于声音与影像的关系的研究，则意味着回归到影片本文的观者所置身的想像中的空间中去。
在这一点上，我所介绍的电影的历史有可能和电影韵理论结合起来。
而这种新历史与电视历史一前一后，它看上去像是电视的史前期：经济因素的支配地位，工艺的和机
制的对叙事的直接冲击和控制，这一切在电视中要比电影中更值得注意。
与此同时，电视尽管表面上是关于“外部世界”的，却像声音那样，真实的世界是在“内心中”产生
的。
    这正是我提到的前三本书中所欠缺的，只有《电影声音的理论与实践》注意到了这种新的工艺不仅
会影响电影而且会影响我们看待历史的方法。
新电影史一方面倚靠的是影片收藏家和修复家的努力，一方面倚靠的是录像和电视的启示，因为录像
和电视可能会像凤凰那样从我们熟知的电影艺术的灰烬之中再生。
    第二部分论述了20世纪20年代前后美国电影在日本电影的形成，特别是在各种类型形成的过程中所
起的作用。
就是说，这一时期可称之为“美国时代”。
日本电影在这一时期从美国引进了许多类型体裁：有反映父母辛辛苦苦培养孩子受高等教育、望子成
龙的两代人关系的影片，即世代交替片(母爱片、父爱片、学生体育运动片)；有闹剧片；有卓别林的
专写失业者的喜剧片；有劳埃德的小职员喜剧片；有颂扬友谊的帮伙喜剧片；有描写城市新型小伙伴
文化生活的儿童喜剧片；有范朋克的真刀真枪的打斗片；有鼓励弱者不畏强手，终成强者的巴塞尔梅
斯的打斗片；有描写不可一世、耀武扬威的恶势力的“善恶人”打斗片和班克罗夫特的影片(揭露黑社
会内幕)；有歌颂友情、团结合作的小集团打斗片；还有海洋打斗片、日式西部片、机械化战争片、圣
母型女主人公的情节剧片，等等。
当然，这些类型片的移植必然产生出类似和差异的问题，而在这里发挥“鉴”与“镜”双重功能的就
是美国电影。
    实际上，即使在美国，这些类型片也都是产生不久的新鲜事物。
新类型片的产生是电影观念的活力同其周围的制作者和观众的活力相结合的产物。
而且，这些活力也正是这个时代文化的活力。
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是今天美国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文化源泉。
日本电影就是这样把充满勃勃生机的美国电影作为“鉴”，又把美国电影显示出的充满勃勃生机的文
化形象复制在自己的“镜”中。
由此出发，我在“《结婚哲学》与日本电影”一章中试着分析了公认给当时的日本电影以极大影响的
《结婚哲学》这一作品。
其意图同在第一部分中分析《路上的灵魂》和《党同伐异》是一致的。
因为电影归根结底还是以作品为基础。
尽管如此，本文中，数第二部分引用的证明影响的言论数量最多，也最生动有力。
我只不过把它们忠实地抄录在此而已。
    第三部分涉及到日本电影确立的20世纪30年代日本电影和欧美电影的关系。
这一时期，日本电影完善了它的无声电影艺术，同时开始进入有声化，然后创造出优秀的有声电影作
品，最终形成有声电影艺术。
今天我们所说的35毫米标准尺寸的黑白经典影片就是那一时期定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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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期又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个半期。
    前半期，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美国时代”的影响继续发挥作用。
在美国的初期有声电影(新政时代的卡普拉的影片等)的影响下，稻垣浩和山中贞雄发展了佐藤忠男称
之为“自由主义时代剧”的电影；清水宏在现代剧领域中确立了他的“行旅题材”的地位。
而且，由于20世纪30年代正是法国电影的黄金时代，而德国电影也在多种意义上和日本电影有着极多
的瓜葛，所以说它们的影响也是存在的。
    很明显一起看电影对情侣们起着几方面相互联系的作用。
情侣们将看电影作为发展关系的一种工具。
引用凯里的观点，交流是社交现实得以创造、保持和改造的象征性过程，显然情侣们利用看电影要达
到的正是这个目的。
也许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看电影”还能达到多个“现实目的”，其中包括其作为安排时间的一
种方式。
这些夫妇不但将看电影这一活动用作独处，同时也是从工作和为人父母的要求中解脱出来的一种方式
。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在于形形色色的情侣们用以多方面象征性地看电影的方法。
例如，恋爱和已婚情侣利用这个活动来发现他们的共同点，掌握彼此的不同点。
他们不但用这种方式来庆祝以前建立的特殊时刻，而且还以此建立一些新的契机。
许多夫妇规定了一些特殊的仪式作为这一活动的一部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夫妇认为他们看电影的活动是他们这一对所独有的，不过这种作法似乎在我
们的调查样板中普遍存在，许多夫妇都进行类似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观影活动。
