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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影视与影视鉴赏》结合中国当代影视艺术与文化的实际，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影视与影视
鉴赏的基本常识和原理、操作方法和技巧。
全书分为四章，即：影视知识入门；影视鉴赏基础；影视文本解读；影视评论写作。
其内容设置，力求做到理论性、科学性、思想性与知识性、启发性、实用性的有机统一；并尽量做到
深人浅出，好读，好讲，好用，是一本较有特色的影视艺术与鉴赏的普及性读物，有助于提高大学生
和一般影视爱好者的人文素质、艺术修养、审美水平特别是影视作品鉴赏与影视评论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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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无声电影。
电影的发明是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结果，在光学、化学、声学、机械学等学科的发展中有了照明技
术、胶片及洗印技术、留声机与放映机等设备，于是在这个世纪末催生了电影。
电影发展的最初阶段是无声的默片时代，它绵延达三十余年，电影进入中国是在1905年，当时的北京
丰泰照相馆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由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
有声电影。
由于录音设备的完善，1927年，美国华纳公司拍摄了《爵士歌王》，虽然只是在片中加进了四支歌、
部分对话和音乐伴奏，但它却标志着电影新时代的开始。
电影从此由单一的视觉艺术发展成视听综合艺术，音乐、音响和语盲都成为电影的创作元素，大大丰
富了电影艺术的表现力。
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有声片是1928年放映的《纽约之光》。
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是创作于1931年的（歌女红牡丹》。
彩色电影。
彩色胶片洗印技术的出现意味着电影艺术第二次革命的到来。
虽然此前的黑白电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但人们对色彩的渴望依然强烈。
早在1925年，爱森斯坦就在他著名的《战舰波将金号》中采用人工胶片上色的方法为战舰升起一面红
旗。
真正的彩色电影是1935年美国人拍摄的《浮华世界》，不过直到20世纪60年代，彩色片才开始在全球
普及。
安东尼奥尼于1964年拍摄的《红色沙漠》，由于色彩上的夸张和主观渲染而使色彩在影片中终于成为
了一种富有表现力的创作元素。
至此，构成电影艺术的三个基本要素——画面、声音、色彩已经全部具备，电影艺术进一步走向成熟
。
数码电影。
这是以电脑动画技术的介入为标记的。
当代电影越来越多地把摄影机无法实现的内容交给电脑来完成，创造时空再造的奇迹。
于是就有了《阿甘正传》中主人公与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握手；《侏罗纪公园》中活灵活现的恐龙
；《玩具总动员）则由1500个电脑制作的镜头完成。
正如美国DigitalDo-main数字影业公司总裁史蒂夫·范德雷克宣称的：数字技术进入电影产业，是21世
纪最伟大的革命，也是继无声变有声、黑。
白变彩色之后，电影业发生的第三次革命性变化，它将为人们带来全新的电影理念。
的确，电脑数字技术的辅佐，不仅使电影表现手段更丰富，艺术感召力更强，而且使电影真正成为了
无所不能的艺术，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梦幻世界。
电影艺术因此而显示出面向未来的无限生机。
2．艺术回眸电影的源头，我们首先应该记住的，是卢米埃尔兄弟。
1895年12月28日下午，卢米埃尔兄弟在法国巴黎的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地下室里，第一次售票公
映电影，放映了《工厂大门》（婴儿午餐）《水浇园丁》《火车进站》等取材于实际生活，几乎不含
任何技巧的短片。
放映时间大约20分钟，只有35位观众。
后来，电影史学家们把这一天确定为电影的诞生日。
虽然摄影机的发明经历了众多科学家和发明家的长期实验和探索，但卢米埃尔兄弟的贡献是决定性的
，是他们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制造出了集拍摄和放映于一体的“活动电影机”。
法国人乔治·梅里爱，为电影开辟出了另一番天地。
他在巴黎郊区创建了第一座电影摄影棚，从而改变了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实景摄制方式；他还开创了
“停机再拍”的摄影方法，这得益于一次偶然的事件：在一次现场拍摄中，摄影机出了故障，胶片被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影视与影视鉴赏>>

卡住了一秒钟，就在这一秒钟里，原本在镜头之中的一辆公共马车驶出了镜头而被一辆灵车代替，于
是，梅里爱在摄影机中看到了魔幻般的画面——马车突然变成了灵车，他因此而大受启发，发现了停
机再拍的妙处；他还把照相技术中的方法运用到电影的拍摄之中，发明了许多电影特技，如淡出、淡
人、叠印、多次曝光等。
因此，梅里爱又被称为电影“特技之父”，是他把电影由“活动照片”变成了“神奇的魔盒”。
他拍摄的影片（月球旅行记）（1902）、《鲁滨逊漂流记》（1902）、《天方夜谭》（1905）等都充
满着神奇、诡谲的色彩。
另一位值得记住的人物是埃德温·S·鲍特。
他是电影史上较早运用剪辑来讲故事的人之一。
他拍的只有8分钟的影片《火车大劫案》（1904），由于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电影剪辑的叙事潜能，而成
为电影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这部影片还被称为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的故事片，创造了美国西部片的最初风格。
真正使电影成为一门艺术的是美国导演D·W·格里菲斯。
他在鲍特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把前人已有的电影剪辑技巧变成精确有力的语富。
他导演的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成为世界电影史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被作为电
影艺术诞生的标志。
他本人也被人们称为“电影之父”。
正是的特、格里菲斯等人的创作经验促成了苏联蒙太奇学派的形成及对世界电影影响深远的蒙太奇理
论的诞生。
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是查尔斯·卓别林。
他那些精彩绝伦的幽默片即使在今天也依然让人激动不已。
他以自己大胆夸张、极富个性的表演创造了“绅士流浪汉”夏尔洛的银幕形象，用以表现个人的命运
与强权、与现代工业的冲突，同时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自己诙谐与智慧的天性。
他的（淘金记》（1925）、（城市之光》（1931）、《摩登时代》（1936）、《大独裁者》（1940年）
等都是电影史上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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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影视与影视鉴赏》是21世纪高等院校素质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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