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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技术在电影中日益广泛运用，正在给电影开辟新的艺术探索的空间，也引发新一轮的电影美学的
思考。关注这个新趋势、探索这个方面的新进展，才是今天的电影研究所面临的任务。《中断与连续
：电影美学的一对基本范畴》以时下流行的“重返电影美学”这一口号为契机，层层切入并剖析了重
返究竟返回到哪里？重返之后又将如何？传统的电影美学已经做了些什么？它又会给今天的电影美学
研究提供怎样的基础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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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颜纯钧，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从事写作学、文艺学、现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电影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目前担任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影视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福建省美学学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个人著作有《电影的
读解》等，主编《文化的交响——中国电影比较研究》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
理沦研究》、《电影艺术》、《当代电影》、《现代传播》等核心权威：刊物发表论文一百多篇，业
余从事文艺创作，有小说、散文、随笔百余篇，影视剧本十余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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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论 从文化转向美学
一、理论的推动力
二、实践的新探索
三、重返电影美学
总论电影美学再出发
第一节 电影美学：思辨的或经验的？
一、尴尬的电影美学
二、新的经验与旧的美学
三、电影美学研究：如何可能？
第二节 看电影的“看
一、看、知觉、认知
二、“看”：视知觉的心理机制
三、具身认知和情境认知
第三节 知觉和审美知觉
一、主体的知觉指向客体
二、知觉：主客体的统
三、美在知觉
四、给人以享受的知觉
第四节 从数字技术到数字美学？
一、从技术上升到美学
二、错位的关系
三、可能性：中断与连续
上编 中断与连续
第一章 工艺技术与电影的身体性
第一节 身体投射与身体图式
一、身体：从哲学、美学到电影
二、技术意义上的“身体三
三、身体的空间性
四、身体空间、影院空间和电影空间
第二节 眼睛、镜头、画面
一、工艺技术的仿生本性
二、眼睛的模仿与超越
三、超验的主体
四、从生理心理到工艺技术
第二章 从艺术到美学
第一节 “卡片事故”：电影艺术的起点
一、从照相术到电影术
二、从“卡片”事故到停机再拍
三、从电影术到电影艺术
第二节 蒙太奇：中断的艺术
一、蒙太奇的由来
二、从叙事走向表现
三、质疑库里肖夫实验
四、蒙太奇的美学品格
第三节 长镜头：连续的艺术
一、从蒙太奇到长镜头
二、连续性：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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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镜头内部的蒙太奇
第四节 影像美学：中断与连续
一、影像的回归与超越
..
下编 关系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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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真的喜欢颜纯钧的文章，逻辑性杠杠的
2、看过的阐释电影美学最系统的一本书，质疑了许多电影研究不巧当的地方，重建了一些概念范畴
，观点清清楚楚，非常有说服力。关键词：“重返”。尘归尘、土归土，从电影回到电影，从电影美
学回到真正的电影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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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993年的时候，颜纯钧就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电影美学的文章《中断与连续：电影美
学的基本范畴》，想想看来已有20年有余。20年对人的一生来说非常久，可是对科研工作作者来说可