    具有讽刺意味的另一点是：这些夫妇虽然意识到了男人和女人对电影的爱好上的差别，但还是建立
和规定了这样的仪式性活动。
不过这些差别并没有造成他们之间象征性活动的失败。
相反，处理这些差异的能力似乎增加了他们心目中对这些活动的象征意义的重视。
这样，一起看电影通常是很重要的，因为即使他喜欢“痞子电影”而她喜欢“少女电影”，只要其中
一方或双方都做点“小姿态”去看对方喜欢的电影，有时这样做正是他们要建立的特殊仪式的一部分
，他们借助这些仪式“通宵玩乐”，或者庆祝一个“里程碑”或是其他特别的事件。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影史学新视野>>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编选本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响应上海大学钱伟长校长关于在研究生教学中开设基础理论文献阅读
课的倡议。
在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的统一安排下，笔者为本学院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两个硕士研究生
专业的一年级同学开设了名为“电影史学理论文献导读”的研讨课程。
这种研讨课的通常教学方式是，由老师指定一定数量的专业理论文献篇目，让同学自己细读原著，写
出读书报告，在课堂上做陈述并组织讨论，最后在学期末根据一段时间内的阅读情况写出一个研究综
述性的学习报告。
这样，对某一领域某些公认的、相对固定的专业文献进行搜集、整理、编辑成书，就成为一项必不可
少的准备工作。
当然，在不同学期中，选用的文献可能会有一些出入，并且随着课程的进行，对一些具体篇目也会有
所汰选和更新，这却是出版文献书籍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有总聊胜于无，于是便有了这本书的组织和编辑。
    本书题目中所谓的电影史学，也许是一门未必成型的，还只是停留在一种设想阶段的“学科”。
它关注的是电影史研究，以及电影史写作所涉及到的史学观、电影观、史述方式、角度、体裁与一般
原则、研究方法等问题；对通常电影史意义上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以及具体的电影技术、机
构的历史沿革、美学风貌的演变等传统内容少有涉及。
或者，不妨称之为一种以电影史自身为关照、研究对象的学科。
这一设想能否成立，一方面取决于电影史这门传统学科的发展程度，同时，也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够以
一种特定的理论眼光对电影史自身进行必要的理性反思和抽象，以及这种反思和抽象所能达到的学理
高度和系统程度。
从本书编选的这些文章来看，人们的确正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思索和构建，但现有成果能否构成一门独
立的学科，则还是一个有待辨识的过程。
本书在组织、编选过程中，着重考虑的是一些新近的成果，力图以此体现出一种最新的电影史学观念
，但对传统的带有经典意义的文献，也作了适当的收录。
从这个意义上说，编选本书这一行为本身就多少带有对传统学科门类进行僭越的企图，大概也能算是
一次新的尝试，因而又在“史学”后面加上了“新视野”这样三个颇为煽情的字眼。
    笔者从自己目力所及的《电影艺术》、《当代电影》、《世界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电
影学术期刊发表的相关论文，以及一些电影学术书籍当中筛选了20篇文献，这当然是挂一漏万。
更限于篇幅，有几篇文章本已选入，最后也不得不予以割爱。
但本书并非什么“大全”一类的传世宝典，只要少许有些“窥豹”之用，便足以使编者对自己的孤陋
寡闻心安理得了。
各篇目的编选体例，大体依据“电影史研究的一般原则、方法”、“电影史写作反思”、“构建新的
史述角度”，以及“理论视野与历史写作的关系”这样四个题目确定。
在每一个题目下，又选数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作为对相应主题的展开与研究个案的呈现。
例如，在“构建新的史述角度”这一名目下的四篇文章，就涉及到地方电影史、比较电影史、传播电
影史、电影接受史等几种电影史写作的可能方式，以及作者对这些写作方式的认知与判断。
这样的体例不见得暗示着某种理论预设，只不过是对入选篇目的一种组织程序而已。
    本书采用的文章，大多已经获得了作者或译者的首肯，但也有几位校译者未联系上，请见到本书后
尽早与出版社取得联系。
在此，特向各位作者与校译者表示感谢和敬意。
笔者还想借此机会，向同门师兄，北京大学艺术学系的李道新博士表示感谢，正是在我们的数次关于
电影史研究的交谈过程中，萌发了编选此书的念头。
这里愿将此书付梓的喜悦，拿来与他一起分享。
最后，还要对上大影视学院将本书纳入《影视新视野学术丛书》系列表示感谢，它使本书的问世成为
一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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