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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电影美学》现为巴黎第三大学电影专业教材。四位作者分别是巴黎第三大学电影美学教授雅克
·奥蒙、米歇尔·玛利、马克·维尔内和《电影手册》编辑阿兰·贝尔卡拉。
本书涉及符号学、叙事学和精神分析学等电影研究新学科，涵盖了雨果·门斯特伯格、贝拉·巴拉兹
、谢尔盖·爱森斯坦、安德烈·巴赞、让·米特里、罗兰·巴尔特、克里斯蒂安·麦茨等电影理论大
家的重要思想。
本书超越了时间的局限性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仅是对已发生事实的归纳总结，更是对于未来的指导
和预言。

Page 2



《现代电影美学》

作者简介

四位作者分别是巴黎第三大学电影美学教授雅克·奥蒙、米歇尔·玛利、马克·维尔内和《电影手册
》编辑阿兰·贝尔卡拉。
译者崔君衍 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巴黎大学访问学者，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香港城市大学访问
教授。主要著述有《现代电影理论信息》、《电影心理学研究》、《电影符号学》等；主要译作有《
世俗神话》、《电影哲学概说》、《影片美学》；主编有《电影美学与心理学》、《电影艺术词典》
、《现代艺术大辞典》电影分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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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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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译者简语
导言
一、电影书刊分类
1.“大众”出版物
2.影迷读物
3.理论和美学著作
二、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
1.“原生性”理论
2.一种描述性理论
3.电影理论和美学
4.电影理论和技术实践
5.各门电影理论
第一章 作为视象和声音再现形式的影片
一、影片的空间
二、景深技巧
1.透视法
2.景深
三、“镜头”概念
四、电影，声音的再现
1.经济-技术因素及其发展史
2.审美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
参考读物
第二章 蒙太奇
一、蒙太奇的原则
1.蒙太奇的对象
2.蒙太奇的活动形态
3.蒙太奇的“宽泛”定义
二、蒙太奇的功能
1.经验性研究
2.更系统的描述
三、蒙太奇的观念体系
1.安德烈·巴赞和“透明”电影
2.爱森斯坦和“电影辩证法
参考读物
第三章 电影与叙事
一、叙事电影
1.电影与叙事相逢
2.非叙事电影：界限难定
3.叙事电影：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
二、虚构影片
1.任何影片都是一部虚构影片
2.参照体的问题
3.叙述、叙事过程和叙事体
4.叙事符码、功能与人物
三、电影中的现实主义
1.表现材质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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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片主题的现实主义
3.真实性
4.真实性作为文本集合体的效果
5.类型-效果
四、真实感
参考读物
第四章 电影和语言
一、电影语言
1.旧有概念
2.早期理论家
3.电影的各种“语法”
4.电影语言的经典概念
5.一种无符号的语言
二、电影，常规语言还是泛语言？
1.电影泛语言和常规语言
2.影片的可理解性
三、电影语言的异质性
1.各种表现材料
2.符号学中的符码概念
3.电影的特殊符码
4.非独特符码
四、影片文本分析
1.《电影的语言》中的影片文本概念
2.实例：D.W.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的文本系统
3.文学符号学中的文本概念
4.文本分析的独特性和理论意义
参考读物
第五章 影片与影片观众
一、电影观众
1.再现性幻象的条件
2.“塑造”观众
3.电影学研究的观众
4.电影观众，“想象的人”
5.研究电影观众的一个新途径
二、电影观众与影片认同
1.精神分析学理论中认同的位置
2.认同作为自恋性退化
三、电影的双重认同
1.电影的初级认同
2.电影的次级认同
3.认同与结构
4.认同与陈述活动
5.电影观众与精神分析主体：尚无定论
6.女权主义和观众
参考读物
结语
原文参考书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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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音乐的表现材料是非语音的声音，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源自乐器的声音；歌剧已经较少同质性，因
为其中增加了语音声音（歌唱家的声音）；绘画的表现材料是由源于不同物质的视觉形象能指和色彩
能指组成的，它可以把图形性能指纳入其中。　　有声电影语言显现出特别突出的异质性程度，因为
它兼容五种不同的材料：　　影像部分包括多种多样的系列化活动影像，以及次要的图形标记，或可