能朝朝暮暮一日之长，也许就像作者爬鼓山看到的刻有“宜勉力”的石碑。因为写一篇关于电影史的
文章，以丁亚平的《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罗艺军的《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为基础，读了
一些理论文章。虽然有人说“中国电影的研究多是电影批评，而不是电影理论”有失偏颇，中国电影
理论研究还是存在这种现象的。关于电影美学的研究对知识积累和学术素养要求非常高，没有哲学、
美学、文学功底的学者都很难深入。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看了目录就非常喜欢，像质疑库里肖夫实验
、影像美学的诠释、感知经验、知识考古等都可以看出作者的功力，他也提到了此书是他的多年电影
研究的集大成。惊喜的是，之前读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时候所留下的问题反而在第七章第一节“影
像的知识考古中”仿佛找到了答案，借鉴了一种能让我重新分析问题的方法论。影片读解的过程中经
常会顾及到过度诠释的问题，那么它如何形成的？罗兰·巴特在《影像的修辞》中认为影像能指下面
隐含着一个“浮动的所指链”（潜在的特性），所以意义表达是非常多样化的，对意义的误读、曲解
才会产生，因而发挥“锚固功能”才显得尤为重要。影像首先是某种实物的影像，同时也是实物的影
像继续以实物的形式被观众的视觉感知为影像。perception是书中美学理论阐释的重要基础，其理论来
源于梅洛·庞蒂、杜夫海纳、胡塞尔等哲学家，他们共同强调perception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质疑库里肖夫实验”，看的热血沸腾。“库里肖夫只是选取了一个莫兹尤辛没有表情的特写镜头和后
面三个镜头相链连接，却试图从中得到蒙太奇表现性的一般结论，这种通过简单枚举而在枚举中没有
遇到一个矛盾情况的归纳法，往往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从严格的科学实验来看，库里肖夫的受控
实验、室内实验有非常大的弱点，且没有对照组。在马赛尔·马尔丹看来，格里菲斯和库里肖夫实验
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苏联表现蒙太奇（爱森斯坦、普多夫金）是从实践中来的。爱森斯坦在《蒙太
奇在1938》中批评过蒙太奇左派，实则指库里肖夫实验的极端化表现（爱森斯坦虽然批评别人，但他
自己......），普多夫金更有脾气，他曾进入库里肖夫的工作室工作，并把他视为老师，但当发现“库
里肖夫所宣扬的那种干巴巴的形式与我的要求是绝对不相容的”，便离开了他......离开了他......书中明
确了一个概念——影像美学。当然影像美学的研究还在进一步发展，作者并没有否定。继而电影美学
从蒙太奇美学，到长镜头美学研究之后，进入到了影像美学的研究。书中把这一点将的非常清楚。蒙
太奇美学是镜头关系的美学（表现主义的美学），长镜头美学是单个镜头的美学（纪实主义的美学）
，影像美学是镜头内部元素的美学（造型化、符号化、奇观化），作者感概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
极致到在像素上的处理、子弹时间（表现性放大）、合成技术、画面分格等。影像不是一味的去完成
叙事了，旧的时代已经过去，同时对新时代的到来表示担忧，尤其电影的艺术审美、精神引导功能
。226页还提到了一个词“数字美学”，但具体指涉还没弄明白。电影艺术理论VS电影美学。尽管严
格的区分电影艺术理论和电影美学是一个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问题，两者之间是相对的、模糊的、互
渗的。电影美学都是从电影艺术的发展中去获取宝贵的理论资源，同时也是相应的电影艺术理论在提
升到电影的本体、本原来思考时，进一步抽象的结果。艺术理论（实践）：镜头、景别、蒙太奇、连
续摄影、构图、场景调度、造型、表演、音响和音乐等。电影美学（范畴）：时间、空间、表现、再
现、影像、声音等。[匈]巴拉兹·贝拉的《电影美学》基本和电影美学无关，应被译作《电影艺术》
（电影理论？电影文化？）只有苏联蒙太奇学派才把电影从实践到艺术理论，再到美学，逐步提升形
成系统的美学主张。美学范畴（中国）：形与神、情与理、虚与实、文与道、言与意、意与境、体与
性电影美学范畴（对立统一的观念看待）：静止与运动——描述电影的形态特征时间与空间——描述
电影的存在形式影像与声音——描述电影的基本元素纪实与表现——描述电影的艺术观念定位电影美
学的坐标维度，确实需要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黑格尔）看待这一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数字技术的
发展将电影变成人人都可以玩味的玩具，长时间形成的艺术崇高被重重的摔在了地上，影精神的需求
还能否在电影的发展中得到满足？巴赞在《“完整电影”的神话》中说，“倘若把对电影发展起到重
要作用的科学发现或工业技术视为电影发明的原动力，那么，至少从心理方面看，就是把具体的因果
关系弄颠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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