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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反观近百年的人类生活，心理学和影视艺术的影响举足轻重，二者互证式的发展都是为了一个目标：
通向人类心灵的极点。
可以说，影视艺术现象无一例外地皆发端于心理学的根基之上，并为心理学研究提供鲜活生动的实证
案例。
伴随着科学和艺术之间更广阔、更深远的相互渗透，影视艺术心理学的研究也将展开新的篇章。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影视艺术心理学>>

作者简介

宋家玲，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电影学博士生导师。
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理事，《当代电影》编委。
出版著作：《电视剧艺术论》、《影视文学创作论》（获国家广电总局高校科研二等奖）、《影视艺
术比较论》、《电视剧编剧艺术》（合著）、《电视片写作》（合著）、《香港电影80年》（合编）
、《影视艺术之道》（自选集）、《影视剧本选评》（合编）、《电影学前沿》，以及中篇小说《危
险的脑疝》、诗集《恋人眼睛》等。
主要影视作品有：电影故事片《周恩来》（第一编剧／执笔）荣获1992年度电影金鸡奖、百花奖、政
府奖；16集纪录片《伟人周恩来》（总编辑）荣获1994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纪录片学
会纪录片一等奖；20集电视剧《皇城旅店》（总编剧），30集电视剧《旋涡》（编剧顾问）。
多次参加中国视协影视制作中心组织的长篇电视剧策划或审稿工作。
荣获北京市2004年“十佳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
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宋素丽，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新闻采编实务、纪录片创作、电视栏目策划与制作、影视心理学。
出版专著《自我的裂变——叙事心理学视野中的中国纪录片研究（1978-2008）》。
参与编写的著作有《影视叙事学》、《电视新闻：与事件同步》、《电视采访：接近事实真相》等。
在《当代电影》、《电视研究》、《中国电视》等专业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2000年曾荣获“山西省优秀青年记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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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取向——后现代氛围中的心理学：叙事心理研究时代的到来　第三章  格式塔理论与影像艺术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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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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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随着影视艺术对社会、大众的影响越来越深入，高等院校的影视专业也成为年轻学子趋之若鹜的热门
求学方向。
与之相应的是，有关的专著和教材日渐多了起来，有的甚至进入畅销书之列。
从最初的创作、制作等实践层面，到后来的多方理论融入，尽管五花八门、良莠不齐，但终是有人需
要，显示出当代人文学科中这方天地的昌盛景观。
我有幸从事影视专业教学二十余载。
从上世纪80年代撰写出版《电视剧艺术论》，到90年代初涉足电影创作及其理论研究，写作出版《影
视文学创作论》、《影视艺术比较论》，便已将教学、科研方向确定为影视理论研究。
它的一个特点是，把电影和电视整合在一起，以综合与比较的方法，探讨两者创作个性、美学追求、
传播特性、接受方式等方面的同与异，以便把握它们的生存、发展的规律。
我深切感到：电影和电视这一对都以“电”为姓氏的大众媒介或日艺术，既是生存竞争的冤家又是相
互融合的姐妹。
非常有意思的是，它们应属同门：共用影像与声音手段传达信息、娱乐人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和价值观念。
开始，电影将视听语言传授给电视，电视得以施展本事，学步、成长，当其渐趋成熟，电影却感到了
生存危机。
媒介生态和艺术生态的规律决定了：适者生存，违者灭亡。
但电影没有灭亡，反而张扬、突出自身的艺术个性而寻到新的生机。
被电视发展了的视听语言，反过来又滋养了电影，使之大片如重磅炸弹形成视听感官震撼，倒为电视
所不及。
电影属于艺术家族已无异议。
电视形态便较杂，就具体节目、栏目而言，艺术的和非艺术的都有，还有二者杂糅一体的，似乎总体
冠以艺术名号有些勉强。
但它所应用的表达手段——视听语言，属于形象表达，是艺术的。
文字语言说“一条狗跑了过来”，只是给我们传递了一种信息，可以不管狗是什么样子，怎么样的跑
动姿态，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跑；但若用视听语言表达，影像就会自然呈现出这一切，而且还可能有狗
的跑动声，狗的叫声。
面对这一系列形象，我们自然地会生发出审美意识：这只狗好看不好看？
可爱不可爱？
它跑过的环境美不美？
等等。
这是一种人皆有之的素朴的审美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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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影视艺术心理学》：电影艺术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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