取代摹拟影像（如插入字幕），或可叠加于影像（如银幕底部字幕和镜头内的图形）。　　一些无声
影片器重书写文字的重要作用：爱森斯坦的《十月》（1927年）共有3225个镜头，其中包括276个插入
字幕，同时，影像内部还有大量的文字说明：游行队伍的横幅标语、标语牌、旗帜、传单、报纸大特
写插入镜头和文字讯息等。卡尔·西奥多·德莱叶的影片《圣女贞德的受难》（1928年）系统地交替
使用面部特写镜头和说明审讯证词的插入字幕。许多有声影片亦大量采用文字材料，譬如，奥逊·威
尔斯的《公民凯恩》（1941年）使用大量插入镜头，用于表现报刊的大字标题、竞选海报、凯恩手写
稿或打字稿的摘抄。　　相反，另一些无声影片则竭力消除任何书写文字的印迹。　　声音的光临为
电影增添了三种新的表现材料：语音声音、音乐声音和摹拟声音（音响效果）。这三种材料与影像同
时出现，正是这种同时性可以把它们纳入电影语言中，因为它们在单独出现时构成另一种语言，即广
播语言。　　当然，在这五种材料中，仅一种材料为电影语言所独有，那就是活动影像。出于这一原
因，人们往往力图通过运动影像来确定电影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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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不懂。想必是我借错书了。
2、新版2016年6月份出的，还没有条目，哈哈等我贡献第一个
3、深
4、读起来比较无聊
5、灰常好，灰常受教，灰常受启发
6、还剩下两章没看，假期到了想找本通俗读本。
7、收获不大
8、法国人的理论体系确实严密，非常注重许多概念的区分，还是挺有用的~
9、理论，常读常新
10、一堆复杂死板的概念和名词解释
11、如果不熟悉女性主义之前的电影理论怕是很难消化这本书，基本属于微言大义型。对巴赞与蒙太
奇学派、电影符号学、电影精神分析学的论述较为详细——是真正的个论述，从新的侧面和角度提出
自己的论点，全书也珍贵在此。收获颇多。
12、电影学进阶必读。
13、： �J901 
14、给四星是因为有一章多的篇幅都处在认字状态中，看不懂也不好评价什么⋯⋯但是能感受到作者
对各阶段重要理论家的理论的梳理和理解~
15、还得再看。起步整高了。
16、考试复习
17、我是没文化的人 有些晦涩。。。
18、语言有些地方不够通顺，但总归比国内一些概念书要深入多了。
19、第一次读电影方面的专著，拿这个入门莫非有点太深。理论性较强，有困难~
20、有一种在上汉语言美学课的感受啊啊啊~我讨厌看这些逻辑
21、读过法文原版的。其实原标题是《电影美学》。最好的电影美学入门书！
22、长句确实容易把人绕晕，但我开始体会这种好处，就是强迫你思考，并且是用原文的逻辑去理解
。
23、不明也不觉得厉 ==
24、应首先承认的是，现在是理论生产期，这种生产不可避免地要征用既有文本，因此意识形态的幽
灵避无可避。同时还有一个真相是，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试图拥抱那个幽灵，这种靠近若是本位地看
待、或许是远离了真实的。再者，否定之否定不是肯定。
25、读过最好的电影理论入门读物。在相对系统性阐明内容的前提下，还能尽量避免大部分同类书将
理论进行粗暴的简单化/平庸化再现的缺点。一本教科书可以做到这种地步，我觉得怎么夸赞都不为过
。
26、多了现代两字就高端大气好多了。  插图真精美！
27、啃了一个月，比较难读，感觉翻译的很多不顺。但读过之后再读其他电影理论，发现好懂了很多
。看来还是有用的。
28、可能没有比崔老师更合适的译者了，但有些地方若更符合中文表达会更好，比如有些长句子中的
结构关系就有点容易把人绕晕
29、法国的语言可能就是这样精简 一句话一个词 就抵上一篇长篇大论 喜欢他的架构和思考 翻译也不
错 佳作！
30、大一下
31、其实就是电影理论。后悔自己读得有点早，应该读完《经典电影理论导论》再读这本书。
32、理论性很强，看得很吃力。
33、目前大陆市面上最好的学院派电影理论入门书。比较遗憾的是中译版没有条件像英译本一样替换
电影实例，对于缺乏系统化电影观赏培训的影迷而言，在理解上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另外，考虑到近
几年自然科学，尤其是神经科学在人类五感互相影响作用等方面的进步，本书这种纯粹的社会学认知
多少还是显得有些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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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淡化电影本性的探讨，着重电影生产与接受过程中的美学理论。电影语言以及电影和观众两章印
象比较深刻，对电影叙事的讨论略显浅显
35、这种教材让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著”情何以堪啊。这股正气不是那种胡乱拼凑的邪门歪道所
能企及的。
36、非常 非常 非常 好
37、地铁上看的，那天雨大，书角弄湿了点
38、电影美学入门
39、当初网购的⋯⋯对于我这种门槛都没碰到的，实在是太不详细喇！
40、一二五章还看得很激动，第四章......结构学什么的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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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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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现代电影美学》的笔记-第54页

        安德烈.巴赞：在现实世界中，任何事件都不具有事先完全确定的含义（现实的内在暧昧性）；电
影的＂本体论＂使命在于尽可能尊重上述基本特征，从而复现现实，电影应当产生出同样＂暧昧性＂
的再现形式。

2、《现代电影美学》的笔记-第101页

        叙事过程的加工应以偶然化形式使经过编排的这些情节的暂时中断显得平常和自然。

3、《现代电影美学》的笔记-第60页

        爱森斯坦：在人们赋予现实的涵义之外，在人们对现实的解读之外，现实没有任何意义；因此，
电影被视为这种解读的一个手段。

4、《现代电影美学》的笔记-第88页

        叙事者始终是一个虚拟的角色，因为叙事者要做到使故事仿佛发生在他的叙述之前，仿佛叙事者
和他的叙述在故事的＂真实性＂面前恪守中立。
叙事者的职能并非＂表现自己的主要关注＂，而是在若干程序中加以选择，以安排自己的叙述，他未
必是这些程序的创造者，而往往是使用者。

5、《现代电影美学》的笔记-第79页

        在电影中，再现体与被再现体两者都是虚构的。就这个意义而言，所有影片都是虚构影片。

6、《现代电影美学》的笔记-第80页

        正是由于电影的设置和电影的素材本身使影片似梦但又不等同于梦，所以影片观众更倾向于幻想
。

7、《现代电影美学》的笔记-第59页

        利用长镜头和景深镜头拍摄电影可以在影片的单一段落中更多地展示现实，把展现的一切平等地
摆在观众面前，这种拍摄影片的方法逻辑上必然更尊重＂真实＂。

8、《现代电影美学》的笔记-第54页

        在现实中，任何事件都不具有事先完全确定的含义（这是巴赞所说的“现实的内在暧昧性”概念
）
电影的本体论使命在于尽可能尊重上述基本特征，从而复现现实：因此，电影应当产出具有同样“暧
昧性”的再现形式——或者力求做到这一点。

9、《现代电影美学》的笔记-第98页

        叙事电影的主要魅力来自把电影表述乔装成故事的能力。但是，不应夸大这个现象的重要性，因
为观众到影院去毕竟也要欣赏陈述过程和叙事方式。

Page 11



《现代电影美学》

10、《现代电影美学》的笔记-第86页

        叙事文本不仅是一段表述，而且是封闭性表述，因为它必然包括起与讫，它实际上是有限的。

11、《现代电影美学》的笔记-第38页

        蒙太奇是影片范畴充分理论化的一个核心概念。

12、《现代电影美学》的笔记-第45页

        蒙太奇的宽泛定义：蒙太奇是通过对影片的视像和音响元素的并置、连接和确定它们的时间久暂
来组构这些元素的原则，或者说是组构这些元素组合的原则。

13、《现代电影美学》的笔记-第13页

        场景只是其中的可见部分，但场景之外似乎仍然存在着广阔的透视空间。
向世界敞开的窗户

14、《现代电影美学》的笔记-第119页

        真实性只是使叙述的随意性显得自然和具体的一个手段。用杰拉尔.热奈特的公式来说，如果一个
叙事体单元的功能是它刻意表现的内容，那么它的动机则是为隐蔽自己的功能而必须的因素。

15、《现代电影美学》的笔记-第56页

        影片表述的＂透明性＂主张影片的基本功能是使人看到被再现的事件，而不是让人注意影片自身
。

16、《现代电影美学》的笔记-第115页

        我们可以按照各种电影风格所代表的真实性强度区分电影的风格，甚至划分层次。因此，我们把
一切表现体系、一切力求在银幕上呈现更多真实效果的手段称为＂现实主义的＂。
真实性的增加仅仅在于否定程式，这种否定与创立一套新程式体系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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